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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伟平：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4 年 3 月生于上海，1988 年起

攻读南开大学南开数学研究所

（后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博

士研究生，1993 年获博士学位后

在南开大学工作至今，2007 年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主要

从事整体微分几何中的阿蒂亚—

辛格指标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曾获得“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陈省身数学

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等荣誉。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记者手记R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谙数学简洁

之美的张伟平院士，要言不烦、条理清

晰。对个人学术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

就，他低调谦虚、点到为止；对国家数学

学科建设，他乐观坚定、思虑周详……在

他看来，数学从来与枯燥无关，而是值得

一辈子为之付出的快乐之事。面对艰难

险阻，他迎难而上、从未止步。

张伟平始终瞄准国际数学研究前

沿，不断攀登一座座科研高峰。推动数

学学科的发展，既是他的老师陈省身先

生的梦想，也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张

伟平说，他希望带动更多人爱上数学，期

待更多优秀学子投身基础科学研究。

如今，张伟平正在研究数学最前沿

的狄拉克算子的理论及应用，在广袤深

邃的领域继续探索，书写属于中国数学

家的传奇……

带动更多人爱上数学

“ 很 多 人 说 我 不 像 个 研 究 数 学 的

……”张伟平笑着对记者说。确实，眼前

的张伟平，挎一个帆布包，白衬衣、西裤、

休闲鞋，笑容可掬、精神勃发，谈吐睿智

而又风趣。

“为中国数学鞠躬尽瘁，是陈省身先

生 1985 年在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

的发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与张

伟平的对话，从他的老师、数学泰斗陈省

身开始，“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数学强

国，是陈省身先生的夙愿。为了这个目

标，一代代数学研究者前赴后继。”

“数学是一门纯粹
而美丽的学问，值得毕
生求索”

1988 年，24 岁的张伟平考取了南开

大学南开数学研究所（后更名为陈省身

数学研究所）博士，成为陈省身的关门弟

子。1990 年，在陈省身的推荐下，张伟平

前往国外留学，并提出了数学界著名的

“比斯姆特—张定理”。留学期间，张伟

平收到过陈省身的一封信，其中有句话

“让中国的数学站起来”，一直铭刻在他

的心底……

1993 年，张伟平取得博士学位，选择

回到南开大学，从助教做起，“爱国应该

是科学家最重要的精神气质之一。”张伟

平说。2004 年 11 月，陈省身出席一场数

学界的活动，他呼吁科研工作者淡泊名

利，为国家无私奉献。老师这段话的录

音，张伟平保留至今，以此自勉，沉心静

气，遨游于无涯学海……

在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苏广想看

来，“张伟平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源于他

对数学研究持之以恒、勇于探索。”比如，

如何用微分几何的方法来证明一个关于

叶状流形上正数量曲率的著名定理，一

直是对微分几何学家的一个巨大挑战。

从 2000 年开始，张伟平对叶状流形的正

数量曲率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在研究

过程中尝试了绝热极限等多种方法，不

断修改研究思路；经过近 16 年的努力探

索，张伟平终于给出了这一定理的微分

几何证明，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

……“数学是一门纯粹而美丽的学问，值

得毕生求索。”张伟平说。

“如果做的是喜欢
的事，持续用功就是
享受”

与天津中环线一水之隔，南开大学

省身楼独立一隅，有扇窗几乎每个深夜

都透出灯光……这是张伟平的办公室。

长年累月，张伟平夜以继日地泡在办公

室，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逢年过节，热

闹与他无关，他经常为了一个新的想法

静静思考很久……

“数学家每天都是星期天”，这是张

伟平常说的一句话。他并不是指数学家

的工作轻松惬意，而是说与数学打交道

的每一天都令人愉悦。张伟平的日历上

从来没有工作日与休息日之分，他每天

都在精神饱满地工作。

陈省身曾说：“假如一个数学家说他

有伟大的直觉，千万不要轻信，因为数学

成果是一步步算出来的。”张伟平也认

为，成果来自长期的用心积累。

2004 年，陈省身先生去世，研究所所

长的接力棒交到了 40 岁的张伟平手里，

“责任重大，但责无旁贷，唯有更加努力。”

伴随着研究所的发展，张伟平两鬓添了不

少白发。他高兴地看到研究所不断前行：

尤建功教授应邀在第二十八届国际数学

家大会上作 45 分钟报告、唐梓洲教授荣

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

“ 数 学 研 究 论 证 过 程 中 的 艰 难 、困

惑、欣喜……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如果

做的是喜欢的事，持续用功就是享受，而

不是吃苦。”张伟平深知，让中国数学强

起来，需要中国数学界的集体努力。他

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支持其

他数学家组织学术会议，邀请专家学者

访问讲学……他也经常与国际上的数学

家开展合作，为中国数学界的发展搭建

更多桥梁与纽带。2014 年，国际数学杂

志《数学学报》刊登了张伟平与法国巴黎

第七大学麻小南教授合作的论文。“我们

运用解析局部化的思想，解决了法国一

位数学家在 2006 年提出的非紧空间上的

几何量子化猜想，对于这一猜想，学界之

前研究了 8 年仍无定论。”张伟平说。

“我会更加努力地
进行研究探索，培养更多
新时代需要的数学人才”

因材施教、“一人一策”，针对不同学

生的特点确定不同的研究课题；为学生

作有关数学基础和数学进展的报告，激

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指导多名研究生

和博士后，用扎实的学风、严谨的治学态

度等带领学生们不断推进研究……“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要为国家培养更

多、更优秀的人才。”张伟平一直很看重

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研究所内常见的景象是学生们三五

成群，讨论着数学课题。每条走廊都有

一面黑板，便于随时演算，“我从来不强

求学生们做什么，只要热爱，他们自然会

用功。”张伟平说。

“那是我在南开最快乐的一天。”毕业

多年后，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工作的学生韩

飞仍对导师张伟平的一次表扬念念不忘：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韩飞向张伟平提出一

个想法，学生在黑板上演算，张伟平同时在

草稿纸上算，一丝不苟，互相验证。算到柳

暗花明处，师生彼此会心一笑……

后来，韩飞提前一年毕业，其硕士论

文获得中国数学会颁发的“钟家庆数学

奖硕士奖”；韩飞还对一个困扰张伟平十

几年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法，发表在《微

分几何杂志》上。

谈到对年轻人的期望，张伟平说：“数

学是一门基础学科，要多关注数学的‘无

用’之用。就学术研究而言，在既有研究成

果基础上锦上添花，固然值得肯定，但要真

正做出原创性成果，才是最难得的。”

在张伟平看来，国内数学研究的发

展势头很好，“这批年轻人潜力无限，代

表了中国数学的未来。”张伟平说，“我会

更加努力地进行研究探索，培养更多新

时代需要的数学人才。”

张伟平：孜孜探寻数学之美
本报记者 武少民

“从霓虹灯的丛林中转身，让双脚沾满泥

土……一条无穷之路，记录这时代最美的风

景。”今年 3 月，凭借一部讲述祖国内地脱贫

攻坚故事的纪录片《无穷之路》，节目主创、香

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持人陈贝儿入选“感

动中国 2021 年度人物”。

因 为 真 诚 与 真 实 ，节 目 自 2021 年 播 出

后，从香港到内地，好评如潮。拍摄之旅，增

进了陈贝儿对内地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她的

职业生涯赋予了新的意义……

“要让更多观众朋友
知 道 祖 国 内 地 的 发 展
变化”

前不久，陈贝儿结束了在祖国内地超过

半年的旅程，开始为主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文艺晚会作准备。走过内地的山山

水水、登上过“感动中国”领奖台……自 2017
年后再度主持庆回归晚会，“回归”一词于陈

贝儿有了格外厚重的内涵。

“香港回归祖国那年，我刚好 18 岁，在家

里电视上看回归直播，见证了历史时刻。”陈

贝儿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大学毕业后成为一

名满世界跑的传媒工作者。

当 得 知“ 我 国 脱 贫 攻 坚 战 取 得 了 全 面

胜 利 ”“ 提 前 10 年 实 现《联 合 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减 贫 目 标 ”，陈 贝 儿 十 分 感

慨 ：“ 这 样 的 成 就 太 惊 人 了 ，到 底 是 怎 么 做

到 的 呢 ？”由 于 以 前 很 少 有 机 会 到 内 地 工

作 ，陈 贝 儿 对 相 关 情 况 不 了 解 。 内 地 脱 贫

攻 坚 成 就 让 陈 贝 儿 产 生 了 很 强 的 求 知 欲 ，

萌 生 了 自 己 去 看 一 看 的 想 法 ；当 得 知 公 司

有 意 拍 摄 内 地 扶 贫 纪 录 片 时 ，她 果 断 接 下

了任务……

陈贝儿坦言，自己是带着“一张白纸”的

心态到内地报道脱贫攻坚工作的。几个月的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让她坚

信：“要让更多观众朋友知道祖国内地的发展变化”。

“内地为香港青年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平台”

摄制团队一行 5 人、历时 3 个月、跨越 6 个省份、深入 10 多个深度贫困地

区，制作了 12 集纪录片……镜头前，陈贝儿攀天梯、过溜索，通过亲身体验

把村民脱贫前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呈现给观众；镜头外，她最喜欢和村民

聊天，品尝农家菜，分享他们脱贫后的喜悦。

“因为是亲身去体验、去经历，我更有底气在镜头前说，这就是他们真实

的脱贫故事。”陈贝儿说，如果我们拍出来的故事能感人，那是因为首先自己

被故事里的人和事感动了。

《无穷之路》在香港播出后不仅迅速走红，还带火了一批农产品：云南的

咖啡、海南的有机茶、宁夏的葡萄酒以及广西融安的金橘……“通过这个节

目，香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优质的农产品，这也

是做节目的意外之喜。”经过这次拍摄，陈贝儿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们虽然

可以通过节目了解内地的发展，但只有亲身到内地走一走、看一看，才能建

立起更直观的认知。

在很多场合，她都会建议香港的朋友多到内地走走，“无论是喜欢美景

还是美食，在内地都能找得到。”

回顾自己这一路的旅程，陈贝儿认为，香港回归祖国 25 年来最重要的

变化之一，就是香港市民发展的平台更大了，“内地为香港青年发展提供了

宽广的平台。我曾在广东肇庆遇见一个开茶园的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圆

了他在香港难以实现的茶农梦。”她说，国家近些年出台了很多支持港澳青

年到内地发展的政策，看到有那么多香港青年抓住了机遇，她由衷地感到

高兴。

“今后要用镜头拍摄更多精彩内容”

拍完《无穷之路》，陈贝儿经常会想起一些人：四川大凉山悬崖村乐观阳

光的某色拉博、云南怒江一诺千金的“溜索医生”邓前堆、广西刘三姐镇扶贫

干部谢万举……于她而言，那 3 个月的经历不仅是节目的制作，更是一趟学

习之旅。“亲耳听到一个个普通人的脱贫故事，我由衷惊叹改变无数人命运

的脱贫攻坚。”陈贝儿说。

在陈贝儿看来，内地脱贫攻坚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香港引发关注，除了

对内地发展变化的关心，很多人也从脱贫村民身上感受到共鸣。她认为，人

们面对困难不放弃、吃苦耐劳、团结拼搏的精神，正是香港观众所熟悉的，

“就像‘狮子山精神’，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精神特质。”

在内地的大半年间，陈贝儿以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官的身份录制

了新节目《传承之路》，又跨越 9 个省份完成了《无穷之路 2》的拍摄，还有一

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目在路上……陈贝儿说，“希望把自己当成一座

‘桥梁’，今后要用镜头拍摄更多精彩内容，让香港年轻人进一步了解内地日

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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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香港正青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1345456645

!"!#$%&'(
!"!!#$%&'()"*&+

%,*-./

!"#$%%&'()* 0102345

%+,-./0123
45%6789:;<67=>?=@ABCD

6789:;

EFGHIJHKLMNO!"PQRSTUVW

X.YZ[\!] ^_`a`bcdefg]hi
<=>

jkl mno pq4567rstuv01 ?@A

3=wxX.YZ[\!]yaz{|fg)}~!"
B C

IJ#a$"67"%S&'(

p@!";i;) *+,-!",- DEF

../012wx3456!" G H

7=CD45%6789:;<67=>?= IJK

$89p@:;45%r $<=>?459@;=
LMN

$<=12A@BCD5ZE OPQ
@FGH
rs%IJ8~KLVTU8%

RST U V < W
b%<Z[MNOP~3456!" X Y
QjGR
YST%rAU:;459@ Z[\
'VW_!"wXYZ *+t[u!",- ]^_
X.%rAU pq$\]^ ` a
p@U_!";i;)~a`ab bcd
X.cD%~U_<de)f9@g'A

efg hij klm
Ehp@i%rFjk AUlm[noptuv01

nop
cD%qtr~U_ pqtr%rs\Ctu01

qrstuvwx

vw*x
cDRS67%rQj ya%z45~J8{4

||}~!RS67%rQj"#vwsV$

Ny5z{34|s}

%+F%
3=&'(Wa!~3)j* b~!

新华社香港 7 月 3 日电 （记

者黄茜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3
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展出从故

宫博物院藏品中精选出来的逾 900
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 166 件国家

一级文物，为观众讲述中国的悠久

历史和灿烂文化。

据悉，截至 7 月 2 日，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开幕展前四周的约 14
万张门票，已售出约八成半，当中

包括超过 3.7 万张特别展览门票，

占可供出售特别展览门票的九成

半。另外，7 月份所有星期三免费

参观时段均已预约满额，涉及超过

1.1 万张免费门票。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局长杨润雄在开馆仪式上表

示，相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

幕将让西九文化区整体发展踏上

新台阶，也相信未来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会利用香港自身独特的文

化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

主席陈智思表示，热切期待迎接香

港、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的访客，一

起在这座宏伟而典雅的博物馆观

赏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体验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风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
本报哈尔滨 7月 3日电 （记者杨昊）2022 全国工商联

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黑龙江高质量发展

大会 2 日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

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高云龙指出，汇聚民营企业力量，对助力老工业基地

焕发新机，推动东北经济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民营企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发展信心，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提高现代企业治理水平，努力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积极主动响应国家战略，发挥民营企业优势，为

推动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

时代力量。

本次会议由全国工商联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会议组织签约合作项目达 124 个，涉及数字经济、生物

经济、冰雪经济、能源等 17 个产业领域。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在黑龙江举行

本报北京 7 月 3 日电 （记者李龙伊）记者 3 日从退役

军人事务部获悉：根据中韩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韩方将向

中方移交新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双

方将于今年 9 月 15 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9 月 16 日

举行交接仪式。

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敬

先 7 月 3 日率中方有关部门人员，与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局

局长金相缜为团长的韩方代表团就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进行了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

会谈纪要。双方均表示，今年是中韩建交 30 周年，将积极合

作，共同妥善做好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

工作，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关于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

的精神，从 2014 年至 2021 年已连续八次成功交接 825 位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中韩双方将交接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本版制图：张芳曼

新华社香港 7 月 3 日电 （记者黄茜恬）“今朝更好看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艺术名家作品展”3 日在香

港“天际 100”举办开幕式。

据介绍，此次展览共计展出 70 余件艺术精品，包括齐

白石、高剑父、吴冠中、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等艺术家的

精品力作。

此外，表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就的港珠澳大桥、狮子

山下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香港城市的美丽风景、朵朵绽

放的紫荆花……包含这些与港人生活密切相关元素的画作

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感谢紫

荆文化集团在全港同庆的重要时刻给香港市民带来一场丰

富的文化艺术之旅。他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

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为香港的文化事业创造

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毛超峰表示，未来，集团还将与香

港广大文化艺术界同仁一道，搭建更大平台、举办更多活

动，增进内地与香港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发展

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据悉，此次展览由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香港各

界文化促进会、广东省文联联合主办。

“今朝更好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艺术名家作品展”在港开幕

共计展出70余件艺术精品

张伟平在做讲座。 宗琪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