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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榆

“数学来源于实际，数学研究应基于实际，并提升为数学方法和理论，回归指导实际。……为国
家建设选择研读偏微分方程，然后为国防搞差分，后来又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再回去搞偏微分方程。
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上，不断提高自己对数学的认识。这一
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去做研究的动力。”

淤九十岁仍在工作。

于和邓稼先（左）在一起。

盂和于敏（中）、李德元
（左）讨论问题。

④七十岁工作留影。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136

采数学之美为吾美
———建功核武的数学家周毓麟

姻吴明静

周毓麟（1923—）

周毓麟，数学家。1923 年 2 月 12 日出生于上海，1945 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数学
系。早年从事拓扑学研究，1954 年赴莫斯科大学留学，主攻非线性偏微分方程。1957
年获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1960 年奉调参加我国的
核武器理论研究。曾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科技委委员以及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等职。1991 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周毓麟是我国核武器设计中数学研究工作早期的主要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为
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领域，他是我国早期
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获得了系统的杰出成果；基于科学计算实
践，他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为此，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他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各一项。他还获得了华罗庚
数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及苏步青应用数学奖特别奖等奖项。

弄堂里走出小数学家

1923 年的 2 月 12 日，正值腊月二十七，周
毓麟出生在上海市大沽路一条普通的弄堂里。周
家是个小康之家，周毓麟的父母勤俭朴实，古板
守旧，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

按照父亲的安排，周毓麟 5 岁半进入私塾
启蒙，一年后转入弄堂口的青华中小学校接受
新式教育。小毓麟在小学和初中的成绩平平。
初中毕业后，父亲要他辍学去做学徒，经过苦
苦哀求，小毓麟获得上高中的机会，进入大同
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就读。在大同大学附中，
他在数理化方面的潜力被发掘出来，尤其是对
数学极有兴趣，通过自学，他发现了一系列圆
几何的新定理，被班上同学戏称为“中国的巴
斯科尔”。

高中毕业前夕，周毓麟立志要上大学继续攻
读数学。有人劝他说：学数学毕业后不好找工作，
应该读工科，以后好找饭碗，数学嘛，业余搞搞就
行啦。周毓麟却不为所动，他对数学的热爱已经
到了不能舍弃的地步。

1940 年夏，周毓麟考入大同大学数学系。数
学系和物理系合并上课，他和徐亦庄、郑振华三
名同学同进同出，人称“刘关张”。

因为同时上了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全部课程，
尤其是受到了朱公瑾、高扬芝、叶蕴理等一批名
师的倾心指导，周毓麟的眼界大为开阔，为日后
参与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他从纯理论
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特别是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牵
引的应用基础研究，都得益于在大学时期丰富而
广博的学习。

跟随陈省身先生学习拓扑学

1945 年夏，周毓麟大学毕业。抗日战争的胜
利，却没有迎来国家建设的振兴，毕业即失业，他
四处寻找机会无果，深深感受到现实的无奈。年
底，在叶蕴理教授的推荐下，他和好朋友徐亦庄
获得了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助教的职位。他们在
南京工作到次年 5 月，临时大学解散后，又以失
业之身回到上海。

他和徐亦庄决定去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分
院碰碰运气，看看物理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是否
招收研究生。结果两个所都不招生，徐亦庄失望
而归，周毓麟却幸运地获得了旁听陈省身先生讲
课的机会。

那时，受姜立夫所长的委托，陈省身代理筹
办数学研究所。陈省身希望以拓扑学为起点，将
数学主流作为研究项目的内容, 并计划将数学所
创建为国内拓扑学研究的基地，因此，他在数学
所注重培养新人，开设了一系列讲座。周毓麟认
真学习，善于领悟，他的进步很快，引起了陈省身
先生的注意。虽然没有名师推荐，但周毓麟还是
于 1946 年 11 月正式进入数学研究所，并接替赴
法留学的吴文俊担任图书管理员一职。

周毓麟顺利进入了拓扑学研究的大门。陈省
身先生指导他研究“判断多维空间的双曲面可定
向问题”，1948 年初，论文《关于可微流形的可定
向性（英文）》在清华大学《科学报告》第五卷上发
表。

这项课题的研究给周毓麟很大鼓舞，他说：
“陈省身先生指导我，我好像突然就开了窍似的，
对工作对学习都好像很有信心，很有办法了。心
里总觉得无论什么新的学习或新的工作，只要自
己肯努力，有一年的时间，总能掌握要领，总是可
以入门的。”

他接着把问题拓展到空间中的两次曲面的
可定向性，甚至是同伦群。陈先生又让他做
Grassman 流形的可定向问题。他写成了一篇《实
二次超曲面同调性质之研究》的报告和一篇摘
要，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数学大会上作了报告。

也就在 1948 年下半年，中央研究院决定搬
迁到台湾，数学所的研究员们纷纷寻找后路。陈
省身要去美国，临行前他找到周毓麟，表示要带

他去美国攻读学位，让周毓麟先去台湾等着。周
毓麟没有过多考虑，当即谢绝。陈先生又推荐他
去大同附中任教，周毓麟也不愿意，他觉得自己
最好还是到大学里去作研究。

最终，陈省身先生给清华大学数学系段学复
先生写信，将包括周毓麟在内的 5 名弟子推荐到
清华大学工作。

从清华到北大，
萌生“数学要有用”的念头

1949 年 9 月 30 日，周毓麟携夫人徐明月坐
火车北上抵达清华园。第二天，他惊奇地发现应
该很热闹的校园里没什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人们都去参加开国大
典了。

他的生活安定下来，工作起来也动力十足。
他继续深入拓扑学研究，华罗庚先生和段学复先
生给予他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在 1951 年的《数学
学报》上他发表了四十多页的论文《假流形同伦
群与流形同伦群（英文）》。

在清华大学的研究工作，带给他精神上极大
的愉悦。一次，他深刻领会到偶数维单位球上的
连续而又处处不为零的切向量场是不存在的，并
由此联想到了一个问题：地球上不可能处处有和
风，如果每一点都有风的话，一定会有旋风。当时
他非常激动，没想到那么伟大、高妙、抽象的拓扑
学与人们生活空间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能够化
作对万物和谐、生命美好的具象感受。

他觉得自己还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具体一些，
这时，院系调整开始了，他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数
学力学系高等数学教研室。在北京大学，他认真
教学，也诚恳地参加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感悟
到了国家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数学家，需要什么样
的数学工作。他逐渐萌发了“数学要有用”的念
头，计划要学一点计算，而且拓扑学也应该搞一
点应用。

负笈莫斯科大学

1953 年夏天，周毓麟被北大数力系推荐参
加留苏生选拔考试，顺利考入俄语专科学校。经
过一年的学习和考察，他顺利获得留苏推荐名
额。这时，他决定放弃已小有所成的拓扑学专业，
改学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计算数学。他
的选择对许多同学触动很大。

1954 年夏，周毓麟抵达莫斯科大学，因为同
学黄敦的一句戏言，他选择了攻读偏微分方程专
业，导师是著名的女数学家奥列伊尼克。

因为周毓麟之前并没有学习过偏微分方程，
起初，导师对这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中国学生充
满顾虑，特意为他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学习计
划。周毓麟理解老师的苦心，他决心抓紧每一分
钟学习，于是自制效率手册，将每天的学习与锻
炼都一一记录：每周学习数学的时间必须达到七
十个小时，如果不够，下周要补回来。

他很快就适应了研究工作。在老师开列的必
读书和参考文献之外，他另外又找了很多文献资
料，顺利通过了起初的几次测试，使奥列伊尼克
老师对他的看法大为改观。而他也因为擅长使用
先验估计方法，被同学称为“估算大王”。

第二学年，他在导师指导下开始研究非线性
抛物型方程的第二边值问题。他巧妙地运用拓扑
学不动点定理研究整体解的存在性。他和导师合
作研究的成果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渗流方程
的论文。这篇论文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渗
流方程的解关于扰动的传播速度是有限的。渗流
方程是非线性退化抛物型方程，而一般非退化抛
物型方程的解关于扰动的传播速度是无穷大。他
们的理论很出人意料，也很有应用价值，被公认
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性工作。

这篇文章至今还被不断引用。而且作为重要
的研究成果收入 1957 年出版的《苏联数学四十
年·偏微分方程》。

在北大开创非线性偏微分
方程研究中心

1957 年夏，周毓麟顺利获得副博士学位后，
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执教。

按照系里的安排，他开设了非线性偏微分方
程专门化学习班。

他从苏联带回了对非线性椭圆型方程和抛
物型方程的最新认识。非线性椭圆型和抛物型方
程是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领域，在国内也是一个
全新的领域，周毓麟带着学生们广泛阅读文献、
追根究底，力求掌握文献中的内容。按照他的要
求，学生们理论课学得扎实，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专门化学习班和讨论班很快成为了国内非线性
偏微分方程研究的著名群体。

1959 年夏，周毓麟编写了一本讲义《非线
性椭圆型方程与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理论选
讲》，把非线性椭圆型、抛物型方程研究的最主
要的内容做了简要的描述和刻画，使得读者能
够了解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框架，了解核心
问题是要做出先验估计。这本因为时代原因而
未能正式出版的讲义体现了当时非线性偏微
分方程最现代的思想，标志着中国的数学家在
1959 年已经将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发展到
了世界一流的高度。

从北大专门化学习班中走出了一批高水平
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如同济大学数学研究所所
长、原苏州大学校长姜礼尚，北京理工大学原数
学系主任叶其孝，北京大学的原数学系主任应隆
安以及滕振寰教授，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韩厚德
教授等等。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间，这批弟子活跃
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的前沿，获得了众多成
就。他们也始终感怀周老师的教导与鼓励。

建功核武 功勋卓著

1960 年 5 月的一天，结束了上午教学任务
的周毓麟，刚走出教室，就接到调动通知：国家要
调他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防工作。

周毓麟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没问题，党叫干
啥就干啥。

他的新工作单位是二机部九所。在北京海淀
区一个没挂牌子的大院里，邓稼先热情地接待了
他，但是只言不提具体工作。随后的一段时间，他
按照邓稼先等人的安排开展学习和调研，慢慢了

解到，九所原来是搞原子弹的。
周毓麟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时的

“九次计算”。作为数学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之
一，他首先着力解决原子弹爆轰过程的一维精确
计算问题。他带领科研人员，通过调研学习，选定
了冯·诺依曼方法，在流体力学方程组中增加一
个人为黏性项，将冲击波的间断面变成有限宽度
的连续区，在该区域内方程变成抛物型，从而解
决了计算问题。

1961 年底，他指导科研人员完成了内爆动
力学过程一维总体计算程序的编制并正式提供
使用。

1962 年起，周毓麟又先后组织开展了关于
断裂、爆轰波、点爆炸等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研
究和编程工作。

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周毓麟一直主管核
武器数值模拟和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该领
域涉及数学、物理与力学等学科的交叉以及基础
与应用的结合，深刻体现了研究工作的综合性、
复杂性和集体性。他在研究队伍的组织、数学模
型的建立、数值方法的设计以及解决应用中大量
数学问题，包括系列计算程序的研制与成功应用
等方面，作出了众多重要贡献。

另外，他在长期从事大规模科学计算的基础
上，对大型计算机设计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他研
究了计算机字长与舍入误差的关系，建立了相应
的概率模型；研究了网络平均短程与网络乘积问
题，对复杂计算机的网络设计及其优化问题作出
了贡献。

他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
江泽培、何桂莲等科学家密切合作，协同攻关，他
们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作为项目《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
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主要完成者之一，他获得
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开辟基础研究新领域

1978 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精神鼓舞下,周毓
麟结合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又重新
回到基础研究领域，开展与专业相关的应用数学
研究。

在人生迈入 60 岁之际，周毓麟开始了对非
线性发展方程及其差分方法的研究，创造性地开
辟了多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这一时期他的一项重

大成就是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并
成功地运用于非线性发展方程差分方法，形成了
独树一帜的系统理论。

在他创立离散泛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有限
差分方法研究之前，人们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多
地重视离散化后得到的代数方程组的“代数”性
质，常常忽略了它所具有的微分方程属性。

周毓麟提出了一个新的、非启示性的、严谨
的方法，仔细研究了这种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
有限差分格式的基本性质和对非线性偏微分方
程（组）的近似问题，获得了一系列完整而深刻的
结果，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并于 1990 年出版了
英文版专著“Applications of discrete functional
analysis TO th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离散泛
函分析在有限差分方法中的应用》）。

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成果喷涌而出。从 1980
年到 2003 年，他与合作者发表论文共 130 余篇，
丰硕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他雄厚的理论基础与丰
沛的研究激情。

三次转变，三次提升

在 70 多年的数学生涯中，周毓麟曾三次转
变研究方向，每一次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954 年，为学习对国家更有用的微分方
程，他放弃了已小有成就的拓扑学研究；1960
年，当国家征调他去参加核武器理论研究时，
他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自己一手开创的中国
偏微分方程研究与教学中心；当国家改革开放
后，他又回到基础研究领域，着力以理论研究
提升应用研究。

他驰骋在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拓扑学、偏
微分方程、计算数学、计算流体力学以及计算机
应用等。他总是本着一个基本理念：数学源于实
际，数学研究应基于实际，并提升为数学方法和
理论，回归指导实际。

这个基本理念成就了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紧密结合、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特点，使
得他区别于同期其他数学家，成为国内少有的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都作出卓越贡献的
大家。

当别人称赞他为国家三次牺牲专业时，他却
认为自己经历了三次提升。他曾告诉年轻同志：

“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也总是想
从更广阔的视野上，不断提高自己对数学的认
识。这一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去作研究的动
力。”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荣誉纷纷涌向这位默
默奉献的数学家。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1996 年 10 月，荣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1997 年 4 月，荣获第三届华罗庚数学奖。2006
年，荣获苏步青应用数学奖特别奖。

面对这几项国内数学界至高荣誉，他抱有一
种特别的冷静。他推崇诚恳地工作、诚实地生活，
也从不以专业领域的大师自居，更没有门派之
见，所以他从不曾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虽年
届高龄，他依然持续关注我国的核武器数值模
拟，持续关注计算数学学科发展。

在这位 93 岁老人的身上，有一种不顾世俗
名利的执着不懈，有一种力求完美的坚定不移，
有一份慷慨担当的使命情怀，还有一份坦荡从容
的人生智慧。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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