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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相信通过把事物分解成越来越精细的组

成部分，能够最终带来对其完全的理解。这种认为复杂现象的所有方面

都可以通过将其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来理解的信念，铸就了 20世纪科学

的辉煌——世界被归约于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生命被归约于分子及

其化学反应……然而，伴随着对生命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从上

世纪中叶起，还原论的主导地位受到质疑和冲击，在争议声中，我们迎

来了 21世纪，一个被斯蒂芬·霍金誉为“复杂性科学的世纪”。

世纪之交的 1999年，美国《科学》杂志出版了题为《超越还原论》

的“复杂性科学”专刊，其题目点出了复杂性科学的精髓！复杂性科学

关注系统的自组织、自适应和涌现性，认为系统整体的复杂现象无法通

过逐级将系统分解为基本组元而得以洞察，就好像我们无法通过基本粒

子及其相互作用理解交通拥塞、经济危机、在线社交、谣言传播等等触

手可及的复杂现象。可以说，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击碎了还原论适用于所

用学科的梦想。

复杂性科学不同于一门具体学科，因此我们可以在大学中找到计算

机科学系和物理系，却找不到复杂性科学系。然而，数学、物理、管理

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工程科学等等学科中都有很多从事复杂性

研究的学者。事实上，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传统学科之间互不来往的界

限，寻找各学科之间交叉合作的统一机制。

如同我们在混沌动力学和复杂网络研究中所经历的，理解复杂性中

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给我们品味世界的全新感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推出“复杂性科学专栏”，是希望能够集聚来自各个学科的智慧，与各位

朋友共同享受复杂性研究的乐趣，最终为理解复杂性贡献力量。若干年

后，或许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复杂性”并以之为人类谋求福利，

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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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涛，男，1983 年生，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统计物理

与复杂性科学，特别关注统计物理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研究。有超

过 50篇论文在《新物理学》《美国物理评论》《欧洲物理快报》

和《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所有论文 SCI他引超过 1300次，

H指数为 20。2010年获得 Chorafas青年科学家奖，2009年获得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08年获得

第五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吴尽昭，男，1965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专业，长期从事高效能、高可信计算与推理理论和工

具的研究和开发，研究领域涉及符号计算、自动推理、逻辑程序

设计及推理数据库、复杂并发系统形式化分析与验证及其交叉、

融合与应用。在《中国科学》《Acta Informatica》《ISSAC》《ICFEM》

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发表科研论文 103

篇、研究报告 16篇，出版学术专著 3部，获得软件著作权 6项，

申请专利 3项，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省部级

科研项目 10余项，指导毕业博士研究生 14 名。德国“马普学会奖学金”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国外引入杰出人才)”入选者，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绍荣，男，1964年生，教授。现任电子科技大学光电技术

工程中心主任、中国兵工学会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光学技术》

杂志编委。近五年，在国际和国内专业刊物以及国际学术会议发

表论文 30余篇，被 SCI、EI检索 20余篇。

先后承担和参与了国家 973计划、863计划、四川省重大科

技攻关和成都市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6项；已主持

完成 40 多项涉及航空航天、公共安全、石油天然气、精密设备

制造等行业中的项目与产品研发。其技术领域涉及光电控制、ASIC 芯片设计及验证、

嵌入式系统、通信及网络应用软件系统等。获 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

2006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专利 6项、软件著作权 2项。

研究方向为“光电工程”“复杂电子系统”“集成电路验证技术”和“专用集成

系统设计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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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无标度网络：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

物理学家研究网络，速度飞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数学家就细

心多了，一步一个脚印，“两句三年得，一呤双泪流”。所以当数学家问及物理学家初

始条件和收敛性的时候，后者可能会说：“初始条件影响不大，你看，我都试了好几种

不同的初始条件，结果都差不多”，“肯定收敛，我都算到一百万个节点了”……

史定华先生是从事运筹学和统计学的知名数学家，又常在统计物理的圈子里出没，

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读了史先生的论文，首先感觉到的是惭愧——还有那么多重

要的基本问题，以前竟然疏于考虑；继而是兴奋——还有那么多重要的基本问题，亟

待我们解决。印象最深的是史先生对如何计算幂律分布指数的讨论。后来我们在北京

碰到，又谈及此事，史先生说：“从数理统计的角度看，像高斯分布泊松分布这样的经

典例子，如何进行参数估计，如何检验，有偏无偏，置信度等等计算都非常完备。但

是对于幂律分布呢，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个分布非常重要，我们对它的数学性质却没有

系统的认识，连判断是否属于幂律分布和估计指数，都存在重大分歧。”

我无言以对。其实，物理学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可谓不严谨，因为经常有文

章描述一个分布的时候说这是一个“看起来像幂律的分布(power-law-like)”，至于是不

是呢，不说也懒得管，好歹有些像吧。我在金葆俊先生那里做过一个月的学生，金先

生每次画完分布，就用一张大纸打印出来，然后在阳光不错的时候，把这张纸举到和

眼睛齐平的位置，眯上眼看一会儿就有结论了：“这个不是幂律的”“嗯，很好的幂律，

指数在 2.5左右”，……。末了，史先生喃喃道：“希望有一天幂律分布能够写进数理统

计的教材。”我知道这是史先生鼓励我做一点有长久价值的工作，却不敢接话。

有志向为复杂性科学的基本问题做出贡献的学者，本文许是你拨云见日的第一篇！

评“复杂网络链路预测”

琳媛是复杂网络论坛博文大赛的冠军，在领奖辞中，她回顾复杂网络的蓬勃发展

时说：“如果现在有人问你的研究方向，你光说复杂网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说明你

是研究结构的、演化的、功能的还是应用的，其实这都还不够，因为别人会继续问你

研究的是哪种功能，针对哪些网络……”我很同意她的观点，尽管如史先生的文章所

述，复杂网络研究还存在若干基本的问题，但是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延续其旺盛的

生命力，必须要和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紧密结合，如果“昔日王谢堂前燕”如今不能

“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复杂网络的发展，也是不容乐观的。

我认为链路预测会成为复杂网络研究中一个重要而有鲜明特色的方向。抛开在生

物网络和社会网络中巨大的应用潜力不谈，仅从理论角度来说，至少有三点是非常有

吸引力的。一是链路预测问题本身是数据挖掘中最最基本的问题，其与复杂网络的结

合有望为这个信息科学的老问题带来新活力；二是这个问题定义得非常干净，一些统

计力学的手段，例如系综理论和似然估计，有望被用来建立链路预测的理论基础，进

而形成用统计力学的观点描述数据挖掘的图景；三是网络演化建模本质上等价于含有

时间信息的链路预测，因此对链路预测的研究，可以形成统一的演化模型评价平台，

并为很多真实网络的演化机制提供线索。

对链路预测有兴趣的读者，本文自然不容错过，否则便如好山者错过黄山，喜水

者错过九寨。即便对技术细节没有兴趣的，也可以读读引言和展望，必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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