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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先后前往高分子科学系、

上海数学中心，看望慰问新当选院士彭慧胜、沈维孝。

金力向两位新当选院士表示祝贺。他表示，两位院士的当选，反映了复旦学

科的代表性，反映了复旦强烈的兴趣驱动文化特质，反映了复旦战略人才队伍建

设的初步成效。基础研究的发展与竞争，归根到底靠高水平人才特别是青年人

才，希望两位院士继续勇攀科学高峰，不断追求卓越，更加关心关注学校的青年

人才培养，让更多年轻人在复旦更好成长。他强调，学校将加强战略人才引育工

作力度，高水平建设好相辉研究院，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和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造就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副校长汪源源、校党委副书记周虎及相关职能部处负责人陪同。

新院士风采

“我们做纯数学研究的人，
要求不多，除了一间独立的办公
室之外，其它的都是小事。”新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复旦大
学上海数学中心首席教授、数学
科学学院教授沈维孝说。

进入沈维孝的办公室，最醒
目的是一块大黑板，上面常常写
满计算公式和数学符号。写写
画画间，灵感也在一瞬迸发。

与不少研究者一样，沈维
孝喜欢散步，中心正是可以边
散步边思考的安静之处。在他
看来，数学灵感像老僧入定，需
要长时间思考才能产生。

有时候一个问题，想了三
天，突然找到答案，他开心得不
得了。

不断攀登数学高峰

2015年，从新加坡国立大
学回国，沈维孝成为上海数学中
心第一个全职首席教授。作为
全职引进的领军人才，在这栋大
楼里，他与学生、2020级数学学
院博士生任浩杰成功解决困扰
众多一流动力系统专家多年的

魏尔斯特拉斯型函数的维数问
题，成果发表在国际公认的顶级
数学期刊 Invententiones
Mathematicae上。

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与合作者证明的实 Fatou猜
想，攻克了近十年之久。从博
士二年级开始，他就对这个问
题充满热情。期间他遍翻论
文、反复推演，直到 2007年才
彻底解决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
公开问题，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在顶级数学期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上。

这一成果被菲尔茨奖获得
者斯梅尔列为“21世纪最重要
的数学问题之一”，也被国内外
同行，包括十数位国际数学家
大会邀请报告人广泛引用。

随后，他又在绝对连续不
变测度的研究中提出“大导数”
条件，从本质上改进了以往的
条件。

动力系统是研究系统随时

间长期演变行为的学科方向。
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一系列深
刻且富有原创性的成果，让沈
维孝成为国际上动力系统研究
的知名学者之一。

截止目前，他在国际公认的
数学“四大顶刊”上发表9篇论
文。2009年，他以历届最年轻
获奖者的身份获中国数学会陈
省身数学奖；2014年，他应邀在
国际数学家大会作 45分钟报
告；2021年，他因在数学物理学
领域的表现，获科学探索奖；今
年，他入选新基石研究员。

坚持聚焦原始创新

说起能够在原始创新上如
此坚持，沈维孝坦言，自己享受
研究数学的过程，他将其比作
爬山。

在复旦大学，沈维孝承担
了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专业基
础课“实变函数”“复变函数”的
教学工作。

在他看来，基础数学研究
的结果，有着不确定性。但是
培养人才，是为社会做出实质

性贡献的一个最基本、最明确
可见的手段。

2019年 11月，上海数学
中心联合复旦数学科学学院启
动“数学英才试验班”，为培养
未来数学家耕耘沃土，沈维孝
是首批导师之一。

今年11月，复旦大学成立
相辉研究院，打造基础研究的
前沿重镇和全球英才的学术殿
堂，沈维孝受聘为首批“相辉学
者”。相辉研究院不问有用无
用，聚焦原始创新，力图破除做
基础研究的“功利心”。

几天前，一位从事AI应用
开发的朋友，向沈维孝询问如
何用数学解释人工智能及其背
后的逻辑。他的回答是：“大家
都相信数学会在 AI的发展中
起到作用，都想从数学中获得
解释，以更好地推动计算机整
个学科的发展。我作为普通教
授把数学做好就行，而当了院
士后，这些问题是需要我去思
考的。”

本报记者赵天润
本报记者成钊 摄

沈维孝：攀一座叫“数学”的山

“科学有很多不同的突破
口，要找到这个突破口，是需要
想象力的。”新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的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和先进材料实验室教授彭慧
胜说。

在复旦读研时，彭慧胜是
有名的实验室“居民”，他用半
年时间“啃”下了阴离子聚合实
验这块“硬骨头”。“当时就觉得
这个东西可以做，于是就这么
做下来了。”他说，自己后来才
知道这个实验因为难度高，很
多人都望而却步，自己是“无知
者无畏”。然而，这次成功却给
了他做科研的信心。

十年坚持结硕果

从美国杜兰大学博士毕业
后，彭慧胜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
间。在与同事的一次聊天中，有
人说到，由于火星登陆车的太阳
能电池板是硬的，登陆车在经过
凹凸不平的星球表面时，可能会
卡在石头里，从而造成麻烦。“我
当时就想，如果把电池做成软
的，比如像衣服那样的纤维，是
不是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从此，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彭慧胜
心中开始酝酿。

2008年，彭慧胜选择回到
复旦，担任教职。“当时已经有
很多薄膜电池相关的研究，但
我想不能跟着别人走，想做点
不一样的，于是我就开始尝试
纤维的研究。”通过查阅文献，
他发现纤维电池的相关研究少
之又少，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凭借良好的直觉与不懈的努
力，他带领团队在纤维电池领
域耕耘十多年，最终实现纤维

电池的研发及规模应用。虽然
创新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质疑与
批评，彭慧胜依然坚持积极地
面对。

十多年来，彭慧胜研发了
系列纤维材料与器件新技术，
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
可，并推动了高分子材料化学
领域的发展。

创新思维寻突破

彭慧胜认为，科学的想象
力来自于勤奋的工作和长期的

积累，所以他几乎每个周末都
在工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实
验室或办公室。但他也说，勤
奋只是作出重大成果的必要条
件之一。

长久以来，无论是天然高
分子，还是合成高分子，高分子
的主链都是碳氮氧等非金属元
素构成。彭慧胜却大胆猜想，
元素周期表里面80%是金属元
素，能否用金属元素代替过去
传统的碳氮氧结构？学生们第
一次听到这个想法时都吓了一
跳，感觉无从下手。而对于这
样一个很难找到参考文献的想
法，团队用四年时间进行了初
步验证。他们做出的金属主链
高分子可以精准控制分子量，
并可能发现新的机制和规律，
发明新的材料体系，实现“0到
1”的突破。目前，这个方向刚
刚起步，彭慧胜表示，接下来仍
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在做通讯电子织物系
统方向的课题的时候，彭老师
就建议我去读《乔布斯传》，让
我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去思考电
子通讯设备的演变。”彭慧胜的

学生、高分子科学系2020级直
博生李鹏洲说。作为导师，彭
慧胜经常鼓励学生寻找科研创
新突破口，多做那些涉及人类
发展重大问题且前人鲜少做过
的课题。

平日里，彭慧胜喜欢去听
不同学科的讲座，他认为“不应
有学科边界感”，无论是讲人文
哲学经典，还是讲艰深复杂的
数学公式，他都听得津津有味，

“复旦的学科很全，而且实力都
比较强，这里有自由的学术氛
围，鼓励尝试学科交叉。”

在他看来，尝试不同思路
与赛道能给科研工作带来新的
推动。

即使出差参加学术会议，
只要第二天有组会，彭慧胜也
会连夜赶回来。“复旦有非常好
的学生，跟优秀的学生在一起，
我觉得对于教师来说是非常享
受的事情。”

“我希望与团队一起再花
30年，做一个重大成果出来。”
47岁的彭慧胜说。

本报记者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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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胜：从 0 到 1，科研需要大胆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