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捐赠

终结百年潘勒韦猜想的

“小米教授”

清华大学数学系小米教

授，马里兰大学博士学

位，芝加哥大学博士

后。研究领域包括动力系统、辛几何、微分几何等，

解决天体力学领域长达一百多年的潘勒韦猜测，2020

年在顶级数学期刊Acta Mathematica 上发表论文，是

新中国成立后首位以独立作者身份在此杂志上发表

论文的学者。

 2022 年 6 月，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向清华大

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设立清华大学小米（助理 / 副）

教授项目，支持清华大学计算机、通讯、电子、自

动化、电气、材料、机械工程、设计学、基础学科（数

学、物理、化学等）以及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等领域

的青年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工作。

数学曾经被伽利略称为“书写宇宙的语言”。

浩渺、幽深的宇宙，其神秘与未知超越了人类

的认知。当薛金鑫老师在黑板上流畅地写出黑洞公

式，宇宙的魅力似乎又以数学的语言再次呈现。

薛金鑫认为，数学是定量的科学，是关于确定

性的科学，数学可以解读和呈现宇宙奥秘。

数学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小米教授，薛金鑫在攻读

博士研究生阶段，就解决了天体力学领域长达一百

多年的潘勒韦猜想，并于 2020 年在顶尖数学期刊

Acta Mathematica 上发表论文，是新中国成立后首

位以独立作者身份在此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学者。

即便带着耀眼的光环，面对清华的学生，薛老

师第一次上讲台也是充满忐忑与不安的。“压力当

然很大，学生们都特别棒，你上课讲错一点点，他

都能给你挑出来，备课难度可想而知。”被学生“纠

错”，在薛老师看来，是一件好事。首先，有的老

师会预留“错误”来考验学生是否认真听讲；其次，

如果学生真的找到问题，说明学生具有浓厚的探索

精神，一直在跟随，没有走神，更值得鼓励。

从学生到老师，薛金鑫希望自己能始终保持与

学生共情的能力。“比如我当学生的时候，特别讨

厌老师拖堂，现在我上课，只要下课铃一响，即使

那句话说不完，也就下课；再比如有的时候学生觉

得有些东西太简单，我就不会再在课堂上絮叨了。”

与学生的良性互动是促进学生探索欲和求知欲的基

石。薛金鑫认为，数学面前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没有长幼尊卑的差别。“我现在带学生，学生和我

是平等的，他们可以随时质疑我，这对数学的科研

尤其重要。” “我带学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学

生做出了我完全想不到的事情。”

“初生牛犊”解决了数学领域的百年猜想

2004 年，薛金鑫到南京大学读数学专业。2008

年到 2013 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二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见到其他人建议的一个

解决潘勒韦猜想的方案，虽然严重缺乏细节，但看

上去大有希望。

保 罗· 潘 勒 韦（Paul Painlevé，1863 年 －

1933 年）不但是一位数学家，还曾经两度担任法国

彩雯
薛金鑫



93

2023 年第 5 期

总理。1895 年，32 岁的他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了一个

猜想，历史上称为“潘勒韦猜想”：在几个星体通

过万有引力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这样一种

情况，其中某个星体有可能在有限时间内，被其他

星体甩到无限远的地方去。

薛金鑫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状态下，对这一猜

想死磕到底，“我那时比较愣，不知天高地厚，也

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困难究竟有多困难。……真的太

难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很难再带入当时的场景。”

最终，薛金鑫证明了四体问题存在非碰撞奇点，

从而终结了长达 100 多年的潘勒韦猜想。

鼓励学生勇敢挑战新兴领域

基于自己的经历，薛金鑫建议年轻人要勇于挑

战：“电视剧《权力的游戏》里有句台词叫‘混乱

不是深渊，混乱是阶梯’，学生应该到尚不完善的

学科领域用功。”他认为做科研和读书不同，读书

的时候大家喜欢标准、完善的理论，方便做题和测

试。但是做科研最好选择刚开始起步、具有无限可

能的领域。“我发现很多学生选方向，都喜欢扎堆，

看哪个学科热就钻到哪个领域去，但是研究的人特

别多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领域变成技术性输出，

很难出创造性的成果。”

薛金鑫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非常感谢南京大

学程崇庆教授的影响，从合作撰写论文，

到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程崇庆都给予年轻

的薛金鑫最大宽容与尊重。“古希腊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

理’，尊重学生，让学生自身的潜能发挥

出来，这是助力学生探索和成长的基础。”

“中国的学生一定要自信起来。西方

很多学生都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自信心

爆棚，取得一点点成绩之后会增强这种自

信，这种自信又促进他们进一步探索，再

取得新的成绩，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薛

金鑫眼中的中国学生，虽然有很好的想法，但整体

比较害羞，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主动提问题，

“很多想法是在讨论、碰撞后，才会进一步升华，

形成新的思路，学生的潜力才能更好的被激发出

来”。

中国数学科学发展的未来之路

薛金鑫认为，中国数学科学的发展，不仅要靠

国家的大力扶持、民众的广泛参与，还需要社会力

量的捐赠支持。“在西方，冠名教授是一个很高的

荣誉。新的研究和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

支持。产业界的加入也会给象牙塔里的科研提供新

的研究课题，应该大力提倡。从这个角度说，非常

感谢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他们具有远见卓识，愿

意捐赠支持冠名教授这类师资建设类的项目，这对

大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在薛老师看来，中国的数学大有可为，最重要

的资源是，中国每年有一千万高中毕业生，这么大

的基数可能出现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法国作为一

个数学大国，总人口才 6000 万，其中真正投身数

学领域的人少之又少。“中国有这么多年轻人，加

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基础学科建设，数学的重要性

也越来越被大家认可，我有信心，在未来的十年到

二十年，中国的数学前途不可限量。”

课堂上的薛金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