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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承蒙李文林教授编辑了我的小品文集，以其中的一篇文章将书定名为《王元论哥德巴赫猜想
》，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文集分成四部分，即哥德巴赫猜想与数论、综合论述、数学家、自述。
转眼过去了十年，这十年中，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品文，承蒙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之邀，要我以这
些文章为主，编辑成册。
经考虑，我仍按李文林教授之分类，以这十年中写的文章为主，编辑了这本书。
首先，卷首仍放上李文林与袁向东教授撰写的关于我的生平与工作简介，作为对我的数学工作的概貌
介绍.第一部分为数学，收集了三篇数学普及文章。
第二部分为综合论述，其中有三个附录，均为报纸上的评述，尽管我不完全赞同关于数学竞争的一些
提法，但我赞成各种观点都可以发表这个观点，所以仍发表出来，让读者思考。
第三部分为数学家，第四部分为自述。
第五部分则为几篇朋友与记者对我的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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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卷首为李文林与袁向东教授撰写的关于我的生平与工作简介，作为对我的数学工作的概貌介绍。
第一部分为数学，收集了几篇数学普及文章。
第二部分为综合论述，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希望这些看法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例如，当年提倡“开放型研究所”，现在都发展为“国家实验室”，应属成功。
第三部分为数学家，系怀念我熟悉的前辈、老师与朋友数学家。
第四部分为自述。
第五部分则为几篇朋友与记者对我的采访记录，这几篇采访真实地反映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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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元，1930年4月15日生，江苏镇江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数学研究所所长与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首先在中国将筛法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并证明了命题(3，4)，1957年，
证明了(2，3)，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此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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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王元：生平与工作简介第一篇  数学  数论学习札记  同余数问题与椭圆曲线  华罗庚与《高等数学引
论》  统计模拟中的数论方法第二篇  综合论述  数学的现在与未来  数学大辞典“前言”  谈谈数学系的
教学与科学研究  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附录  关于数学研究所对外开放报道二则  关于报道学术成就的几
点意见    附录  关于基础理论择优支持的报道  数学竞赛之我见  回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附录  别
忙庆祝奥数金牌  关于“科教兴国”的几点意见第三篇  数学家  在纪念陈建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分析学
业会议上的讲话  樱花盛开的时候——为苏步青老师百岁大寿而作  杨武之先生与中国的数论  怀念华罗
庚老师  我的老师华罗庚  怀念钱学森先生  怀念陈省身先生    附录  《陈省身文集》读后感  怀念柯召先
生  在闵嗣鹤先生逝世1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怀念冯康教授  心血的结晶——纪念陈景润  回忆潘承洞  回
忆黄俊雄第四篇  自述  童年  中学  大学生活追忆  结缘数论  关于《王元论文选集》第五篇  采访记录  一
位数学家的艺术之路  这项伟大的成就里有中国数学家的贡献——数学家王元谈菲尔兹奖获得者陶哲
轩的工作  关于庞加莱猜想  一个数学家的姿态  陈景润是如何做数学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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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观点是基于将数论看做是数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拉动数学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力。
数论绝不是一个个孤立问题的总和，或者说，不是仅从整数的定义出发就可以研究数论的。
按照这样的要求，非常重要的数论问题就比较少了。
众所周知的黎曼（Riemann）猜想就是一例，它不仅是数论而且也是数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
众多有用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于黎曼猜想的解决。
哥德巴赫（Goldbach）猜想与费马（Fermat）猜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个问题本身都没有什么意思，但对它们的研究导致了非常重要的数学发展.设想一下，如果这两个
问题真的只从整数的定义出发，或仅用一两个特殊技巧即能证明，那么，它们恐怕最多只能算是漂亮
的习题，会使数学家失望的。
费马猜想已由怀尔斯（Wiles）于20世纪末证明了。
在其证明过程中，用到了模形式理论、椭圆曲线理论及伽罗华（Galois）表示理论等，换言之，这是
集20世纪数学理论大成的重大成就。
至于费马猜想的研究对代数数论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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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彦，梁锋同志：收到新彦的E-mail，很高兴，你们已通读过一篇，不知有何感想？
你们工作效率高，认真，给我很深印象。
我觉得数学家还是应该谈数学，而不是空谈。
书的第一部分就体现这一点，现寄上方开泰的近作，望补上。
“数学家”栏，系怀念我熟悉的前辈、老师与朋友数学家，不拟再补充。
“一般论述”栏，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希望这些看法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例如，当年提倡“开放型研究所”，现在都发展为“国家实验室”，应属成功。
另外，我在政协有个发言，不赞成“高薪聘请”（或“万人计划”之类）。
现在社会上对此有点微词。
我考虑可将我在1999年的发言，补人该栏目。
“自述”，若篇幅太长，可将“结缘数论”撤掉，请酌。
总之，我觉得数学家可贵的是有预见性。
还要能针对时弊发表看法。
记者的几篇报导中，我对陶哲轩、张寿武的推崇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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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元谈求学之路》：请聆听元老的声音：按理讲,一个原始问题未解决前。
提升为一个更难或更广的问题当然更不好解决，这样做似乎没有必要！
表面上看，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提升了之后，往往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了。
当一个长久悬而未决的难题被解决后，人们往往会感到伤感，就像一个跟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永远离
去了一样。
但我想大可不必如此，数学中会涌现出另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数学的两种源泉——一个是从外部世
界来的，一个是从内部世界来的，它们都很重要，而且它们都没有枯竭，我们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正
确的。
在中国现阶段，最要紧的是大家要将名利思想看得淡泊一点，要诚信，不能有丝毫的作假，尤其不能
自己欺骗自己，个人的品质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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