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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協育「小領袖」將心比己愛動物城大學者獲國際數碼藝術獎

獻力數論基本工具推行及發展 成開發「工具」專家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歐陽文倩）

數學之美，或許不

是人人可以理解，

但這套巧妙的「語言」在數學家眼中，卻有很

多值得欣賞、鑽研的地方。德國馬克斯普朗克

數學研究所所長格爾德．法爾廷斯 (Gerd

Faltings)和美國羅格斯大學數學系New Jer-

sey 講座教授亨里克．伊萬尼克 (Henryk

Iwaniec)就因為對數論基本工具的推行及發展

有傑出貢獻，有助解決存在已久的經典問題，

近日獲頒2015年度邵逸夫獎數學獎。

■責任編輯：汪洋、勞詠華 2015年10月2日（星期五）

助解學界經典難題
兩學者「數口精」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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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爾廷斯（左）和伊萬尼克（右）各自寫下他們數學研究方面的成果。
歐陽文倩 攝

■創意媒體學院邵志飛教授獲頒
「2015 金尼卡遠見媒體藝術先驅
獎」。

▲方蘊婷
（左）及
何 天 慧
（右）認
為透過活
動有助成
長。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子優） 城大創意媒體學院邵志飛教授近日榮獲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頒發的「2015金尼卡遠見媒體藝術先驅獎」，
以表揚其藝術成就，及他在追求創新及模式改變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

邵志飛的藝術作品，曾在全球主
要博物館和藝術節展出。他率先在
擴延電影、虛擬及擴增實境沉浸式
可視化環境、可操控電影系統及互
動敘事領域中，使用創新數碼媒體
技術，並設立新基準，而上述獎項
是全球最享負盛名的數碼藝術大
獎，正是對邵的認同。邵志飛表
示，對獲獎感到高興，並希望用自
己的作品啟迪學生去創新突破。

邵志飛屢獲殊榮
邵志飛屢獲殊榮，去年加拿大

藝術與科技協會向他頒授終身成
就獎，而上海的新時線媒體藝術
中心也為他舉辦了大型作品回顧
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抱着貓貓入
睡、帶小狗到公園玩耍，寵物是人類生活上的忠
誠夥伴，讓生活更有愛。不過，寵物並非一件玩
具，牠有生命、情緒、感受，不同年紀更有着各
樣生理需要，主人有責任加以照顧。愛護動物協
會本月在小學推行為期10個月的「愛護動物小領
袖計劃」，提倡「動物福利」，希望孩子放下個
人主義，將心比己對待動物，了解牠們真正需
要，避免好心做壞事，愛牠變成害牠。
愛護動物協會教育部經理趙明明表示，過去參

與協會講座的學生之中，七成為小學生，她發現
普遍孩子都頗自我，凡事以「我」的角度思考，
「他們會話：我鍾意小動物柔軟的毛髮，我鍾意
佢哋好可愛，我鍾意……於是想養寵物。」事實
上，不少成年人都有這樣的心態，導致有主人會
替貓狗着衫褲鞋襪等行為出現。

不顧感受累寵物「英年早逝」
趙明明不否定這群主人很愛寵物，但這些行為

卻未必顧及動物的感受，部分嚴重情況甚至會影
響動物壽命，「不少家長給孩子飼養巴西龜，只
因牠們體型細小，加上在寵物店中看到牠們只要
住處有一點水，看來比較易養。事實上，巴西龜
需要暖燈，需要平台休息，結果平均壽命可達40
多歲的巴西龜，活不了幾年就死去，原因正是主
人未有了解動物的真正需要。」
趙明明又留意到很多孩子都愛看動物表演，

卻忽略了牠們在受訓時遭人虐待的慘況，「像
海豚或獅子等野生動物，被帶到舞台『訓練』
及表演，強迫牠們做出違反天性的行為，其實
都是虐待。」因此，她每次在向同學講解上述
情況，均希望同學可易地而處，「假如有人把
你從父母手中捉走，離鄉別井帶到陌生地方，
每日被迫走到台上表演，感覺好受嗎？」趙明
明相信，只有將心比己，才能真正了解何謂
「動物福利」，並學會尊重生命。

每校選出10人 為期10個月
為推廣動物福利的重要性，愛護動物協會本月

起在小學推行為期10個月的「愛護動物小領袖計
劃」，鼓勵全港小學參與，每校可選出約10名學
生擔任愛護動物小領袖，學習關愛動物資訊後，
回校將訊息推廣至全校，並將成果遞交回協會，
活動完結後表現出色的學校及小領袖將獲獎勵。
上述計劃為2012年舉辦的「愛護動物大使獎
勵計劃（中學界）」的延伸，當年的冠軍大使
方蘊婷是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的學生，曾經在校
舉辦講座、攝影展覽等多項活動推廣動物福
利。她指目前仍有很多動物遭受殘忍對待，例
如遭人利用測試化妝品及日用品，參加計劃後
讓她看清真相，不再支持這些無良機構。
方蘊婷的老師何天慧認為，計劃需要學生自

發組織活動，也讓他們多主動與人接觸，改善
溝通技巧，有助成長。

數論的研究對象是整數、質數以及與它們相關的多項方程
式。其核心問題通常易於陳述，但非常難以解答。若要

成功解答，則須依靠數學工具，兩位數學家就是開發這些工具
的專家。
法爾廷斯最廣為人知的成就，就是破解了困擾學界60年的
莫德爾猜想（Mordell's conjecture），為Arakelov幾何及算術
幾何學提供了基礎性的新工具，同時亦證明了另一基本的有限
性定理，亦即關於多變量多項式的沙法列維奇及泰特猜想。

「數學可明確分對錯，不像文學」
伊萬尼克的研究重點，則在於丟番圖問題（Diophantine
equation）的分析層面，目的在於證明方程式確實有整數或質
數解，而他在尋找質數的篩法理論（Sieve theory）的研究，
有着不少突破，佔了重要的地位。
上述的論述或已難倒大多數的讀者，但對兩人卻如日常語言
般流利表達。法爾廷斯表示，自己年少時有興趣的是物理，後
來才是數學，「因為數學很明確地可以看到對和錯，不像文學
那樣，對或錯是建基於老師怎樣看。」
伊萬尼克則指，自己對數學的興趣起源於小時候經常參加數

學比賽，「我和我的雙胞胎兄弟常常一起參加比賽，自此啟發
了對數學的興趣。」他笑言，有這樣的兄弟不是多了個勁敵，
而是一件很好的事，「這樣我們有意念時可以和對方說，而非
對着牆壁。」

數學講「天分」可能似音樂
數學對不少人而言均深奧莫測，被問及對於不擅數學的讀者

有何建議時，法爾廷斯略帶點不好意思地直言︰「我們不明白
為何有些人會覺得數學那麼難，所以很難給建議。」
他坦言，數學可能就像音樂，某程度上講「天分」，「所以
有些人對着音樂，很快就可以理解，有些人卻一直弄不明
白。」伊萬尼克則認為，學數學講求的是方式，如果能讓每個
人都有動力，如套用日常生活事例，自然會學得好。
雖然兩人都是數學界的知名人士，但在鑽研數學的路上偶爾
也會遇到挫折。法爾廷斯表示這並不是問題，「當你有個想
法，你去驗證，成功的話，你學到些東西，不成功的話，你學
到更多的東西。如果你嘗試的方向正確，一切並不那麼困
難。」
伊萬尼克則認為，數學有時如賭博，「你總是不斷嘗試，但

多數時候都是不成功的，但你要始終保持信心。我現在也有些
數學問題在心中，希望我可以解答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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