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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在西方歷史重要無比, 羅馬帝國的影響至今猶存, 文藝復興則是西方近

代文明的開始, 它的文化悠長, 底蘊深厚, 古老大學林立, 人才輩出。 本期 「有朋自

遠方來」 訪問義大利數學家 L. Ambrosio 教授。 Ambrosio 教授傳承自義大利有

名的變分學派, 1956年, 少有人知的義大利數學家 E. De Giorgi 完成關於橢圓

方程正則性的工作, 解決了 Hilbert 第十九問題, 美國的 J. Nash 也以完全不同

的方法得到非常近似的定理, 卻晚了幾個月, Nash 視此為殘忍的挫折。 Ambrosio

是 De Giorgi 晚年的學生之一, 他對與 De Giorgi 的互動有第一手的敘述, 讓我

們對他們的學派有概略的認識。

訪談中有許多做研究的具體例子值得讀者細細體會。 近四十年來學術人口不

斷增長, 對做研究的要求益發嚴苛, 學界面貌日新月異, 當前已少有人敢對學術發

展方向做臆測, 即使是針對特定問題的猜測也有許多落入一時論斷太快的失敗例

子。 如1950年代中期 B. Malgrange 及 L. Ehrenpreis 證明所有常係數線性偏

微分方程均有基本解, 於是人們急著想證明非常係數的方程也有類似結果, 而不過

幾年, 就有 H. Lewy 著名的反例; 又如多複變分析, 起先人們想把單複變的結果

推廣至高維複空間, 慢慢才明白其中的不同處, 終於掌握了 pseudoconvex 的概

念。 所以對新現象能指出正確的方向, 掌握關鍵的概念是極不容易的事。 毫無疑問

的, 首先需要大量的例子, 其次要有哲學批判的思考,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能得到

正確的猜測, 需要在證明的過程中不停地修正。

訪談中提到 Sudakov 的例子, 他猜測的結果

是正確的, 但證明中犯了錯, 似乎想當然爾的

東西竟然一點也不顯然, 這是數學論述中極易

疏忽的細節。 W. Heisenberg 曾說: 他給學生

一個問題, 學生回來告訴他已經有篇數學論文

做過了, 但是它的結果和物理的推論相反, 後

來發現這篇文章在一個細節上疏忽了。 數學的

“直覺”真的不容易。

最後, 再回到 De Giorgi, 他遇到定理喜

歡用自己的方法證明, 對數學有宗教般的投入,

對問題有哲學的思辨。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Notices of the AMS, 44, 109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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