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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有朋自遠方來」 京都大學深谷 賢治教授 (Kenji Fukaya) 的訪談引出

許多值得探討的議題。 比如: 升學考試的功過; 大學課程的安排; 為了申請研究經

費耗時耗力的 paper work 的必要性; 資深年長的教授該如何發揮影響力; 以及數

學與物理的互動。 此處我們就後者略作申述。

數學號稱“科學之母”, 有些人, 如 R. Feynmann, 是數學高手卻不認為數學

是科學, 原因之一是他認為科學乃是經由觀察、 實驗、 推論等程序建立的知識。 數

學界常提到 Riemannian 幾何對廣義相對論的貢獻, 但大多數時候, 數學落後於

物理, 以近代物理發展為例: P. Dirac 在 20 世紀初就用了 delta 函數, 而直到

1950 年代 L. Schwartz 才給了完整的數學解釋; 量子力學發展了二十幾年, 在

1926 左右可說確立, H. Weyl 及 J. von Neumann 在1930年代給了數學的框

架; 1905年 A. Einstein 提出特殊相對論, 很快就有 H. Minkowski 的四度時空;

A. Einstein 和 D. Hilbert 在 1916 年同時發表廣義相對論, 這次算是平分秋色;

量子力學是物理中最精確的理論, 然而它的邏輯基礎至今仍有爭議, 很值得數學家

探究; 量子場論創立至今五十餘年, 它的一些做法到現在仍令數學家莫測高深。

自從公設法數學盛行, 部份數學與實

用漸行漸遠, 尤其在科學較落後地區, 數

學更是與“科學”分家, 這對於學術的發展

十分不利。 我們應該從廣義的角度來定義

數學, 凡是用得上嚴謹數學的學門, 數學

家都應該關心、 了解, 與之交流更進而合

作, 解決問題。 數學系的學生更要放大眼

光, 千萬別有純數、 應數的差別心態。 一

個健康的數學界該是應用數學家多於純數

學家吧!

李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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