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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自己享乐
!

"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
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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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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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德国中学教师哥德巴赫写
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正式提出了以下的猜想%&

!

'任何一个大于
&

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
两个素数之和

!

&

"

'任何一个大于
)

的奇数都可以表示成三个素数之和
!

这就是哥德巴赫猜
想

!

同年
&

月
#*

日$欧拉在给哥德巴赫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他深信哥德巴赫的这两个猜想都是
正确的定理$但是欧拉当时还无法给出证明

!

从此$这道数学难题引起了几乎所有数学家的注
意

!

哥德巴赫猜想由此成为数学!皇冠"上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明珠"

!

!)**

年$

"*

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希尔伯特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把!哥德巴赫猜
想"列为

"#

个数学难题中第
(

个问题中的一部分
!

此后
"*

世纪的数学家们在世界范围内!联
手"进攻!哥德巴赫猜想"堡垒$终于取得辉煌成果

!

!)%&

年$我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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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又证明了!

#R#

"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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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国数学家潘承洞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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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又和王元分别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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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景润发表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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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要&发表在)科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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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任何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质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可表示为两个质数的乘积
!

通
常这个结果表示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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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理被称为!陈氏定理"

!!)'#

年$陈又在国内的)中国科学*杂
志&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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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上公开发表了证明!

!R"

"的全文$这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
了世界上最好的结果

!

可惜的是$由于后来陈景润疾病缠身$不再允许他做更进一步的证明
!

"***

年的
#

月中旬$英国费伯出版社和美国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曾宣布$如果谁能在两
年内把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提交给一个权威的数学杂志$并在四年内发表$当然还得邀请一
批世界知名数学家来判定它是正确的$那么就将

!**

万美元的奖金颁给他&她'

!

可至今仍没有
人拿走

!

目前$许多数学家认为$要想证明!

!R!

"$必须创造新的数学方法$以往的路很可能是
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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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学输入中国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角的概念$只用勾股定理和出入相补原理解决三角学范围内的一

些实际问题
!

三角学输入我国$开始于明崇祯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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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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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瑞士&一说德国'传教士
邓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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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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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和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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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编)大测*$正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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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书的一部分呈献给朝廷$这是我国第一部三角学
!

卷首说明!大测"名称的意义%!大
测者$测三角形之法也$大于他测$故名大测"

!

大测的名称并不通行$徐光启所编的三角函数表
叫作)测图八线表六卷*#)测图八线立成表四卷*

!

!八线"是指八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

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
!

后来三角学就叫做八线
!

薛风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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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兰传教士穆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