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来的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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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林惠民：弄潮数海 后来居上
本报记者 林瑞琪

林惠民 福建福州人，1947年生，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并发理论及形
式化方法的研究，在进程代数的验证工具、消息传递进程的语义理论和π-演算（一种移动并发计算的理论
模型）的公理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作为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家，林惠民的科研生
涯开始得较晚。直到 30岁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年，他还在福州八一
磷肥厂当铣工，对计算机的全部了解限于报刊上的科普。

如今，70多岁的他仍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进行着
新的求索，身后已是满满的学术成就与荣誉。

迟到的大学梦、非凡的成就、培养学生的心得……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这些波澜起伏的过往都在他带着浓浓乡音的叙述中娓娓道来。

这两年，退休返聘的林惠民正慢慢卸下身上的担子，不承担教职，也不再
参与科研项目评审。但他却没闲下来，精力都给了家人和新的研究。“除了做
研究，别的我也不会，就是吃‘软饭’的嘛！”

林惠民所说的吃“软饭”，即从事软件行业。可是他取得的成就却颇为
“硬核”——设计并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通用的进程代数验证工具；与国外同
行合作提出并独立发展了“符号互模拟”理论；解决了π-演算的有穷公理化
问题……每项都是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我有自己的做题习惯，喜欢做难的，对容易的提不起劲。”这是林惠民在
少年时代的解题偏好，回看他的职业生涯，亦是如此。

林惠民初入软件领域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个人电脑尚未普及，互联
网刚诞生不久，他所从事的并发计算还是个新领域。

何谓并发计算？“简单地说就是网络上的计算。”林惠民介绍，早期研究的
都是单台机器上的运算，网络出现后，计算需要同时在多台计算机上进行，这
需要很多机器相互协作。“网络上机器之间只能通过通信实现协作，其中存在
着很多挑战。”面对挑战，林惠民选择从理论研究入手，为这门年轻的学科打
好“地基”。

做并发理论研究需要进程代数验证工具的支持。20世纪 80年代后期，
不少欧美学者研发出了一批验证工具，但都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进程演算。

“要做就做一个通用的验证工具。”林惠民说。这意味着要打通不同理论
背后的不同通信机制等一系列壁垒，这也是当时国际进程代数界面临的挑
战。

经过对不同演算的反复比较，兼具理论基础和编程技能的他，用几个月
的时间提炼出了一个元语言，能描述各种进程演算的公理化语义。在此基础
上，世界上首个通用的进程代数验证工具诞生了，应用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

“林惠民”这个名字开始为学界所知。
之后，他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Hennessy教授合作，提出了“符号互模拟”

理论，在消息传送进程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该理论，还解决了π-演
算的有穷公理化问题，使我国在当时的这一热门赛道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
些成果后被国际同行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广泛引用。

1999年，林惠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称号。从他踏足软件行业，到取得这一连串的成就与荣誉，用了不
到20年。

“当时也没想太多。”对于林惠民来说，这些都是一步步走下来的自然沉
淀。

尽管如今他称自己“脑细胞正一年年减少”，但还是兴致盎然地向着新领
域发起冲击。他把目光聚焦到了算法设计上，寻求效益更高的新算法。这也
和之前那些吸引他的难题一样——很多人在尝试，但目前仍没有个好结果。

“我想试试看。”他说。

“我是30岁考上的大学。”在职业生涯中，林
惠民追求着先人一步的突破，但他的大学生涯
却来得比多数人都晚。

1964年夏天高考招生时，中国科技大学在
福建的招生组本已同意破格录取他，但因家庭
成分原因及随之而来的文革，林惠民没能走入
大学，转而下乡种田挣工分、进厂做起体力活。

尽管如此，林惠民还是放不下书本。去闽
北插队三年多，他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哲学书
籍。在工厂五年，他白天当工人，晚上当学生，
还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高数教材作为“七二
一”工人大学的教材。

1977年恢复高考，林惠民报考福州大学数
学系，被录取到软件专业。迟到了十多年的录
取通知书，让他紧紧地抓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求
学机会。

林惠民回忆，当时，大家像久旱逢雨的禾
苗，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老师们不顾白天讲
课的疲劳，晚上主动到教室和宿舍为同学们解
答疑难。在这种氛围中，他抛开了几乎所有的
业余喜好，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学习上。

“在福大求学的这段经历，是我最快乐的时
光。”福大数学系1977级当时颇具前瞻性地开设
了软件专业，派教师到中科院计算所九室（软件
所的前身）进修，让当时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接
触到了研究的前沿。也因为超前，课程体系尚
不完善，大家都是摸索着前行。为此，林惠民大
部分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不明白的地方就和
老师、同学讨论。毕业前夕，他将学习心得整理
成一篇论文发表在《福州大学学报》上。

那时学到的一些知识，在他日后做博士论

文以及在英国从事并发验证工具研究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福大的 4年生活，为我后来的进一步学
习和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林惠民说。

毕业工作两年，林惠民离乡赴京，此后在中
科院软件所攻读博士学位。在开放的学术环境
中，善于自学、独立思考的潜质进一步养成，他
只用两年多就完成了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而

后，他又前往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实
验室之一—— 爱丁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基础实
验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最优秀的
计算机科学家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增强了自
信和追赶的决心，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成就。

“尽管求学过程坎坷，但追求科学真理、探
索客观规律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不可替代的。”
他说。

在林惠民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束束已经干
枯的花，这是过去几年来，同学们送来的教师节
礼物。收藏这些鲜花的理由很简单：“这是学生
的心意。”

在卸去教职前，林惠民担任中国科学院大
学的博导、岗位教授，开设了《并发数据结构与
多核编程》研究生课程。

在学校，他的课颇受欢迎，院士光环之外，
学生感受更多的是他渊博知识与亲和力。曾上
过这门课的学生说：“我很喜欢上林院士的课，
他有很多精彩的观点，跟大家互动也多，课间向
他提问，他都会很耐心地解答。”对于学生，他着
重培养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做科研是要想前人没有想到的问题、做别
人没能做到的事情，这些都不是从教科书里能
够找到现成答案的，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去探
索。”不仅是在校内，在家乡，林惠民的“学生”也
越来越多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返乡为在校
的学生做科普报告，讲解信息科技的基础知
识。今年5月，林惠民参加“大手牵小手”科普活
动，到罗源一中和福州三中做了题为《计算与智
能》的讲座，孩子们听讲、提问、排队向院士要签
名，俨然成了“追星”现场。

“林院士是我的偶像，也是我努力学习的榜
样！”活动后，福州三中高一学生张殿钧拿着带
有林惠民签名的《信息技术》课本兴奋不已。他

一直对计算机技术感兴趣，这样的讲座让他学
到了很多，也让他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从事这一
领域的工作。

“我的求学生涯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和
指引，当我也承担起老师的角色时，希望能真正
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爱。”林惠民说。

当前，福州正掀起数字建设热潮。林惠民
回乡时，不时有企业或高校前来求教，他都不吝
惜贡献自己的专业能力，给出力所能及的支持
和建议。每两年，他还会回到福州参加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带来业内的一些前沿观点。

“做好数字经济，福州有优势、有潜力，希望
今后有更多的人才从福州走出来。”林惠民说。

林惠民。（市科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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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民参加罗源一中第30届科技节活动，现场做专题讲座。（市科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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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也有他的学生家乡也有他的学生

林惠民（左二）参加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院士峰会行活动。
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