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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首先在中国将解析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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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弟子和同事的身份撰写的《华罗庚》一

书也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 

    凌晨 4点半，曙色和大多数人一样仍在沉睡，中关村小区内的一

个老人已经起身。一小时后，天色渐明，伴着“刷、刷”有节奏的扫

街声，老人研墨、铺纸，开始悬腕练字。又一小时，搁笔。 

7点半钟，老人已经从家走到了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园区的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所大楼前。电梯直升 6层，老人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门上的铭牌刻着一个名字：王元。 

   说到哥德巴赫猜想，很多人都会先想到陈景润。但是这两个名字

却都和王元紧密相连。作为一个 73 岁的老人，王元院士的生活已经

非常规律。现在他每天练字一小时、研究数学 2至 3个小时，散步 1

小时，这些内容基本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在他 26岁的时候，生活却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是在打

攻坚战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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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提到的年代正是他师从华罗庚先生，研究哥德巴赫猜

想的时候。有人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

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为了摘取这颗明珠，自哥德巴赫

猜想提出后，250年来尽管曾有人悬赏 100万美元求证明，但始终没

有人成功。 

    在中国，华罗庚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1952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还组织并领导了“哥德巴赫猜想

讨论班”。于是，作为华先生的得意弟子，王元也开始日以继夜地“啃”

这块硬骨头，先是证明了 3+4，后又于 1957年证明了 2+3。后来，陈

景润调入数学所后，终于证明了 1+2，取得了世界上关于证明哥德巴

赫猜想的最好成果。而这一结果最终得以蜚声世界也是得益于王元先

生对陈景润论文的审阅。由于陈景润不善言辞，也不爱与人交往，因

此和同行私交不多。但是要探讨论文的问题时，他还是愿意来找华罗

庚和王元。1972年，当他证明 1+2的论文写成后，交给王元。陈景润

讲到一个公式，王元有疑问，就请陈景润解释，再发现问题就再请他

解释。这样从早到晚，问答式的审阅一直持续了 3天。王元感到“他

是对的”，就立刻为陈景润写了审查意见。 

    但由于“文革”期间这类研究被视为“封资修”，王元仅仅在评

审意见中写了“未发现证明有错误”这句话。尽管后来由于论文通过

他的审查使得陈景润的结论震惊了整个数学界，但王元一直为当时没

能充分评价陈景润而感到非常内疚。 

由于在 26 岁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果，王元一直为人



所尊敬。即使是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称呼他为“元老”。

王元把充满激情、坚持奋斗的青春献给了哥德巴赫猜想。接下来，他

又做了几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年过半百之后，王元开始着手完成华罗庚的遗愿：为他写一部传

记。 

    1952年，王元自浙江大学毕业后，被陈建功和苏步青教授推荐到

刚刚成立的中科院数学所，师从华罗庚先生研究数论。此后的 32 年

间，他们成了亦师亦友的绝妙搭档。华罗庚也曾在一张字条上写着“我

被王元拉上一条路。我对蒙特卡洛方法的一知半解就是在年轻人的帮

助之下学来的。真是多年师生成兄弟，共同学习共钻研。” 

    王元曾经说过要为华罗庚先生立传。1985 年，华罗庚去世前一

年，他把王元叫到家中，递给他一张纸。纸上是他自己拟的一份提纲，

让王元参考。华罗庚去世后，王元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着手写作，

把一个两三万字阐述华罗庚学术思想的提纲扩充成了一本 40 万字的

《华罗庚》。 

     书中特别提到了发生在 1966年“文革”期间的一件小事。当时

数学所开批判会批判华罗庚，几千人参加。会议组织者让华罗庚的几

个学生联合发言，指定由王元来讲。尽管内容仅是重复大字报的内容，

而且后来华罗庚本人也忘了这件事，但是王元自己在书中写道：“虽

然他也忘了，但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攻击，即使是为了保命，亦终究是

可耻的。”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王元就觉得无限的内疚。 

    传记既成，65岁那年，王元开始重新盘点自己的诸多爱好，最后



决定练习书法。他用要求数学的标准要求着书法。对于“什么年纪做

什么事”这种说法,王元先生深信不疑。虽然从 20岁到 65岁整整 45

年间“没有碰过艺术”,但自从决定重拾爱好以来,他还是选择了书法。 

“当时我对绘画、文学都很感兴趣，但是传记写完，我觉得自己的积

累已经都用完了。而和绘画比起来，我还是觉得练习书法还可以达到

一个比较满意的水平。”王元先生说。 

    对于他们这些在解放前读过私塾的一辈人来说，小时候只有用毛

笔。但是当时条件差，“连一本好一点的字帖都找不到，只能用一本

破字帖，结果字都写坏了”。上大学以后用铅笔、钢笔，就是再也没

碰过毛笔。 

    既然决定“重拾旧爱”，王元就给自己制定了计划：隶、篆略去

不练，直接按照楷书、行书、草书的顺序写。颜柳欧赵的字帖他也一

一对临。 

    现在，他已经拥有 30支毛笔、5个砚台、数十种字帖，自己喜爱

的二王全集也经常摆放在枕旁，随时翻阅。今天王元先生的行草已经

颇有名气，经常有人上门求字了。 

王元先生并不是像小学生习字那样只求美观，他还追求笔意，并且从

书法艺术中体会着数学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和其他书法家经常谈到的

行云流水、任意狂放不同，王元先生认为书法也是严谨的。特别是草

书，再随性地书写也要遵守笔画勾连的一定之规，否则就不成其为草

书了。 

    “数学之美就在于简单。虽形式简单，但是证明起来却很难，很



神秘。书法虽是纯粹的艺术，但是也要严谨严格，然后才是狂放。同

样一个字，楷书就那么几个笔画，但草书就变化很多。数学和书法是

有相通之处的。”他说。就像练习书法一样，即使是在攀登数学高峰

之后的日子里，73岁的王元先生也保持着一个数学家严谨的品格。秋

天的一个傍晚，王元先生和夫人走进科学院南路一家十几平方米的饺

子馆。就着氤氲的热气，记者上前打招呼：“您也来这儿吃啊？”王

元笑道：“我的口味很杂，这附近的馆子都吃过了。”记者心中突然闪

过一个“大不敬”的想法：吃饺子？真是心里有数啊！ 

哥德巴赫猜想 

    这个猜想是德国人哥德巴赫在 1742 年写给大数学家欧拉的信中

提出的。内容是：任何一个大于 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素数也

叫质数，他是这样一类正整数，即除了 1和他自身之外，不能分解为

其他整数的乘积。哥德巴赫猜想可以简化为公式：2N=P1+P2，或者 1+1。 

王元证明的 2+3是表示：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素

数的乘积再加上至多 3 个素数的乘积。其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

还没有一个肯定为素数的。陈景润在对筛法作了新的改进之后，终于

证明了 1+2。但是最后一步 1+1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