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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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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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欣赏飞机或火车上的音乐、电影、甚至游戏，或是带几本喜欢的书阅读，那么即使路途遥远，

即使飞机晚点，即使没有抵达目的地，你也享受了一路的风景，拥有了一路愉悦的心情。

人生可以说是不虚此行。更不用说你在大学里度过的青葱岁月，师长的教诲，友谊的温暖，

同窗的激励，爱情的甜美，这一切，将让你的求学生涯变得丰富多姿。如果你能多交些朋友，

多读些经典，养成能陪伴你终身的兴趣爱好，这样，即使是遇到挫折和不幸，你依然会相信，

前面的道路宽广无比。

当然，也有很多人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发现老做不出结果来，这时候或者觉得自己不

是这块料，或者变得茫然以致于最后放弃。研究会出什么结果事先是无法预料的——能事

先预料并能按部就班地做出来的不会是什么激动人心的原创性研究。最好能同时思考几个

问题，一个做不通就考虑其它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再回头，很可能由于思考角度不同，或

是从别的问题和方向得到启发，豁然开朗，那时候，才真正领会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妙境。

制度永葆研究之树长青

美国大学能吸引并留住世界上一大批杰出人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大学的终身

制。美国只有两种职业是终身的，一种是联邦法院的大法官——只有 9 位，另一种职业

就是大学教授。人们常以为大学终身制会让人变懒，殊不知在拿到终身教授之前 tenure-
track 的磨练，已经使那些好的学者养成了一种惯性，对他们而言，研究已经成为生活方式，

让他们停下来是不可能的——至少好大学里大多数教授如此。终身教职的获得，反而使他

们因为没有论文篇数的压力，从而可以有充分的保险去研究重大的学术问题。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那些原创性的成果，是

让一个大学充满生命力的表现，而那些刻板排名的数据是灰色的。一所伟大的大学，就是

要提供一种制度和土壤，让其中研究者的生命之树和她的莘莘学子一样年轻。

自由思考带来无限快乐

学术研究的一大乐趣，是没有老板“管”你。科学的重大发现不是计划经济，科学

家也没有老板——你自己就是老板。人们可以要求楼房、桥梁和高速公路何时和怎样建成，

只要配以充分的人力和财力就可以。科学的重大发现是无法计划，也不可能有老板布置任

务要一定时间完成的——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事先可以为他计划好并

命令他一定时间内完成。海阔天空，异想天开，标新立异，才会有原创的思想，也是科学

研究迷人的地方。

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尔说过，“数学的本质在于思考的自由充分”。自由充分的思考，

可以说是每一个领域研究的根本要素。人的身体受到物理时空的局限，但思想是不受羁绊

的。自由思考的时候，思想摆脱了沉重的身体，自在地遨游于万物，超越时空给肉身设置

的障碍。自由思考的时候，人可以与自然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自由思考的快乐在于

神游于物，更在于物我两忘。当一个研究者全身心沉入数学的世界时，他是忘掉一切的，

而这样的境界，总是让研究者无比快乐，汲汲以求。而当思想受到太多束缚的时候，研究

也就止步不前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研究，至少是数学研究的另一大乐趣，就是可以和世界上其他有共同爱好的人合作。

数学家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但需要经常参加学术会议以及与同行交流，因此出差很多

且必要，虽然不是度假，依然可以把出差的快乐和研究工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在数学家的工作方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个人的思维都有局限，而这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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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仅让你从其他人那里学到新东西，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碰撞，会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加速科学发展的进程。数学界有个很好的惯例，就是合作的论文作者排名多数时候是以英

文字母顺序排列的，这里重要的是合作的友好和快乐，而不是对功名利禄的斤斤计较。

列宁在纪念国际歌的作曲者欧仁 •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一个有觉

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

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

志和朋友。”

我们也一样，凭着数学的语言，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金石教授（右二）与学生们在一起

作者简介：

金石，上海交大数学系系主任，致远讲席教授。

1983 年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1991 年获得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2000 年以来为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正教授，并曾任该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