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以r 刚胡剐机那柳挑五刃妞脱公

谁能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 透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热潮

文 /本刊记者 楚 戈

2 4年前
,

著名报告文

学作家徐迟先生在 《人民

文学》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哥德巴赫猜想》 的报告文

学
。

这篇报告文学和其它

篇 目
,

被誉为新时期即将

到来的科学春天的
“

报春

花
”

和拨动亿万人民心弦

的
“

科学诗篇
” 。

从此陈景

润这个灿若星辰的名字闻

名天下 ! 他一生 呕心 沥血

地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

证

根召开的数学会上说
:
哥

德巴赫猜想的困难程度可

以和任何没有解决的数学

问题相比
。

到了 20 世纪的

2 0 年代
,

这个问题才开始

笋浦渺苗

有点儿进展
。

本世纪 20 年代
,

挪威

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

数学方法
“

筛法
”

证明了每

一个大偶数可分解为一个

不超过 9 个素数之积与一

学大会期 间与徐迟 (前排右一 )等作 家合影 个不超过 9 个素数之积的

去德

明了 ( 1 十 2 )
,

一举奠定了领先于

世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证 明的

地位
。

许多人都知道
,

著名数学家

陈景润是全球离那颗数学皇冠

上的明珠最近的一个人
,

然而这

位举世公认的大数学家于 19%

年 3 月因积劳成疾带着他那摘

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之梦
、

带着

他那一 生 的未竟之旅的遗憾像

浩 瀚宇 宙 中的一块 巨星 陨落

了
。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数

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先生说
,

自

徐迟发表 《哥德巴赫猜想》 那篇

脍炙人 口的报告文学名篇后 的

2 4 年来
,

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什么

新的进展
,

还停留在陈景润的那

个 ( 1
十
2) 的水平上

。

陈景润从未

去证明 ( 1 + l)
,

甚至都没想过自

己能证明 ( 1
+ l)

,

目前中国数论

界没有一个人企图证明哥德巴

赫猜想 ! 王元先生甚至提醒人

们
:
骑着 自行车蹬不上月球 ! 然

而
, “

数学皇冠上 的明珠
”

太诱人

了
,

太光彩照人了
,

据说全国有 1

万多名数学爱好者痴迷地汇集

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洪流中

去 了
。

和 (简称为 9 十 9 )
。

从此
,

世界各

国的数学家纷纷采用
“

筛法
”

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

1 924 年
,

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话

国的数学家拉德马 哈尔证明 了

( 7 + 7 ) ; 19 3 2 年
,

德国的数学家

爱斯斯尔曼证明了 ( 6 + 6) ; 19 3 8

举世瞩 目的哥德 巴赫猜想

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学问题
。

1742

年
,

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欧拉

写信
,

提出了
:
每个不小于 6 的

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
。

例如
,

6 = 3 + 3
,

又如
,

2 4 二 1 1 + 13 等

等
。

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

行了这样的验算
,

一直验算到了

三亿三千万之数
,

都表明这是对

的
。

但是更大的数目呢 ? 猜想起

来也应该是对的
。

猜想应 当证

明
。

要证明它却很难
。

20 0 多年以

来
,

就是这道连小学生都能理解

的题却 难倒 了 天 下无数 数学

家
。

在 19 12 年召开的第五届 国

际数学会上
,

朗道说过
:
证明哥

德巴赫猜想是现代数学力所不

能及的
,

1 921 年
,

哈代在哥本哈

年
,

前苏联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

明了 ( 5
+ 5 ) ; 19 4 0 年

,

他又证明

了 (4 + 4 ) : 1 9 5 6 年
,

前苏联数学

家维诺格拉夫证明了 ( 3
+
3) ;

19 5 8 年我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

( 2 + 3 ) ; 19 6 2 年我国数学家潘承

洞证明了 ( 1
+ 5 ) ; 同年潘承洞又

证明了 ( 1 + 4 ) ; 19 6 5 年
,

布赫斯

塔勃
、

维诺格拉夫及意大利数学

庞皮艾黎都证明了 ( l
+ 3 ) ; 19 6 6

年 5 月
,

陈景润证明了 ( l 十 2)
。

在外行人看来
,

( 1 + 2 )与 ( l + l )

仅仅是一步之遥
。

但王元说
,

( 1 + 2 ) 与 ( l
+ l ) 的距离其实是

很遥远的
。

已故数学家陈景润是

吸 收了全世界关于哥德 巴赫猜

想 68 年的成果
,

再加上自身的

天才创造才把哥德巴赫猜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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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 ( 1 +
) 2水平上

。

王元以为
,

使用 目前的数学方法是不可能

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
。

以他个人

的看法
,

估计几十年内哥德巴赫

猜想不会有什么新进展
: “

200 多

年了
,

哥德巴赫猜想都没有被解

开
,

因而再过几十年
,

甚至 100

年也不稀奇
。 ”

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

价值 ? 其实徐迟先生在 《哥德巴

赫猜想》 一文中就说过 :
大凡科

学成就有这样两种
,

一种经济价

值明显
,

可以用多少万
、

多少亿

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 出价值来

的
,

叫做
“

有价之宝
” ; 另一种成

就是在宏观世界
、

微观世界
、

宇

宙天体
、

基本粒子
、

经济建设
、

国

防科学
、

自然科学
、

辩证唯物主

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

种作用
,

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
,

无法估计
,

没有数字可 以计算

的
,

叫做
“

无价之宝
”

… …

哥德巴赫猜想
:
能骑自行车

上月球吗 ?

徐迟在 《哥德巴赫猜想》 一

文 中描写陈景润第一次听到哥

德巴赫猜想的情景时写道
: “

老

师介绍了这一猜想后
,

学生吵吵

嚷嚷地认为没什么了不起
。

第二

天就有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给

老师送来答案
,

宣称哥德赫猜想

已经证明了
。

老师说
: “

你算了

吧
,

白费这个劲干什么 ? 们这些

卷子我是看都不会看
,

用不着

的
。

那么容易吗? 你们想骑着自

行车到月球上去
。 ”

《哥德巴赫猜想》 问世后的

2 4 年间
,

我国有难以计数的专业

和业余数学爱好者如火似茶地

加人了证明这一猜想的行列
,

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声称 自己

证明 了哥德 巴赫猜想的信件或

电话
,

要求专家鉴定
。

全国各地

都有
,

有的甚至不远万里地带着

自己的草稿守在中科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门 口
,

这份执

著
、

这份痴迷确实让人为之动

容
。

有一天
,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来了一位 30 多岁 的

妇女
,

自述高中毕业
,

说 自己证

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

希望数学所

鉴定一下
。

有关人员让她写成论

文 寄到专发数学 论文 的杂志

去
。

但她却不止一次地来请求
。

据王元先生说
,

有许多人来信与

他讨论哥德巴赫猜想
,

有的人还

往他家里打电话讨论
。

更有甚

者
,

有人不知怎么知道了王元家

的地 址
,

上门非要与王元讨论哥

德 巴赫猜想
,

搞得王元哭笑不

得
。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收

到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来信

五花八门
。

武汉市的一位数学爱

好者给数学所寄来了一封信
,

他

仅用 了普通信纸的 14 行就
“

证

明
”

了哥德巴赫猜想
,

而陈景润

证明 ( 1
+ 2) 的论文有 20 多页

呢 ; 南京的一位数学爱好者在给

数学所的信中这样写道
: “

过去

我根本不敢碰哥德巴赫猜想
,

这

几年倒有了兴趣
,

无事可做
,

搞

点有钻头的东西
,

锻炼一下脑子

也是好的
。

现在我把我的研究结

论寄来
,

目的当然不是祈望成
`

家
’ ,

只请你们在备忘录上记一

笔
,

将来有那么一天
,

出来一个
`

大权威
’ ,

他得出的结论与我的

相似
,

你们可以证明一下
:
这个

结论他不是第一个
” 。

广东韶关

市的一位数学爱好者在给数学

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信 中说他

给某杂志寄出论文已 8 个月了
,

仍无结果
,

为使审稿工作简单明

了
,

作者愿出资委托贵院举办一

个答辩会… …

据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有关人士说
,

一段时间以来

有些人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
,

却宣称已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
,

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些人急于求

成的倾向
,

与求真唯实是背道而

驰的
。

如 19 95 年经济 日报出版

社
,

出版了一本书
,

书名叫 《试证

哥德巴赫猜想》
。

此书提出了一

种方法
,

可称之为试验法
。

内容

主要论点是两个
:
( l) 作者提出

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等价命题
:

任一 自然数都有对称素数对
。

这

当然是正确的
,

不容怀疑 ; ( 2) 作

者所使用的试验法以
“

自然数列

中素数的分布是相对均匀的
”

这

一命题为基础
,

这个命题其实是

错误的
。

统计试验中的事件
,

其

概率有大有小
。

如果把大概率的

事件作为规律
,

小概率的事件作

为例外而取消
,

这样产生的命题

是不能成立的
。

2 0 0 0 年某报记者报道了一

条新闻 《六旬老翁破解哥德巴赫

猜想 》
。

报道说作者从阴阳八卦

的哲理中获得灵感
。

在新闻稿中

提出下面两个命题
: A

、

每个大于

6 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
。

B
、

每个大于 9 的奇数都是三个素

数之和
。

命题 A 就是哥德巴赫猜

想
,

命题 B 就是作者使用的主要

工具
。

作者证明这个难题的方法

就是用命题 B 证明命题 A
。

作者

在此项研究中所犯的错误
,

是基

于
“ 2 0 世纪 20 年代英国数学家

高代等证明了命题 B
。 ”

现在已查

明
,

英国哈代与李特尔伍德于

19 2 3 年研究过命题 B
,

但未成

功
。

在这些人中
,

敢峰算是比较

特殊的一位
。

说他特殊
,

不仅说

岁斌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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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浦蓄爹

因为他已经 7 3岁了
,

还因为他

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老教育家
,

2 0

世纪 6 0 年代即以 《人的一生应

怎样度过》 一书打动了无数年轻

人
。

前不久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

版的 《教育世纪》 第一辑又全文

刊发了 《直取
“
1 十 1”

之探索 _
用演绎数论对哥德巴赫猜想的

证明》 (附有英语译文 )
,

引起关

注
。

敢老先生曾经花 了二十几

年的时间来证明地图四色定理

问题
,

后来一个偶然 的机会
,

他

又对
“

哥德巴赫猜想
”

产生 了浓

厚兴趣
。

他把论证哥德巴赫猜想

比喻成爬山
,

上山的路总不会只

有一条
,

最近两年时间
,

他集中

精力论证
。

敢峰用他称为
“

演绎数论
”

的方法进行论证的
,

他根据奇数

序列中奇数 p 的相关合数 p 的出

现和分布定则以及在所设定的
x / 2 数列中非

“ I + l
”

栏 (
“

栏
”

指

构成偶数的奇数对 ) 的分布定

则
,

确定了总体思路
,

然后进行

数理演绎
,

终于在 2 0 01 年 1月得

出了研究结论
,

并写出了论文
。

他坚信他的证明是成功的
,

并希

望国内外数学界人士对他的证

明论文进行研究
。

敢峰的
“

演绎

数论
” ,

按一般的理解
,

就是用公

理法来研究数论
,

或者说在公理

组的基础上演绎出数论的全部

定理
。

我写这篇文章起因是因为

认识一个人
,

他叫佘赤求
,

是重

庆市粱平县福禄镇中学的数学

教师
。

他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专

心致志的钻研哥德巴赫猜想
。

佘

赤求先生说自己一生曲折坎坷
:

幼年因病死而复生 ; 少年遇三年

自然灾害差一点儿饿死 ; 而立之

年被屈打成反革命
,

关押三年
,

剥夺了升学权
,

险些冤死狱中 ;

不惑之年遭地痞杀人嫁祸
,

家被

抢砸
,

反被收审 ; 知天命之年与

癌病作顽强不 屈的斗争… … 就

是在这颠簸红尘中
,

他仍潜心研

究哥德巴赫猜想
,

19 76 年
, “
四人

帮
”

倒台后
,

以
“

现行反革命罪
” 、

“

四人帮帮派骨干
”

等罪名被抓

进了看守所
。

在失去人身自由的

日子里
,

自然是丧失了上大学的

机会
。

在
“

放风
”

时
,

他捡到了一

张 《人民日报》
,

报上刊登有徐迟

那篇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

并被深深地吸引
,

他一连看了好

几个小时
。

象一道闪电
,

照亮了黑暗的

夜空
。 “

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
,

数学的皇冠是数论
,

哥德巴赫猜

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 。

攻克 了

哥德巴赫猜想
,

无疑可以为国争

光
,

长民族志气
。

从此
,

开始了他

的
“

摘珠
”

(意指摘取数学皇冠上

的
“

明珠
”

的冲刺 )
。

盲人骑瞎马
,

既无资料
,

又无

人指导
,

一个高中生要在未知领

域中驰骋
,

去攻克世界超级难

题
,

说说倒还可以
,

认真地做起

来
,

谈何容易
。

在概念
、

数字
、

演

算
、

推理
、

抄写中
,

佘赤求度过了

近三年牢狱生 活
,

仅仅找到了
“

表质数的特殊公式
” 。

1 9 8 0 年
,

佘赤求平反 出狱
,

且幸运地参加了粱平县
“
民转

公
”

考试
,

在 600 多名参考队伍

中
,

他以优异的成绩跻身公办教

师的行列
。

随后
,

他来到福禄镇

初级中学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

这

时
, “

向科学进军
”

的号召在全国

惊雷般响起
,

佘赤求更加如痴如

迷地
“

摘珠
” 。

除了正常的教学和家务外
,

他将 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

了思考
、

演算上
。

佘赤求自感成

的身体么 ? 睡吧 ?
”

但他似未听

见
,

仍然沉迷于问题思索之中
。

在以后的几年
,

走火人魔般

地思索求证使佘赤求身体衰弱

了
,

疾病乘虚而人
,

他患上了萎

缩性胃炎
、

胸膜炎和肺结核
。

不

仅如此
,

屋漏偏遇连夜雨
,

19 8 8

年 8 月
,

被人诬告杀人
,

被收审了

3 个月
。

在关押期间
,

佘赤求仍潜

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

他呕心沥

血 2 0 年
,

取得了两项成果
,

一项

是推导出 了每个大的偶数可 以

写成的两个质数和的式子数 目

的下限表计示公式
。

另一项是证

明了 《两自然数和或差为质数的

判定》
、

《恒表质数定理》 等有关

数学论文
。

1998 年他的论文 《哥

德巴赫猜想证明》
、

《斌 N )的上下

确界及其近似值》 在 《涪陵师专

学报》
、

《中国当代数学家与数学

英才大辞典》 上发表
,

并在重庆

三峡学院网上发布
。

1999 年
,

经

专家教授评审
,

《二 ( N ) 的上下确

界及其近似值》 被重庆市科协于
2 0 0 0 年 3 月 17 日评为 B 等优秀

论文
。

然而
,

佘赤求在请求鉴定

过程中屡遭挫折
。

佘赤求认为要

推翻他的摘珠
、

恒表质数等公式

唯有指出其他证明之论据
、

推

理
、

计算的错误或者举出反例
。

但是
,

数学界权威以
“

文理不通
、

方法初等
,

什么也未证明
”

等意

见予以否定
,

并不承认所有的公

式的存在
。

竹在胸
,

只要拿起纸和笔
,

满脑

子便被定律
、

公式
、

数据充塞
。

有

时夜深人静
,

他还在冥思苦想
,

在某个推理似乎 明白而又表述

不清楚时
,

他急火攻心
,

狂怒无

比
,

仿佛五脏六腑都要爆炸
,

捶

胸顿足
,

状如疯癫… …妻子惊醒

过来
,

慎怪说
: “

不当吃不当穿的

几个数学符号
,

值得你糟践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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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

宣称骑牛登

不上月
,

以 弓箭打不赢海湾战

争
。

民间数学爱好者们解答不了

哥德巴赫猜想
,

因为他们使用的

工具不行
,

太原始落后
。

佘赤求

认为据此断言哥德巴赫猜想解

决不了
,

则大错特错了
。

他告诉

我
:
把一个大的偶数表成两个自

然数的和
,

只有四种情形
: (一 )

两个和数和 ; (二 ) 两个质数和 ;

(三 ) 一个质数与一个合数和 ;

(四 ) 1 与一个质数或与一个合数

和
。

从中去掉所有有合数的式

子
,

有余式
,

则哥德巴赫猜想成

立
。

这里出现了两大问题
:
一是

那些式子里有合数 ? 二是有合数

的式有多少 ? 间题一可以说是人

们熟视无睹
,

问题二运用现有的

数学方法根本不能求计
,

有待于

计算方法技术的革新进展
。

佘赤

求还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求

计自然数集合中的质数
、

合数的

数的数目
,

不能求计出准确的数

目
,

改求出上下限即可以实现计

算技术方法的革新进展
。

佘赤求说他探索二十多年
,

终于发现 了有合数的式子之排

列规律 ; 改进了计算技术方法
,

实现了工具革命
,

推导出了每个

大的偶数可 以表成两个质数和

之式数的下限表计公式 (简称摘

珠式 )
,

为最终摘取数学皇冠上

的明珠奠定了基础
。

他在探讨另

一种方法进攻哥德巴赫猜想的

过程中
,

发现并证明了恒表质数

公式
。

据介绍
,

这也是一个高难

度数论难题
。

几百年来
,

全世界

许多优秀数学家都未能找到表

质数公式
,

连表示部分的也没

有
。

佘赤求挺自信地说
, “

我揭开

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 ! 他推导

出的质数数 目的下限表计公式
、

摘珠式
、

恒表质数公式不仅形式

优美
、

表计较为简捷
,

而且成立

无疑 (目前还没有一个反对者能

举出反例 ) 并且证明不会有致命

的错误
。

可能存在文字技术上的

错误
,

他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客

观
、

公正的评判
。

我们看了佘赤

求先生寄来的有关哥德巴赫证

明的论文和我们之间交谈后
,

决

意要发表
,

以便引起社会的争

鸣
。

不为别的
,

只因他用 20 年的
“

青春年华
”

来做一件事的痴迷

追求精神令人感动
。

人的一生有

多少个 20 年 ? 我们提不 出反驳

意见
,

我们选登佘文一部分以引

起学术争鸣和讨论
。

因为科学研

究允许讨论
。

不知我们的 目的能

否达到 ?

百万美元烤热
“
哥德巴赫猜想

”

在谈到为何现在如此多的

非数学专业人士也热衷于钻研

哥德巴赫猜想时
,

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科研处陆处长分析说
:

“

这主要是由于哥德巴赫猜想问

题的叙述本身比较简单
,

甚至连

小学生也能听懂
。

所以
,

很多人

自认为可以深层次探讨
,

甚至可

以证明
。

此外
,

英美两家出版社

合办了一次巨奖悬赏
,

若谁能最

快提供论证
,

证明
`

任何大偶数

皆是两个素数之和
’ ,

即可获得

10 0 万美元奖金
,

截止日期定在

2 0 0 2 年 3 月 2 0 日
。

所以
,

也不排

除巨额奖金的吸引
。 ”

为什么
“ 1 + 1”

问题会吸引

如此多的爱好者来研究 ? 中国现

在
“

哥德巴赫猜想
”

研究的进展

如何 ? 业余研究者的论证有无价

值 ?

陆处长告诉记者
,

虽然哥德

巴赫问题的叙述本身比较浅显
,

但并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够证明

它
。

恰恰相反
,

它的证明很难
,

这

从到 目前为止世界上任何数学

家都未能证明它可以看出
。

目前

人类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

自

陈景润证明了 1 + 2 之后
,

在此

方向上没有超越者
。

数学家们现

在也正在思索是不是应该另辟

途径
。

对于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才

能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一问题
,

陆处长说这不能一概而论
,

但是

认为
“
只需运用中学阶段的数学

知识就可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

是

荒谬的
。

一般认为
,

要求有相当

扎实的数学功底
,

数学系的研究

生毕业
,

钻研数论
,

对哥德巴猜

想的相关研究比较了解等等
。

王元院士认为
,

大家都来参

与这件事就会使这件事情本身

陷入一种无序的发展
。

事实上
,

由于年龄和精力的关系
,

王元院

士现在已经很少参与到论证的

具 体工作中
。

难道这些非数学专业人士

的研究对哥德 巴赫猜想的证明

没有任何帮助和启发吗 ? 陆处长

说
,

至少从 目前来看
,

是没有任

何帮助的
。

似乎 目前世界数学界

公认
,

利用现有的数学理论及工

具根本无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

要想解决必须寻找到新 的理论

和工具
。

据介绍
,

现在数学研究院里

专门从事数论研究的专家只有

三四个
,

现在没有专家专门研究

( 1 + 1 )
。

由于每天都会有人来要

求鉴定
“

哥德巴赫猜想
”

的证明
,

这些专家有自己的研究工作
,

不

可能有精力和时间花在这方面
,

所以院里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
:

概不接待
。

一方面是民间对哥德

巴赫猜想的不断猜测
,

另一方面

却是科 研 院所 对此 的应接 不

岁嘴瀚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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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
。

因此而闹出的不愉快越来越

多
,

如何疏导这些民间思潮而又

不影响专家的日常科研工作 ? 这

个问题 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摆在

整个社会的面前
。

北大数学系的一位教授建

议道
: “

一些人业余从事研究
,

是

值得肯定的
,

起码说明大家都对

科学很感兴趣
,

这会培养整个社

会良好的学习氛围
。

所以
,

可以

设一个专门的咨询机构
。 ”

陆处

长也认为
,

设立这样一个机构
,

起码可 以让这些数学爱好者的

研究结果有地方去消化
、

交流
,

或许他们自己交流以后
,

能指出

对方的一些错误
。

陆处长最后

说
: “

哥德巴赫猜想
”

是一项基础

研究
,

不会在生产和生活中直接

看到它的应用
,

但并不能因此否

认这项研究的价值
,

如果一旦被

证明出来
,

就像爱因斯坦的
“

相

对论
”

一样
,

谁也无法预料会在

以后 的研究 中产生如何重大的

作用
。

不过
,

他也提到
,

他接触到

的一些人里
,

就有对哥德巴赫猜

想着了魔
,

废寝忘食
,

昼夜不舍
,

结果非但研究没任何结果
,

也影

响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 “

爱好数

学
,

爱好研究是件好事
。

可以利

用业余的时间动动脑筋
,

自得其

乐
。

千万不能钻牛角尖
。 ”

如果有

可能的话
,

这些研究哥德巴赫猜

想的人可 以先在一起讨论
,

去伪

存真
。

一个数学工作者向沉酒于

其 中的业 余研 究者 提 出 的 忠
月二
「 J O

面对如火似茶的民间哥氏

猜想热潮
,

有关人士说
,

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院士有一句名言
:
没

有千万次错误
,

就登不上真理的

宝座
。

如果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

者
,

把数十麻袋错误稿件
,

加工

分析整理出版
,

命名为 《悖论大

全》
。

这将是一本有价值的优秀

科普著作
,

让广大读者们得到提

高
、

走出误区
、

受到教益
。

这是科

学家们殷切的希望
。

也许
,

《悖论

大全》 出版之 日
,

就是哥德巴赫

猜想圆满解决之时
。

我认为不加分析地批评
“

证

明
”

现象
,

似乎不太妥当
。

其一
,

数学家陆柱家说得好
,

陈景润去

世后
,

哥氏猜想在采用新方法之

前
,

是不可能被证明的
。

那么
,

有

些复杂问题换一个方式思考
,

也

许就变得简单
。

所谓
“

新方法
”

不

就是改变思路吗 ? 大数学家沈元

批评中学生证明哥氏猜想是
“

骑

着自行车去月球
, ”

如果陈景润

乘的是超音速飞机
,

有人会不会

用宇宙飞船呢 ? 其二
,

专家们一

再强调
,

证明哥氏猜想
,

一定有

正规高等数学专业教育基础
,

这

十分正确
。

但是什么事似乎都不

能一概而论
。

华罗庚不也是自学

出身 ? 科学史上的重大发明
,

一

开始被人们所忽视
,

或被权威压

制之事
,

也不是没有
。

其三
,

德国

大数学家欧拉在给哥德巴

赫的信中说
: “

这一猜想
,

虽

然我不能证明它
,

但是我确

信无疑地认为这是完全正

确的定理
。 ”

我们不是不可

知论者
。

猜想既然
“

完全正

确
” ,

总有一天会有人把它

证出来吧
。

陈景润去世了
,

此后 的大数论专家证不出

来或不去证
,

那么又由谁证

呢 ? 《中国青年报》编辑在给

敢峰文章写的
“

编后语
”

中

说
: “

对创新意识和创新思

维
,

我们要了解它
,

反映它
,

研究它
。

看它是否符合实际

和有道理
。

在未知领域
,

我

们尊重权威
,

也支持探险
。 ”

我认为
“

探险
”

这个词用得

好
。

当然没有探险本事的同志还

是不要光凭勇气乱
“

探
” 。

总之
,

对待严肃的科学 问题
,

不讲科

学
、

瞎起哄
、

是要不得的 ; 而完全

漠视探索
,

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

让我们来再一次地去回味一

下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里

呕歌陈景润证明 ( 1 十 2 )中的一段

诗一般的语言
:
何等动人的篇

页 ! 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
。

这

些是空谷幽兰
、

高寒杜鹃
、

老林中

的人参
、

冰山上的雪莲
、

绝顶上的

灵芝
、

抽象思维的牡丹
。

这些数

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
,

学

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
。

这里面

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 自然辩正

法
,

它可以解释太阳系
、

银河系
、

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
,

原子
、

电

子
、

粒子
、

层子的奥妙
,

但是能升

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

不多
。

文章写到这里我要说无限

风光在险峰
,

只有不畏惧艰难因

苦的人
,

才有希望登上峰巅迎接

成功的到来
,

那么谁能摘取数学

皇冠上的明珠呢 ? 口

雳

晚年徐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