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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晨阳

   天才的责任

自我怀疑

在美国东北部，繁华喧闹的纽约和历史悠久的费城之间，藏着一个幽静安

谧的乡间小城——普林斯顿。小城的东南有一片超过 300 年历史的建筑群，高

大的雪松和城堡的尖顶在此相互掩映，每当夏夜降临，这里就浮现出新鲜柔嫩

的生机 ：晚风和暖，月色清澈，萤火虫盘旋在林间，青年们有的在街头弹唱，

有的在路边嬉笑，有的则行色匆匆地为寻求和拓展知识而奔波，这就是美国顶

尖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的所在地。

普林斯顿大学的院系、研究所和学生宿舍穿插点缀在城市的街道间，与整

座城市融为一体。这里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基地，也没有琳琅满目的娱乐场所，

每当夜幕降临，学生们下了课，小城就也跟着睡去，透出一份闲适宁静。

但在普林斯顿大学夜晚的宁静中，在临着校赛艇队的训练场地、钢铁大王

卡内基捐赠的人工湖旁，有一幢楼彻夜灯火通明，与周围格格不入，这就是世 
界上极负盛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研楼。

即使到深夜，这栋楼里也会聚集着一群数学博士生，他们秉持着数学系执

拗而高傲的传统 ：来到这世界上最好的数学系之一，就应当做独创性的研究、

初子靖

许晨阳，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1981 年生于重庆，被保送进

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8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代数几何，运用极小模型纲领解决了“K−

稳定性猜想”，被誉为数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曾获 2016
年的拉马努金奖，并且是唯一入选庞加莱讲座教席的中国青

年数学家。2020 年 11 月，美国数学会将 2021 年度的科尔

代数奖（Frank Nelson Cole Prize in Algebra）授予许晨阳，

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C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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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世界级的突破。这传统肇始于 70 多年前的系主任、俄罗斯人莱夫谢茨，

他充沛的精力、随意的衣着和工厂事故中留下的木头假手奠定了这栋楼自由肆

意、激情飞扬的风格，也开创了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不重视考试、鼓励创新的

教学传统。他的名言直到 30 年后还被数学系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拓扑学大

师项武忠引用 ：“普林斯顿大学要把研究生扔到河里，能自己游过去的就是博

士。”

2007 年，许晨阳就是这诸多“游泳的研究生”中的一员，博士生三年级

在读的他在凌晨两点来到铺满松木地板的茶室时，至少有 10 名数学博士生坐

在那里，他们眉头紧锁，房间里气氛凝重。没有人交谈，除了他们自己，也

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许晨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研究的问题已经

停滞了快一年，毫无进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也许并不适合

做数学家。

许晨阳的心气怎么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刚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对

系里的一些教授颇有微词，并非因为那些人对他有所轻慢，而是看到顶尖数学

家正从事着一些细枝末节的研究，他气愤于他们平白地浪费着自己的才华。许

晨阳认为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就要把精力放在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上。”

数学有高下之分，许晨阳在 23 岁就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时他还在

北大读研究生，正在思考如何规划博士学业，每天去图书馆了解代数几何的现

代知识。这一天，一本《双有理几何学》吸引了他。这本书是森重文和亚诺什 •
科拉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合著的作品，讲述高维空间中无法想象的形体经过一

种叫做“双有理映射”的变换后变得光滑，以及如何研究这一光滑形体的问题。

刚看完了第一章，许晨阳就感到“石破天惊”：在那之前的 50 年里，双有理几

何这一分支一直陷入停滞，数学家们单是知道双有理几何里还有奥妙，却无法

向前一步。森重文和科拉尔等人的工作直接吹散了笼罩在整个领域上空的迷雾，

露出万顷沃野，等待后来人的开发与探索。

许晨阳内心的激情逐渐鼓胀起来——科拉尔就在他申请读博的普林斯顿大

学工作，可以找他做自己的导师。但这个选择是要冒风险的 ：科拉尔是出了名

的严厉，从他手下毕业不简单，而且森重文和科拉尔的著作已经出版 20 年，

大发展的时机已过，双有理几何又陷入了一片茫然。但茫然何不是另一种时机

呢？森重文和科拉尔魔术般的工作吸引着许晨阳，数学界的重大发现仿佛万丈

高楼平地起。他踌躇了几日，最终下定决心 ：就找科拉尔做自己的导师。

4 年前豪气非凡的决定引领着许晨阳走到了这一步。在教室里和一同求学

的博士生们痛苦地思考着也不能算是失败，他已经展现了自己在双有理几何领

域卓越的天赋，博二时借助领域内的突破证明了导师科拉尔提出的猜想。即使

正在思考的问题得不出答案，只要在剩下的一年里转去做一些小的成果，博士

研究生毕业是不难的，获得导师的推荐、在顶级研究所谋得一个博士后职位也

不难，但他需要看得比硕士在读的时候更长远一些 ：毕业远不是终点，他得做

出好的成果，谋取一个教职，才能安静地做研究，延长自己的数学生命。

想成为数学家，要在顶尖的数学头脑里做到万里挑一，许晨阳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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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 25 个小时

如此自我怀疑对许晨阳来说还是第一次。小时候，他怀疑的主要是外面的

世界——教师、制度和权威，他曾经仗着一股年轻气盛的正义劲儿，非得跟他

们“对着干”。

许晨阳读中学时老是挨骂，关键问题就出在搬家上，他本来住得离学校挺

远的，上学要坐公交车，父亲为了他上学方便，搬到了离学校近些的地方，骑

车 25 分钟就能赶到教室。离得近了，当然要好好利用优势尽量睡好，骑车快

慢自如，起床晚的话骑快点儿就是了。种种因素叠加，许晨阳反倒常常迟到。

当他急匆匆地骑车拐进同心路，骑过居民楼、饺子馆、火锅店和棋牌室，

进入成都九中的大门，穿过两排高大的银杏树停在主教学楼前的时候，早自习

往往已经开始。九中对纪律抓得很严，那时老师总因为这一点责难许晨阳，但

他不知悔改，换句话说，他觉得迟到基本上是小事，比起对老师俯首帖耳，他

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成都九中现在已改名为树德中学，在知名校友的榜单上，从全国首富、中科

院院士、四川省原副省长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遍布各行各业。它地处成都市

中心，是响当当的老牌名校，能考上这里的学生大多是骄傲中伴着庆幸，成为他

们中的一员意味着大概率能考上不错的大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未来不用为生

活奔波操劳。但许晨阳显然不是图平静安稳的学生，他不愿意妥协，总要坚守自

己的价值观，甚至会在课堂上干脆地质问老师 ：“你为什么总是偏向女生？”

社会生活的规范并不能管束住许晨阳，中学时他跟人打架，还抽烟，跟父

亲吵架吵到离家出走。他长大后回想起这些事情，觉得挺幼稚的，但小时候这

样做全都出于真情实感。还好他喜欢读书，考高分不太费力，老师们对于他的

  2009 年，许晨阳（右一）与博士生导师亚诺什 • 科拉尔（左一）在一起（许晨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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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行为尚可容忍。

高中三年从头到尾，他都稳稳当当地处在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名次里，他甚

至从来不听理科的课，至于数学课，他干脆连作业都不写，但考试还是几乎次

次满分，搞得老师觉得影响太坏，免了他的数学课代表职务。

许晨阳爱好广泛，那些不用写的作业和一下子就能写完的作业给他省下了

时间。他知道家附近每家书店的位置，沿着街七拐八拐，就能钻到哲学和艺术

的书架前，阅读那些难懂但让人肃然起敬的哲学著作。十几年后，他还会回想

起少年时那种激动的感觉 ：“就像与整个人类的知识相连接。”他常在书店看书

到很晚，还会把所有看得上的书都买回家。多年之后，他的这种爱好成了他过

人天赋的又一爆炸性佐证。高中老师在上课时会调侃学生们 ：“你们上课看课

外书看的都是什么？人家许晨阳看的是黑格尔的著作！”

看了黑格尔的很多著作并没能让许晨阳找到人生的方向，反而让他多少

感到有些迷茫，他也像个普通高中男生那样打篮球、踢足球，但他想要更多，

想深入自己在哲学中窥见一斑的那个抽象世界，却没人能和他同行。他也上

数学竞赛班——所有数学好的学生都会去，许晨阳也就试着听听，他能做出

来那些题，它们有点儿意思，但不怎么吸引人。觉得无聊的时候，他就逃课

去踢球。

当许晨阳后来再回想起中学时那种漫无目的的寻找、缺乏同路人的孤独时，

他觉得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不过是青春期普遍存在的躁动情绪的一部分。但不得

不承认，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数学，即使思考已经陷入困顿多时，即使昼伏

夜出、长年累月地避免社交，他仍然感到充实且有动力。

是对数学的爱给了他生活的方向。

至少他的同学们也跟他一样苦苦挣扎着，他们在思考数学问题的间隙也讨

论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数学系的人会昼伏夜出？有一部分原因是逃避社交——

这当然不过是一种托词，没人能跟正在思考数学的人社交，他们的灵魂不在人

间，而在数学的殿堂里。要从审美的角度说，大概是因为数学太简洁了，当数

学家看到人类，想起他们带来的“麻烦”时，就忍不住想躲起来。另一部分源

自数学的自由，自由的思考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他们忘记饥饿和疲劳，

晚饭就在茶歇处吃一块冷的三明治，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也不舍得将思考的线头

就此截断，于是总在拖拉中打乱了作息。“数学系的学生一天有 25 个小时，”

许晨阳和他的同学们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每个月里有一半时间早睡

早起，另一半时间昼伏夜出。”

那些与数学相依为命的夜晚并没有很快地给许晨阳带来好运，在毫无头绪的

困顿中，数学对于他渐渐变得像一份工作 ：他下午到教研楼，思考到凌晨，度过

早已习惯的、没有进展的一天，直到早上 5 点校游泳馆开门，他游完泳，让全身

的肌肉都放松下来，趁整个城市还在睡梦中时独自逃回房间，推开门倒头就睡。

许晨阳这样挨过了一年，然后到了博四，面临毕业的压力，为了有足够的

论文拿到学位，他转而去做一些容易出成果的研究。尽管创造性较弱，但也不

轻松，同样要花上很多个不眠夜同问题的细节纠缠，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些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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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感的结论。

许晨阳虽然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那种面对重大发现时的激动和兴奋消失了，

他感到愤怒，就跟 4 年前刚到学校时对那些陷入舒适区的教授的愤怒一样，他

对自己做出的无关紧要的结果嗤之以鼻。在毕业前夕，许晨阳给父亲打电话，

告诉他不要来美国，因为自己肯定不会参加毕业典礼，他甚至连学位服都没有

领。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二天，他飞去了欧洲，旁听了一些数学会议，更多

的是散心，他想暂时远离在普林斯顿大学感受到的“挫败”。

假期过后，许晨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博士后的工作。他其实还买了

金融类的书带回家，想着实在不行就转行，金融界总是很欢迎学数学出身的人。

但他自始至终没翻开那些书——一页都没看，他的心受到责任的煎熬 ：“对我

个人来讲，我认为自己应负的责任就是要做好的、纯粹的、对得起自己的数学。”

在做博士后的时候，许晨阳常常与另一位年轻的数学家通电话，他的名字

叫刘若川，是许晨阳本科时的同学、硕士时的同门。他俩本科时曾一起讨论代

数几何中的问题，毕业后去了不同的学校、研究不同的方向，联系渐渐减少，

没想到 4 年后，做数学的苦恼将他们重新连接。每天，当许晨阳下午赶往研究

所时，远在法国的刘若川时间已近凌晨，他们在路上通电话，谈及读博生涯中

如影随形的挫败，以及自己应对它们的方法。他们互相鼓励，相信彼此都能渡

过难关——两人对数学抱有几乎同等深厚的爱，用刘若川的话说 ：“数学不抛

弃我，我就一定不抛弃数学。”

那些漫长的跨国电话鼓励了这两名痛苦的博士后，协助他们重新回归数学

事业。许晨阳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最多读两个博士后（这可能是两年，也可能

是十年），再找不到教职就放弃数学。而刘若川的经历更坎坷，在法国的博士

后工作结束后，他去了加拿大，在找到教职之前还辗转去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许晨阳博士后生涯的第一年，他把自打博二起就困扰着他的问题简化到了

无法再推动的地步，和从前的导师科拉尔约了时间，希望能借助他的智慧取得突

破。科拉尔听完许晨阳的叙述后稍加思考就肯定地告诉他 ：“你的猜想是错的，

这个问题不可能做出来。”许晨阳由此终于从博士阶段的梦魇中醒转过来。博士

后生涯给了他全新的机会，他需要重新出发，在麻省理工学院再一次证明自己。

数学系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东南部，位于以老校长命名的草地公园基里安庭

院的东侧，紧邻横贯剑桥市的查尔斯河。这是一处稳重古朴的三层建筑，教室

是温馨的暖色调，靠讲台的那一侧是半圆形，被三块黑板围着。麻省理工学院

占据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中心，与哈佛大学并肩而立。在这里，许晨阳开始

授课，这是博士后的责任之一，教学让他不得不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知识，其

中有一些在他看来相当基础。他还要为学生答疑、参与学校的日常工作，这些

让他不得不与人交往。许晨阳没法再拥有“25 个小时”的一天，他早睡早起，

从思考的泥潭中被拔了出来。许晨阳说，这让他成为“学术上的成年人”。

他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数学领域的其他知识，也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是

不是太过钻牛角尖，是不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偏离了数学研究的主流，导致

工作陷入了长久的停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