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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 在对菲尔兹奖概要介绍的基础上, 对 20 世纪菲尔兹奖进行了统计分

析, 找出获奖学科、获奖者工作地点、获奖者平均年龄变化趋势 3 个方面的规律, 旨在增进对 20 世

纪纯粹数学发展的认识, 为加快中国数学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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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是数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新学科、新思

想层出不穷, 数学文献浩如烟海, 全世界的数学工作

者每年提出大约 200 000 条新定理。现代数学的课

题中有 80% 以上是 20 世纪创造的。那么, 如何在数

学的汪洋大海中理出 20 世纪数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呢? 胡作玄指出, 就纯粹数学而言, 有两个主题可以

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一个是希尔伯特 23 个问题的

提出、解决现状与发展, 另一个就是菲尔兹奖的获奖

者及其工作[ 1 ]。

菲尔兹奖是由国际数学联盟 (简称 IM U ) 主持

评定的, 并且只在每 4 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

会 (简称 ICM )上颁发。菲尔兹奖的国际性和权威性

使其成为当今国际数学界声望最高的大奖, 菲尔兹

奖所带来的荣誉可与诺贝尔奖金媲美, 堪称“数学中

的诺贝尔奖”。认真研究菲尔兹奖的有关情况, 不仅

有助于把握数学的发展方向, 为我国的数学发展提

供借鉴, 而且有助于唤起国人的菲尔兹奖意识, 营造

数学发展的科学氛围,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实现中国

菲尔兹奖“零的突破”。本文通过对菲尔兹奖的介绍,

对获奖者的学科、工作地点、年龄分布的统计分析,

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并就此提出我们的思考。

1　菲尔兹奖——国际最高的数学奖

菲尔兹奖是以已故的加拿大数学家、教育家 J.

C. 菲尔兹 (1863—1932)的姓氏命名的。作为一位数

学家, 菲尔兹的成就不算突出, 但作为一名数学事业

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由于他对数学事业的远见卓识

和组织才能, 促进了本世纪数学家之间的国际交流,

从而名垂数学史册。菲尔兹强烈地主张数学发展应

是国际性的, 他全力筹备并主持了 1924 年在多伦多

召开的 ICM (这是在欧洲之外召开的第一次 ICM )。

这次大会对于促进北美的数学发展和数学家之间的

国际交流, 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得知这次大会

的经费有结余时, 他就萌发了把它作为基金设立一

个国际数学奖的念头, 并打算于 1932 年在苏黎世召

开的第九次 ICM 上亲自提出建议, 但不幸的是未等

到大会开幕他就去世了。菲尔兹在去世前立下遗嘱,

把自己留下的遗产加到上述剩余经费中, 由多伦多

大学数学系的悉涅转交给第九次 ICM , 大会立即接

受了这一建议, 一致同意将该奖命名为菲尔兹奖。

第一次菲尔兹奖颁发于 1936 年, 其后, 由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直到 1950 年在美国坎布里奇

ICM 上才颁发第二次菲尔兹奖。此后基本上是在每

4 年一次的 ICM 颁发一次菲尔兹奖。到 20 世纪末,

共有 42 人获奖。最初, 该奖并没有在世界上引起多

大注意。然而, 30 年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每次

ICM 的召开, 从国际上权威性的数学杂志到一般性

的数学刊物, 都竞相报道获奖人物。菲尔兹奖的声誉

不断提高, 终于被人们确认, 对于青年人来说, 菲尔

兹奖是国际上最高的数学奖[ 2 ]。

菲尔兹奖的获奖人 , 是由 IM U 执委会提名一



个 8 人评定委员会来遴选。评委会的主席也就是执

委会的主席。这个评委会首先由每人提名, 集中提出

近 40 个值得认真考虑的候选人, 然后进行充分讨论

并广泛听取各国数学家的意见, 最后在评定委员会

内部投票决定本届菲尔兹奖的得奖人。

菲尔兹奖是一枚金质奖章和 1 500 美元的奖

金。就奖金数目来说与诺贝尔奖金的 10 万美元相比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但为什么在人们的心目中, 它的

地位竟如此崇高呢? 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 它是由

数学界的国际权威学术团体—— IM U 主持, 从全世

界的第一流青年数学家中评定、遴选出来的; 第二,

它是在每隔 4 年才召开一次的 ICM 上隆重颁发的,

且每次获奖者仅 2～ 4 名, 因此获奖的机会比诺贝尔

奖和沃尔夫奖还要少; 第三, 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由

于得奖人的出色才干,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声誉。迄今

为止的获奖者用他们的杰出工作, 证明了菲尔兹奖

不愧为最重要的国际数学奖。

2　菲尔兹奖统计分析

2. 1　获奖学科的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的分类方法,

我们对菲尔兹奖获奖成就的学科进行分类统计 (见

表 1) [ 3, 4 ]。

表 1　20 世纪菲尔兹奖获得者获奖成就学科统计3

Tab. 1　A sta tist 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F ields m eda l in 20th cen tury

学　科 分析学 微分方程 数　论 代数几何 拓扑学 数理逻辑 代数学 总人数 成果总数

获奖数 7 8 5 7 12 1 8 42 48

30 年代 1 1 2 2

50 年代 1 2 1 2 6 6

60 年代 1 1 1 3 1 1 6 8

70 年代 2 1 2 3 2 3 10 13

80 年代 1 1 3 1 6 6

90 年代 2 4 2 2 3 12 13

　　3 有 6 人的获奖成就涉及 2 个学科 (阿蒂亚、格罗腾迪克、邦别里、费弗曼、奎伦、麦克马伦)

　　从表 1 看, 获奖成就最多的是拓扑学, 占获奖成

就总数的 25%。拓扑学产生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 并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经德国数学家A. E.

诺特、美国数学家伯克霍夫、艾仑伯格等人的工作而

逐渐成熟起来, 但拓扑学的真正繁荣却发生在 20 世

纪下半叶。1954 年获奖者塞尔, 发展了代数拓扑学

中的纤维丛概念和同伦论, 并将其应用于代数学、数

论等其他数学领域; 1958 年获奖者托姆, 创立了配

边理论, 发展了奇点理论, 提出了突变理论, 并将其

应用于生物学、语言学和哲学领域; 1962 年获奖者

米尔诺, 发展了托姆的配边理论, 证明了 7 维球面的

微分结构并对代数拓扑学的主猜想提出反例; 1966

年获奖者阿蒂亚, 证明了指标定理, 将拓扑不变量通

过解析不变量表示出来; 1966 年获奖者斯梅尔, 证

明了微分拓扑学广义庞加莱猜想; 1970 年获奖者诺

维科夫, 在同伦论、配边理论方面, 证明了一般流形

的叶状结构存在的紧叶, 证明了微分流形有理庞特

里亚金示类性的拓扑不变性, 提出了诺维科夫猜想;

1978 年获奖者奎伦, 解决了拓扑 K 理论的亚当斯猜

想, 并将拓扑学思想运用到代数中建立了 K 理论;

1982 年获奖者瑟斯顿, 完成了三维流形的拓扑分

类; 1986 年获奖者唐纳森, 证明了 4 维流形上可以

有不同的拓扑分类; 1986 年获奖者费尔德曼, 证明

了 4 维流形的庞加莱猜想, 完成了 4 维单流通流形

的拓扑分类; 1990 年获奖者琼斯, 引入了扭结理论

中的琼斯多项式; 1990 年获奖者威顿, 应用拓扑方

法对超玄理论作了统一的数学处理。现在, 拓扑学已

渗透到现代数学的各个分支中, 并且在经济学、化

学、生物学, 特别是物理学等领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

应用, 而这又正反映了拓扑学在现代数学中的地位。

代数学方面有 8 项成就获奖, 占获奖成就总数

的 16. 7%。1966 年获奖者阿蒂亚, 参与建立了代数

K 理论; 1970 年获奖者汤普森, 证明了伯恩赛德猜

想、弗洛贝纽斯猜想; 1978 年获奖者奎伦, 系统建立

了代数 K 理论, 证明了塞尔猜想; 1978 年获奖者马

圭利斯, 彻底解决了赛尔伯格猜想; 1982 年获奖者

孔涅, 解决了算子代数分类问题; 1990 年获奖者德

里菲尔德, 建立了量子群理论体系; 1994 年获奖者

契尔马诺夫, 证明了群论的弱伯恩赛德猜想; 1998

年获奖者博彻兹, 证明了大魔群与模函子关系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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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猜想。

微分方程理论中有 8 项成果获奖。这些成绩主

要通过非线性方程、偏微分方程求解方法的突破而

取得。1936 年获奖者道格拉斯, 在非线性方程求解

方面取得极小曲面问题的解; 1962 年获奖者赫尔曼

德尔, 系统建立了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 1978 年获

奖者费弗曼, 给出了非退化线性偏微分方程局部可

解性的一个充要条件, 使得这类方程问题被完全解

决; 1982 年获奖者丘成桐, 通过非线性方程、偏微分

方程技巧的应用, 解决了卡比拉猜想和正质量猜想;

1994 年获奖者布尔金, 解决了高维偏微分方程的一

系列问题; 1994 年获奖者里昂斯, 系统地解决了一

系列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非线性方程; 1994 年获奖

者约柯兹, 对一般复动力系统的性状和分类做出了

深刻的结果; 1998 年获奖者麦克马伦, 对复动力系

统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以拓扑学、抽象代数为基础的代数几何学在拓

扑学的推动下, 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成为现代数

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有 7 项成就获奖。1954 年

获奖者小平邦彦, 推广了黎曼2洛赫定理, 证明了小

平消灭定理; 1966 年获奖者格罗腾迪克, 建立了代

数几何学理论体系; 1970 年获奖者广中平佑, 解决

了代数簇奇点解消问题; 1974 年获奖者芒福得, 在

参模理论、代数曲面的分类方面取得进展; 1978 年

获奖者德里涅, 证明了韦伊猜想; 1990 年获奖者森

重文, 完成了 3 维代数簇的分类; 1998 年获奖者康

特谢维奇, 发展了计数几何学, 定出了代数簇各阶有

理曲线的数目。

分析学领域中有 7 项成就获奖。1936 年获奖者

阿尔福斯, 解决了邓若瓦猜想、覆盖面理论; 1950 年

的获奖者施瓦尔兹, 系统建立了广义函数论; 1966

年获奖者格罗腾迪克, 在泛函分析中的拓扑向量空

间理论取得进展; 1974 年获奖者邦别里, 在解析函

数论研究中取得成就; 1978 年获奖者费弗曼, 在奇

异积分算子研究中取得进展; 1998 年获奖者高尔,

在巴拿赫空间理论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 1998 年获

奖者麦克马伦, 证明了贝尔斯猜想、克拉猜想。

数论领域中有 5 项成就获奖。1950 年获奖者赛

尔伯格, 发现了赛尔伯格不等式, 证明了素数定理;

1958 年的获奖者罗斯, 推广了代数数有理逼近的瑟

厄2西格尔2罗斯定理; 1970 年获奖者贝克, 取得了代

数数对数的线性型定理; 1974 年获奖者邦别里, 在

素数分布理论大筛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证明

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 (1+ 3) ; 1986 年获奖者法尔廷

斯, 证明了莫德尔猜想。

另外, 在传统数学中的数理逻辑方面, 1966 年

获奖者科恩, 证明了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

从获奖成就的分析可以发现, 20 世纪数学在拓

扑学、代数学发展的主导下, 其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其

他学科, 促进了代数几何学、微分方程、分析学、数论

等学科的发展。这些新的发展所产生的观念给化学、

生物学、哲学、特别是物理学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工

具。我们可以预测, 拓扑学、代数学、代数几何学、微

分方程、分析学、数论应是未来纯粹数学发展的主

流。在这些领域中, 由于数学工具的相互渗透, 新的

思想和方法将会不断出现, 一些重要猜想也有待解

决。

2. 2　获奖者工作地点统计分析

我们对 42 位菲尔兹奖获奖者的出生地、国籍,

以及获奖前、后工作地进行统计 (见表 2)。在获奖的

数学家中, 美国本土出生的 12 人, 占获奖总数的

28. 6% ; 美国国籍的 16 人, 占获奖总数的 38. 1% ;

获奖前在美国工作的共有 19 人, 占获奖总数的

45. 2% ; 获奖后在美国工作的有 22 人, 占获奖总数

的 52. 3%。可以发现, 获奖者有一个明显的向美国

集中的趋势。

同时, 不难看出, 获奖者所在国家的政治局势、

经济状况、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水平, 以及对科技的投

入力度, 是他们获奖的重要条件。从获奖者所在工作

地点来说, 美国集中着一半以上的获奖者。获奖后在

美、英、法工作的数学家有 37 人。

表 2　菲尔兹奖获得者工作地点变更统计

Tab. 2 　A sta tist ic on var ia tion of the winners′

work ing places

国　家 出生地 国籍 获奖前工作地 获奖后工作地

美　国 12 16 19 22

法　国 7 7 8 9

英　国 5 6 6 6

前苏联 (俄国) 5 5 3 3

日　本 3 3 1 1

德　国 2 1 1

比利时 2 2

意大利 1 1 1 1

瑞　士 1 1 1

挪　威 1 1

芬　兰 1 1

中　国 1

南　非 1

　　20 世纪下半叶, 世界数学的研究中心已由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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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德国移往美国。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

代, 德国一直是世界数学的中心。哥廷根数学学派因

为拥有克莱因、希尔伯特、诺特、闵可夫斯基等一批

数学大家而成为世界数学的“麦加”。当时美国的青

年数学家大多曾在欧洲留学, 深受德国数学的影响。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 疯狂推行种族灭绝政策, 造成

大批数学家流亡国外。二战开始后, 美国以大规模的

投资来发展科技, 同时用良好的生活条件吸引大批

外国的科学家到美国工作, 建立了一个由联邦政府

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科技体制。外尔、冯·诺伊曼、

诺特、西格尔等人先后移居美国。他们用自己的工

作, 为美国数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使美国的数

学研究水平跃居世界前列。

世界数学的另一个中心在法国, 在布尔巴基学

派的带动下, 法国数学从二战的破坏中重新发展起

来, 他们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倡导学术讨论之风, 培

养出了菲尔兹奖获得者施瓦尔兹、赛尔、格罗登迪

克、托姆、孔耐、德里涅等人, 法国数学一直保持着兴

旺发达的局面。英国、前苏联也应属传统的世界数学

大国, 特别是近 10 年来, 英俄两国的数学发展较快。

在获奖的 4 个东方人中, 有 3 个来自日本。日本同中

国一样, 现代数学完全是从国外吸收的。但是, 他们

更注重数学交流, 积极到世界数学中心学习, 较为重

视教育普及, 倡导学术自由, 因而日本的现代数学发

展处于亚洲的前列。

2. 3　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变化趋势

通过对获奖者获奖年龄和被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最有权威性的摘要、评论、报告性的数学文献检

索刊物《数学评论》(简称M R ) 评论第一篇论文时的

年龄统计, 可以求得 42 位获奖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

为 35. 1 岁, 1950—1998 年的 40 位获奖者被M R 收

录第一篇论文的平均年龄为 23. 625 岁 (M R 1940 年

创刊)。下面按颁奖年度给出获奖者平均年龄变化趋

势图 (图 1)。

图 1　菲尔兹奖获得者获奖年龄、被M R 评论第一篇论文年龄变化曲线

F ig. 1　T he cu rve of the ages fo r w inners to be rew arded and the ages fo r their first paper to be adop ted in M R

3 上面、下面的曲线分别代表获奖年龄变化曲线、被M R 评论第一篇论文时的年龄曲线

　　由图 1 可以看出, 42 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获奖年

龄主要处在 30～ 40 岁之间, 而被M R 评论第一篇

论文的年龄主要处在 20～ 30 岁之间, 基本稳定并稍

有上升。这说明数学家做出重大数学成就的最佳年

龄结构区为 30～ 40 岁, 而进入数学领域开展研究工

作的最初时间应为 20～ 30 岁。由于现代数学的发

展, 步入现代数学领域前沿的知识积累过程有增加

的趋势。但是, 由于菲尔兹奖只授予 40 岁以下的数

学家, 估计获奖年龄也不会有太大的上升。

3　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要实现菲尔兹奖“零的突

破”, 使我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站在菲尔兹奖的领奖

台上, 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① 必须加大

科技投资力度, 创造数学发展的良好的科研学术软

环境; ② 加强数学研究, 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从事

拓扑学、代数学、代数几何学、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

发展的主流方向研究; ③ 建立科学的奖励机制, 使

我国青年数学家在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中脱颖而

出; ④ 积极开展国际数学交流活动, 使我国数学家

能尽快地进入数学发展的前沿; ⑤ 积极开展教育体

制改革, 鼓励独立思考, 培养创新能力, 为我国数学

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 随着“科教兴

国”战略的实施,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

下,“百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长江学者计

划”等科技奖励制度正在形成, 国际交流日益增多,

教育体制改革正在实施。这些都为我国数学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2002 年 8 月, 我国在北京举办了

21 世纪的第一次 ICM。这次大会将对加强与国际数

学的交流, 使我国数学工作者早日进入现代数学发

—585—　第 5 期　　　　　　　　　　　　　　　　吕建荣: 20 世纪菲尔兹奖统计分析　　　　　　　　　　　　　　　　　　　



展前沿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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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ist ica l ana lysis of the F ields m edal in the 20th cen tury
LUβ J ian2rong

(R esearch Cen ter fo r the H isto ry of M athem atics and Science,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O n the basis of a b rief in troduct ion, by u sing the m ethod of b ib liom etrics, a sta t ist ica l ana lysis of

the F ields m edal w as m ade in the 20th cen tu ry, and as a resu lt, th ree law 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fo llow ing

aspects, nam ely the sub jects in F ields m edal, the p laces w here the w inners w o rk, and the varia t ion tendency

tow ards the average ages of the w inners. It is hoped tha t th is ana lysis m ay offer a reference fo r the rap id

developm en t of m athem atics in Ch ina.

Key words: the F ields m edal; sta t ist ica l ana lysis; the N obel P rize

·学术动态·

数学史国际会议纪要

2002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西安卫星会议——数学史国际会议于 2002 年 8 月 14 日至 18 日在西北大学召

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1)数学的传播与交流: 东方与西方; (2) 20 世纪数学思想; (3)中国及其邻国数学史,

伊斯兰国家数学史。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及北美洲的 16 个国家与地区的 110 多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

中国外近 40 名, 国内 70 名。参加会议的著名数学史家与数学家有:《精密科学史档案》主编、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教授鲍斯 (H enk Bo s) , 国际数学史学会前任会长、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道本周 (Jo seph W. DAUBEN ) ,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程贞一, 1990 年东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松彦三郎, 东

京大学科学史教授佐佐木力,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矢野道雄, 卢森堡大学教授皮艾尔 (Jean2Pau l P ier) , 加拿大

阿卡迪亚大学教授阿齐博得 (Tom A rch iba ld) ,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的马若安博士 (Jean2C laude M artzloff,

CN R S) , 德国的齐莫曼 (Bernd Zimm erm ann F riedrich2Sch iller2U n iversity of Jena) , 意大利帕雷默大学教授

博塔兹尼 (Um berto Bo ttazzin i) , 罗马大学教授艾默 (M ichele Emm er) , 伊朗侯赛因大学教授哈希米 (Saeed

H ashem i) , 以及中国著名数学史家李迪、李文林、郭书春、刘钝、李兆华等。

本次大会共提交论文 80 份, 大会组委会安排了 15 个 40 分钟的大会报告, 并分 5 个小主题安排分组报

告。这 5 个主题是: 20 世纪数学思想及数学分支发展史; 中国传统数学中的问题研究; 东西方数学传播与影

响; 数学史人物及数学著作; 数学、人类文化及社会的关系。

中国传统数学中的问题研究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重点所在,《算数书》及其与《九章算术》的探讨是本次

会议的热点之一; 数学传播与交流一直是学者关心的问题, 在本次会议上, 有很多报告展示了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外国数学史和中国现代数学史研究在本次会议上也占很大比重, 代表们还对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数学家

进行了研究; 数学史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在会议上得到反映; 数学与人类文化及社会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关

注。

本次会议期间, 还举办了中国数学史学会年会,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数学史学会的领导。李文林教授

被推举为学会的理事长, 郭世荣、韩琦、曲安京当选为副理事长, 冯立升出任秘书长。

(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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