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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王元先生的书法在业内外颇有口碑，据说某机构曾经为他

的作品定价，以“不卖字”为原则的王元也已经给很多学校的数学院

题写牌匾，还有不少公众慕名写信求字。 

谈及这些，王元摆摆手说：“我的字应该只能算还可以吧，他们

向我索字，并不是因为我的字有多好，只是老百姓一般比较认同数学

家，而我这个数学家恰好又能写几个字。” 

 

65 岁，重拾旧爱 

    青少年时期的王元兴趣广泛，爱绘画爱书法、看电影读小说，自

学二胡，后来又改拉小提琴，独独对数学的兴趣不是很大，算是个文

艺青年。可自 20 岁他读浙江大学，选了数学做专业后，王元就把那

些兴趣爱好“像戒烟一样戒掉了”。一戒就是 45年。 

    在数学领域里拼杀的生活犹如打攻坚战，“像初生牛犊一样硬冲，

一天可以干 16 个小时的活。我的办公室和寝室是合一的，工作累了

就睡一会儿，有时候直接趴在桌上就睡了。”王元说。天天泡在数学

里的王元，只有像《静静的顿河》这样特别优秀的电影，才舍得把时

间匀出一点点来看。 

    付出的回报亦是丰厚的，王元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

巴赫猜想的研究，1957 年证明了 2＋3，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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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其后，他与华罗庚合作致力于数论在近似

分析中的应用，他们于 1973 年证明的定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华—王

方法。 

    王元说：“做数学的风险很大，即使是全身心地投入，都不一定

能出成果。所以那时和爱好断绝关系是必然的。” 

    直到 65 岁，王元才重新拿起毛笔。原因是整天做数学精力已经

不行了，于是把年轻时的爱好恢复一些填补时间。自 1996 年起，几

乎每天凌晨 4 点半，王元便起床，练习近一个小时的书法。王元说：

“我平时更多的时间是观摩和领悟。因为我的老师欧阳中石告诉我，

字不要练太多，练太多有时往往是在重复自己的错误。”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与王元颇有缘分。两人都是全国政协委员，

又都是无党派人士，在全国政协大会召开期间，总住在一座宾馆里。

20世纪 90年代刚习字不久的王元，晚上利用开会间隙会去找欧阳中

石，让他指点指点。 

    其实在两人没有正式交往之前，欧阳中石就送过王元一幅字。那

是 1987年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批 10名博士毕业，国务院为第一批的博

士生导师颁发纪念品，请了几位书法家题字。而欧阳中石题字的对象

之一就是王元。 

    王元说：“欧阳中石是我的老师，但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更

多的时候我揣摩他写的字，有机会我也会去观摩他写字。书法不是师

傅手把手教出来的，而要靠领悟。” 

    这一观点在王元的数学教育理念中亦有体现。王元说：“我教学



生做数学，不太像教幼儿园、小学生、中学生那样的教法，而是培养

他们自己的独立意识。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要培养高素

质的人才，其实高素质的人才绝对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奋斗

出来的。” 

  

干什么事总得要有 idea 

    王元儿子的美国家里珍藏着一幅铅笔画，那大概是王元青少年时

兴趣爱好的唯一印记了。17 岁的王元凭着印象画了一幅抗日战争逃

难到四川时的农村风景，石头、小山、松柏树、乡间小路栩栩如生。 

    但是王元认为自己并没有绘画的天赋：“我的绘画缺乏创造性，

只会临摹，做起来没意思。所以我现在没有继续绘画这一爱好。” 

    其实，在此之前，王元还恢复了自己的文学兴趣，进行文学创作。

年过半百的王元花了近十年写作《华罗庚》。这部传记不仅同时在大

陆出版了简体字版、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后来斯普林格出版社还推出

了该书的英文版。值得提一句的是，中国的科学家传记只有这一本翻

译到国外并正式出版。 

    “但传记写完，我觉得自己的积累已经都用完了，在文学上不会

有什么 idea了，所以我现在不写文章，偶尔写写也只是小文。” 

    25 岁时的王元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证明了 3+4。一年后，他又把哥德巴赫猜

想继续向前推进一步，证明了 2+3。然而就在大家看着王元一步步艰

难地往哥德巴赫猜想顶峰攀登时，他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很多人说，王元在数学王国里看见了王冠，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

别人摘走王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但王元却很笃定，“假如没有新

的思想，这个问题不会再有改进”。 

    而他对文学、绘画、书法上创意的追求或许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

“停住脚步”。 

    王元最喜欢的四个书法家是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和毛泽东，近

代书法家里尤其佩服毛泽东，“他的字相当要基本功，而且他受到了

很多人的影响却又能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自成一体”。 

    王元说：“当然现在很多人不按字帖来，随心所欲地发挥，这就

不叫创新了，还是我的老师欧阳中石说的，书法首先要规范。” 

    为纪念华罗庚诞辰 100周年，王元将丘成桐的两篇文章创造成了

两幅书法作品，发表在 2011 年第 5 期的《学部通讯》上。王元说：

“这两幅作品我还比较满意，应该说是有一点创新的，起码不是临帖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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