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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5 日，应我的师兄李弘九（Noah Rhee）教授的邀请，我从

美国东南部的海滨小城飞到中西部的第七大城，在他任教的密苏里大学堪萨斯

城校区数学与统计系做了一个《从统计观点看混沌》的数学演讲。我乘坐早晨

6 点的飞机，经停亚特兰大机场，换机再飞到那里。没有想到的是，在堪萨斯

城度过的周末值得写这篇感想之作。

早晨 5 点，我已在起点机场候机，便习惯性地打开了微信，朋友圈里有人

转发的一篇来自公众号《量子位》的文章标题一下子跳进我的眼框 ：3 个搞物

理的颠覆了数学常识，数学天才陶哲轩 ：我开始压根不相信。文章转述的是海

外名刊 Quantamagazine 两天前登载的一篇博客内容，讲的是 2019 年夏季发生

的一件事。

8 月的一天，一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书的这名天才数学家收到三位

陌生物理学家的一封电邮，称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公式，如果这个公式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会在线性

代数中一些最基本且重要的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关系。”

陶哲轩教授很纳闷 ：这么短、这么简单的东西，早就应该出现在教科书里

了。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他却相信了这个公式是新的，于是便把它证明了，

这对不知证明了多少艰深数学定理，被认为是当今全世界最聪明的他，是手到

擒来的小事一桩。十天后，他们四人就合写了一篇不到三页的论文，标题是

Eigenvectors from Eigenvalues（来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其中的主要结果就

是这三位物理学家发现的那个公式，文章并且用了两种方法证明之。

这个公式将埃尔米特矩阵的长度为 1 的特征向量的每一个分量的模平方，

即它与其共轭复数之积，用矩阵所有的特征值以及与这个分量的位置指标相对

应的主子矩阵的所有特征值的某个简单代数关系表达出来，结果的确漂亮，属

于“美的数学”。然而一般的线性代数教科书中却没有它的踪影，所以四名作

与陶哲轩“共舞”的一个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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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以为前人把发现这个美丽公式的荣誉留给了他们。

陶哲轩是数学界的超级巨星，他关于数学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媒体的骚动，

就像他的数学博客那么吸引人一样。所以众人也以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公式，

有人甚至宣称“这一公式的理论价值在克莱姆法则之上。”克莱姆法则将非奇

异线性代数方程组的解的各分量用一个商来表示，商的分母总是方程组的系数

行列式，而分子则是用方程组的右端向量取代解的分量位置指标所确定的系数

矩阵那个列所得到的新矩阵的行列式。

读完这篇报道，我随手将它转发到我的南大同学群。当我飞到亚特兰大机

场后，又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引起轰动的这篇数学文章。但让我一眼看到的是，

文章的第一句竟然有个小小的英文笔误。

当天下午，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就在群里转发了新消息：这个结果不是新的，

北大数学教授徐树方在他 90 年代出版的一本关于矩阵计算的书中，关于实对

称三对角矩阵，就给出了同样的结果。很快，其他关于同一公式的史实记录纷

至沓来，一直追溯到 1968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线性代数教授汤普生（R. C. 
Thompson）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人发表的与之相同或等价的等式。到了第二天，

陶哲轩等作者的说明也飘然而至，提供了有关这个结果的部分历史事实。在被

发现的文章中，证明公式成立的基本假设似乎都没有超出埃尔米特矩阵的范畴。

埃尔米特矩阵是其共轭转置等于它自己的一类矩阵。

一个小小的数学浪花，由于冲浪者的鼎鼎大名，通过快速的网络传播，汇

成了一股股滔滔巨浪。这就是现代通讯技术的力量。

下午作完了学术报告，与对我演讲论题颇感兴趣的系主任交流片刻后，我

待在师兄的办公室等待另有活动的他，于是在手机上开始阅读陶哲轩他们的文

几乎颠覆了数学常识的三个物理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