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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和哥德巴赫猜想

由于工作需要我常常出差，包括许多越洋飞行。在飞机上我通常会看一些学术论文，

有时候邻座看见我阅读的奇怪东西时会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是“研究数学”。我最常听

到的回答是：“那是我最差的科目。” 大部分人会再没有兴趣和我继续聊。他们会觉得我是个

异类，和他们没有太多可交流的。我倒是乐得清静，继续阅读或是思考我的数学问题。现

代人的生活被现代通讯工具——手机、电邮、微信等切成碎片，能有那么一整段时间不被

打扰地阅读和思考，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我十分珍惜长途飞机上这种大段不被打扰的时光。

人们常常不理解，那么枯燥的数学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些人孜孜以求地研究， 并且乐在

其中。当然不仅是数学家，科学家在许多人眼里每天都在做着枯燥的事情。我上中学时风

靡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在全社会塑造了科学家最典型的形象。

而现在许多家长会觉得，陈景润固然伟大，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变成那样，而科学家——

尤其是数学家，大概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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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研究者生命闪光的瞬间

为什么那些科学家要乐此不疲地从事常人看来是非常枯燥的研究工作？我们的文化

从小就教育孩子长大要攀登科学高峰，将来拿诺贝尔奖。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研究是为了

得大奖，那么我会劝他最好放弃。首先，他拿诺贝尔奖的概率几乎是零，如果忙碌了一

辈子是为了拿奖，最后没拿到，岂不是人生完全失败？ 其次，靠这种拿奖的信念做研究，

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完全失去了研究的乐趣， 甚至失去了人生的乐趣。

那么，什么是研究的乐趣？

伟大的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一次坐在钢琴边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斯特拉

文斯基先生，哪一个时刻是你生平最伟大的瞬间？是你最终完成你的交响曲的那一刻吗？”

“不，不，不……”

“是你第一次听到乐队演奏你的交响曲的时刻吗？”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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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定是你的曲子被他们封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时刻了！”

“不，不，不……”

“那到底是哪一个时刻？”

斯特拉文斯基一边弹着一首曲子一边说 ：“我坐在钢琴边三四个小时，一直在寻找一

个音符。我一直找不到那个音符，就在琴上梆梆梆地敲了三小时。三小时后，我终于找到

了我要的音符 !  就是那个瞬间 !! 没有比那更美妙的瞬间了 !!! That is everything !!!!”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有挫折，有痛苦，有漫长的煎熬。然而，如果把这样一个一个

闪光的瞬间连接起来，就成为一串美丽的生命的珍珠。正如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交响曲、协

奏曲和歌剧一样，需要一些准备，需要一些入门知识，许多人也许觉得枯燥无味，然而一

旦入门了，便会发现，那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古典音乐爱好者从中获得的享受，绝不

亚于流行音乐为它的发烧友带来的乐趣。

科学研究是很好的职业

即使不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眼光来看研究者，完全从世俗的角度出发，科学家——

至少是我了解的数学家——依然是一份很好的职业。2009 年 1 月，美国《华尔街日报》

登出了美国 200 个职业排名。排名基于五个标准：工作环境、薪水、就业前景、体力要求

以及工作压力大小。排在第一的，不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也不是律师和医生，而是——数

学家 !
这可不是数学家自娱自乐的排名，也不是号称世界数学麦加巴黎人的排名，这是《华

尔街日报》登出来的排名——每个人都知道华尔街追求的是什么。沿着排名往下看，第二

是统计学家，第三是精算师，这些也都是数学出身的人做的事情。

在美国买房子，房屋中介会告诉客户挑房子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位置、位置、位置。

今后家长问我孩子应该学什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 ：数学、数学、数学 !
这样说，当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会不高兴。其实，每个职业都可以

找出一个排名说自己是最好的。我想对学生说的是，你喜欢的职业，就是最好的职业！

人们做过一个调查，问题是：假如你不愁钱，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

度假。每天从事你喜欢的工作，就相当于每天在度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人给你付

工资度假。

研究者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天做你喜欢的事情。

学会欣赏沿途风景

之所以人们常常看到科学家对研究的痴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家对研究的专注。

我常对学生说，如果你每年没有几个晚上因为想数学问题睡不着觉，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

的数学家。同样，如果你每天只是朝九晚五地做数学，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数学家。

不管做任何事情，passion 是让人成功的最基本的要素。

当然，仅有 passion 是不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以美国大学数学系为例，从大学生

到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平均要四年大学、五年博士生、两到三年博士后的经历，然后

才能成为（助理）教授，之后还要有五年左右才能拿到终身教职（tenure）。这么漫长的历程，

很容易让大学生们觉得当科学家“看上去很美”，但坚持不了十多年寒窗的煎熬。仅仅是

信念和热情 , 能让人坚持那么久吗？激情是会很快被燃烧掉的。

我向来不觉得那么漫长的求学历程是煎熬。人生的每一段都是美丽的，虽然我们的

目的地可能非常遥远，就像乘越洋飞机从美国到中国一样，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枯燥而疲惫，

让人生畏。然而，无论是长途飞机和火车，如果你去欣赏旅途中窗外的云卷云舒，眼前掠

过的山川、村庄、草地、麦田和晚霞 ；如果你有几个有趣的旅伴，或者即使没有，你也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