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天才高斯 究竟失足何处？ 
                          张熙文 
   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人称数学天才,又名数学王子。 
   高斯自己曾说,他学说话以前就会计数了。据传说，高斯不满 3 岁时，有一天，父亲念念

叨叨地结算他管辖的几个工人的周薪，突然间，小高斯打断他说：“爸爸，你算错了，应该

是……”老高斯再用纸和笔核对一下，发现自己的确错了，而孩子的答案是对的。而这时谁

也没教过高斯算术。（此段文字摘自《数学上未解的难题》64 页，胡作玄编著） 
   可见高斯与我等不同，他是生而知之，不是学而知之，不学而先知‘自然规律’，是一个

百分之一百的天生奇才。  
   1831 年高斯把原来的有理整数的概念加以推广而建立一种全新的整数概念，即形如： 
a﹢bi的“数”，其中a,b是通常的有理整数，i是x

2
﹢1﹦0 的根，他称这种数为复数。为了与

通常整数区别，我们这里称为复整数。高斯对于复整数引进加法，减法及乘法，发现它们也

具有通常有理整数的性质。只是有理整数的“单位”﹢1 及﹣1，现在变成 4 个，即﹢1，﹣

1，﹢i,﹣i。高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通常整数的唯一因子分解定理（即通常整数能唯一分

解成素数的乘积）推广到复整数上，从而开辟了代数数论的新领域。然后他定义素数，如果

一个复整数不是单位，也不能表示为两个单位复整数的乘积，他称它为素数。由这个意义，

显然通常的复合数仍然是复合数，但通常的素数却不一定仍是素数，例如： 

        2=(1+i)(1-i) 

        5=(1+2i)(1-2i) 

   更一般地讲，4n+1 型素数 p 都不再是素数，因为： 

       p=m
2
+n

2
=(m+ni)(m-ni) 

   另一方面，高斯证明，4n+3 型的素数在复整数中仍是素数。然后，他对复整数引进欧几

里得算法并证明唯一因子分解定理。（以上连续几段文字摘自同一本书 73,74 页） 

   可见高斯很崇拜欧几里得，对欧几里得提出的整数的唯一因子分解定理特别推崇，并将

其推广到复整数上再次加以证明，开辟出代数数论的‘新’领域。  

        ﹡              ﹡            ﹡             ﹡          ﹡  

   整数的唯一因子分解定理即算术基本定理，说：除 1 以外的自然数都可以唯一地（不计

顺序）分解成素数的乘积。例：21=3·7. 

   这是公元前三世纪时欧几里得的论述。在欧几里得之前，古希腊人一直认为 1 是素数，

而欧几里得则认为 1 非素数，所以 21 在分解成素数的乘积时：21≠1·3·7。 

   但欧几里得对 1 是素数的篡改并没有得到数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哥德巴赫提出的猜想，他在 1742 年 6 月 7 日给欧勒的信中写道：任一

偶数都可表为两素数之和，也可表为若干素数之和。例如： 4=1+3=1+1+2=1+1+1+1. 

   欧勒在 6月 30 日给哥德巴赫的回信中也写道：如你所言，每个偶数看来是两个素数之和，

则它可以是多个素数之和。 

   这说明著名数学家欧勒和哥德巴赫对 1 是素数的肯定，对 1 非素数的否定。 

        ﹡              ﹡            ﹡             ﹡           ﹡       

   生而知之的数学天才高斯，另辟蹊径，对素数施行了独特的分类： 

    A 类：2=(1+1i)(1-1i). 

 5=(1+2i)(1-2i). 

13=(2+3i)(2-3i). 

17=(1+4i)(1-4i). 

29=(2+5i)(2-5i).       

 ∵ 0 也是整数，∴ 1=（1+0i）（1-0i)也属于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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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3=（1+（√2）i）(1-(√2)i). 

      7=(2+(√3)i)(2-(√3)i).  

     11=(3+(√2)i)(3-(√2)i). 

     19=(4+(√3)i)(4-(√3)i). 

     23=(4+(√7)i)(4-(√7)i). 

     31=(5+(√6)i)(5-(√6)i).  

高斯继承欧几里得的衣钵，沿袭 1 非素数，强迫居于多数的 2,5,13,17,29,…屈从居于

少数的 1，从而将 A 类都一律划归非素数。只保留 B 类 3,7,11,19,23,31,…仍为素数，完成

了素数数域的大分裂。 

天才的高斯，为什么不采用逆向思维：让居于少数的1 服从居于多数的2,5,13,17,29,…

从而将 A 类 B 类都统一为素数呢？因为他过于推崇欧几里得了，全然不顾欧勒和哥德巴赫的

正确意见。 

高斯的抉择——素数数域的大分裂，其恶果是：既然认为 2,5,13,17,29,…都已不再是

素数，1 便理所当然的更不是素数，这便巩固了 1 非素数的合法地位，在高斯的〈数学天才〉

和〈数学王子〉的光环笼罩下，1 非素数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一跃而登上了教科书和科学

文献的宝座。从此，素数领域乌尘蔽日，不见五指，希尔伯特第八题组的各个问题一律倒悬，

长期无法解决。 

呜呼！高斯。一念之差，错失良机，与 1 是素数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我为数学天才高

斯的失足感到惋惜！ 

本来，素数数域的大统一就在高斯手边，是唾手可得的，高斯却轻易放弃了。他只扔下

一句话：1，2，5，13，17，29…不再是素数。就什么也不管了。这是高斯对人类的数学事

业极端不负责任的铁证！ 

如高斯所说，只有 3，7，11，19，23，31，…才是素数，那么，8，12，16，20，24，

28，…即 4n+8 型的偶数都不可能表为两素数之和。莫非继 2 和 4 之后，又增产出一大群例

外偶数？哥德巴赫猜想——高斯称之为数学女皇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岂不立即土崩瓦解？数

学作为基石的科学大厦，岂不倾刻垮塌无存。高斯造孽，昭然若揭。 

数学天才高斯该不是同我们人类诚心搞恶作剧，开一个天才的大玩笑吧？ 

现在，1 乃素数已得到《哥德巴赫猜想证明》《黎曼猜想证明》《孪生素数猜想证明（1）》

《孪生素数猜想证明（2）》四篇论文的支持（查阅http://sxyouling.bokee.com便知）。 

1 乃素数正确，1 非素数谬误，已成定局！ 

高斯如果有知，当作何辩解？ 

﹡             ﹡             ﹡              ﹡            ﹡ 

高斯非常赞美哥德巴赫猜想。他说：自然科学的女皇是数学，数学女皇的皇冠是数论，

哥德巴赫猜想则是女皇皇冠上的明珠。但是他并不赞同哥德巴赫对 1是素数的肯定。 

在赞美之余，高斯对哥德巴赫猜想作了篡改。把《任一偶数都可表为两素数之和》改成

〈大于或等于 6 的偶数可表为两素数之和〉。 

我们不禁要问：赞美了，即非常完善了，它属于自然规律，还需要篡改吗？ 

《任一偶数都可表为两素数之和》是没有例外的。但〈大于或等于 6的偶数可表为两素

数之和〉却有两个例外，即例外偶数：2 和 4。后又增添了 8,12,16,20,24,28,…,自然规律

是不可有例外的。有了例外，还算是自然规律吗？ 

我们不禁要问：篡改了，即出现例外了，不再属于自然规律，还需要赞美吗？ 

于是，高斯陷入了深深的自制矛盾漩涡之中，我再次为数学天才高斯的失足感到惋惜！ 

高斯的失足，在于拾人牙慧，热衷分裂，终陷自身于尴尬之中，此当永为后世人戒。 

那么，他还算是数学天才和数学王子吗？他给人类数学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该怎样交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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