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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梦》

前言

先生离去已有17个年头了。至今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体温、他的呼吸、他脉搏微弱的律动，仍能
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数学的痴迷和对家人的挚爱。    光阴荏苒，流逝的是时间，沉淀的是无尽的思念。  
 今年正值先生诞辰80周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先生曾凭孱弱之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忍受常人
难以想象的病痛的折磨，耗尽毕生心血去追求一个几近不可能的梦想——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
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全社会的传奇人物，并因此获得了英雄般的赞誉和荣耀。    今天，当先生
的外甥宋力将《铸梦——追忆舅舅陈景润》的书稿放在我的面前时，过往的一切又一一浮现在眼前。
往事历历在目，热泪再一次溢出眼眶。17年了，我曾经无数次在心底默默呼唤着先生的名字，无数次
在遗像中读出先生的期冀与不合，无数次从先生的遗爱中汲取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先生木讷寡言，
正直敦厚，内向沉静，学习和工作之外的乐趣几近于无。先生似乎难以融人现实的世俗生活中，人们
也难以进入他的世界。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数学王国一样神秘。但他为我打开了紧闭的心门，让我进
入了他的世界，让我见识和理解了他坚韧不拔、攻克难关的痴狂和浑然忘我的精神境界，让我感受到
他在追求梦想途中艰难跋涉的悲欢苦乐。作为他的伴侣，我是幸运的！    先生并非天才，但他有执着
的追求，有坚定的信念，有对数学终生不悔的热爱，有超人的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专业态度，有不屈不
挠和百折不回的拼搏精神，有终其一生对于梦想的坚守，所以，他在“挑战人类智力极限”过程中所
获得的重大突破并不是偶然的。    在《铸梦——追忆舅舅陈景润》一书中，宋力以一个外甥的独特视
角，近距离的密切接触，细致人微的观察，细腻传神的描摹刻画，生动地呈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真实
立体、可亲可敬可爱的陈景润。这本书勾起了我生命中许许多多温暖的记忆。    《铸梦——追忆舅舅
陈景润》一书的出版，为先生的80诞辰献上了一份厚礼。    2013年5月22日    由昆，陈景润先生的夫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309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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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梦》

作者简介

宋力，1956年10月出生于闽西山区连城县。曾著有《心灵的阳光》、《履痕》、《激情成就梦想》等
多部作品。    1972年底高中毕业后到连城新泉公社插队，1975年10月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
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工厂、党政机关、国有大型企业任职。    在北京求学的几年间，作
者与陈景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入交流、详尽了解陈景润当时的工作、生活以
及心理状况。特别是在陈景润成家后，与陈景润及其夫人由昆亲情联络更加频繁。自2006年以来，不
断地收集陈景润生前的有关资料，并着手编撰《追忆陈景润舅舅》。为了纪念陈景润诞辰八十周年
，2013年初，在陈景润夫人由昆女士的支持鼓励下，重新修订《追忆陈景润舅舅》书稿，并将原书名
改为《铸梦——追忆舅舅陈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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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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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梦》

章节摘录

“笨鸟”不屈展翅翱翔    1952年2月，景润舅舅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他遇到了王亚南校长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在这里还适应吗？”校长主动上前与他握手问道。    “很好，很好，都很好
！谢谢，谢谢王校长！”    可能是长期研究数字的原因吧，景润舅舅这一生中，与人对话语言极为简
练，从来就是这么几句话：“很好”、“蛮好”、“不好”、“谢谢你”。    1956年，党中央决定召
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大会，会议通
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传达和
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亲自领导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一时间，全
国上下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作为科研战线的前沿。厦门大学也提出了培养目标：“作为综合
性大学的厦门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理论与基础学科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鼓励师生向科学
的巅峰挑战。”    时代召唤科学家，同时也为有志人士创造各种平台。厦门大学数学系采取各种形式
，努力为教师创造科研的机会和条件。曾经教过景润舅舅数学的系领导对他说：“景润，你数学基础
非常好，可以选一些课题进行研究，利用业余时间给同学们上课。如果需要系里支持，数学系会帮助
你。”之后，数学系让他担任了“复变函数论”课程的助教。    在教学中，景润舅舅感到信心百倍，
在讲台上，一点也不感到胆怯，几年来积累的知识喷涌而出。他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讲解获得了同事们
的好评。    工作之余，景润舅舅都在进行数论研究，但一直感到没有多少进展，陷入了久久的苦闷之
中。一次，他在图书馆资料室遇到李文清老师。李文清老师得知他的忧郁苦闷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要研究数论，应该多读华罗庚的书，特别是《堆垒素数论》。如果你能改进华先生的任何定理，
就会在中国的数学界受到重视。”李文清老师的这番话使他深受启发、茅塞顿开。在重要的关头，李
文清老师给他指明了数学研究的路径和方向。    从那以后，景润舅舅除了上食堂，去图书馆数据室外
，几乎停止了一切与数学无关的活动，手不释卷，全身心地投入到华罗庚《堆垒素数论》著作中，这
本厚厚的著作，他几乎能背诵下来。    后来，景润舅舅是这么形容当时如何研读《堆垒素数论》的：
“《堆垒素数论》我一共读了二十多遍，重要的章节甚至阅读过四十遍以上，华先生著作中的每一个
定理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景润舅舅背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办法，就是把书沿着包装线拆开，分成一
页一页的，每次出门就带一页在身上，不管是在走路、还是排队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直到把每一页都
看透了，他才重新把书装订起来。所以说，他的书没有一本是新的。    华罗庚说：“勤能补拙是良训
，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句话放在景润舅舅身上，再准确也不过。    在熟读了华罗庚先生的所有论著
之后，景润舅舅决定就“他利问题”做一些冲刺。    “他利问题”是数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它吸引
了无数数学家的关注和钻研。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以及《等幂和问题解数的研究》一文，都专门
讨论了“他利问题”。这个问题被归结为对指数函数积分的估计，华罗庚在他的论文中写道：“但至
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经过一段辛苦的努力，景润舅舅终于在1956年
完成了数学论文《他利问题》。在最终证明“他利问题”的时候，他改进了华罗庚先生在《堆垒素数
论》中的结论。面对华罗庚这样的伟大数学家，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在李文清老师一再鼓励下，
他才将论文交给了李文清先生审阅。    经过认真审阅，李文清先生认为景润舅舅《他利问题》的结果
是正确的。面对自己的学生对于数学大师的结论发起的冲击，李文清老师既高兴，又不敢有丝毫的懈
怠。于是，又找来张鸣镛老师一块再次审核。最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审阅的结果一致：《他利问题
》的证明是正确的。他们高兴的鼓励景润舅舅将这篇论文直接寄给华罗庚先生亲自审阅。    “任何事
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你们年轻人如果在著名数学家面前止步，不敢再作进一步研究、获取新的成果，
数学又怎么能发展呢？”李文清对景润舅舅说。    后来，李文清把景润舅舅的《他利问题》论文，直
接寄给了中科院数学所的关肇直先生，并由关先生转交给华罗庚。    很快，景润舅舅接到了一份来自
北京的电报。电文很简单：“请陈景润到北京报告论文”。电报最后的署名是华罗庚。    1956年，景
润舅舅和李文清先生搭上了北上的列车，前往北京参加数学论文宣读大会。幸运的突然降临使他既高
兴又紧张，在列车上，他忐忑不安地问李文清老师：“老师，您说我的论文好吗？”    “当然好啦，
要不怎么会邀请你去参加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呢？”    “好，那就好！那你说华先生会喜欢我的论
文吗？”    “当然喜欢啦，要不华罗庚先生怎么会亲自发来电报邀请你呢？”    “蛮好，蛮好！我的
普通话不好，他们不会听不懂的吧？”    “你是去北京宣读科技论文，又不是参加普通话比赛。你先
把论文背熟，然后讲慢一点，他们会听l董的。”    “那就好，那就好！”    伴随着咣当咣当的车轮声
，景润舅舅在车厢里大声地背起了论文。李文清老师看着眼前这可爱的学生，想到他的努力终于得到

Page 5



《铸梦》

回报，心里别说有多么的高兴。    在宣读论文那天，看到台下坐着的那些敬仰的数学家，景润舅舅兴
奋、紧张的心情交织在一块。正如原先担心的那样，在宣读论文环节果然出了乱子，他结结巴巴读不
下去，无奈之下，只好把论文内容写在黑板上。看到这情景，在场的科学家们都笑了起来，他们在不
停赞叹眼前这位数学奇才的同时。也验证了社会上对陈景润的“痴迷、傻果”的传说。    这时，李文
清老师赶紧走上前帮助解围。“我的学生不善于讲话，请专家委员会同意让我为他的论文作补充介绍
。”李文清老师诚恳地向主持人说。    最后，华罗庚先生上台做了评论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景润舅舅
所取得的成果。针对景润舅舅的现场表现，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鼓励那种不埋头苦干，专作嘶
鸣的科学工作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癖’、‘偏激’
、‘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
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者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    是啊，华罗庚先生是景润舅舅另一位
伯乐，他把景润舅舅从厦门大学带到身边，带到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在这里，景润舅舅学会的
不仅仅是数学的研究，还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华罗庚先生是景润舅舅终生敬重的恩师。    P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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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梦》

后记

每当我们仰望天际，总会有一颗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小行星，沿着自身的轨迹在浩瀚的星空不停地运
动。这是被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编号为7681的“陈景润星”。    虽然，景润舅舅的身影
我再也看不到了，但这颗耀眼的星星却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他在我的心中，在许多有梦想的中国人
心中，闪烁着恒久的光芒。    1978年，著名作家、诗人徐迟老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所造
成的轰动效应，让景润舅舅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家喻户晓。陈景润这个名字一时成为了科学的代名词
，并影响了新中国整整一代人。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成了激励着那一个时代人们勇攀科学高峰，追
求强国梦想的一面旗帜。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楷模，这些楷模顺应了其所属时代的发展要求，
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和引领方向，为当时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起到了重大的导向作
用。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楷模，他的精神引领价值能够成为一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超越特定的
时代、超越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功利目的，而成为一种恒久的、普适的，能够在一个国家、民族长期的
发展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漫长征途中起到一种支撑、引领作用的精神力
量呢？答案是肯定的！“陈景润精神”就是其中之一。    景润舅舅去世后，他的同事、朋友和有关学
者专家先后整理出版了关于他的个人传记和文集。比如王元和潘承洞合编的《陈景润文集》、罗声雄
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王丽丽和李小凝合著的《陈景润传》、沈世豪的《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国人物：陈景润》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现了景润舅舅别样的人生奋斗轨迹。更
可贵的是，这些作品为传承和光大陈景润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在我一生中，有幸在较
长的时间里与景润舅舅有着亲密接触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他去世这二十多年，亲眼见
证了他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他那艰苦、勤奋、执着、进取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无论我在人生的
征途中收获到成功的喜悦或是遭受到挫折磨难，他始终是我的一面镜子，我的精神支柱。我永远也不
会忘记他曾经告诫我的话：“人生的目的就是奉献，不是索取”；“时间是个常数，花掉一天等于浪
费24小时”；“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
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些与他相处的片断，像蒙太奇时时
在脑海组合重现。在景润舅舅诞辰八十周年临近的时刻，我鼓起勇气，把我对景润舅舅的特殊情感融
入到沉甸甸的文字之中，作为对他的最好纪念。    在整理写作过程中，由昆舅妈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
、帮助。她对我说：“宋力，你就大胆的写吧！你舅舅是个血肉丰满的人，这一点只有爱他的人才能
真正感受到。在所有的外甥中，你和舅舅相处的时间最多，他也是最爱你的，你对他也是最了解的啊
⋯⋯”    曾经长期在景润舅舅身边工作的李小凝同志，热心地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以及珍
贵的史料和照片。    在搜集景润舅舅生前珍稀照片和史料的过程中，得到了我小姨陈景馨和福州市博
物馆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支持。    原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程润江、厦门市烟草专卖局调研员庄永
庆、厦门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陈忠坤、周纪延等同志，在我写作、修改、整理、出版的过程中，给
予我很大的帮助。    同时，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李云孝、沈炎坤、易景东、洪少波、邱建波、张
爽、骆义宁、张方、郑进兴、杨祖基、林国梁、王建勇、徐小波、林师训、黄永辉、周雁、季俊、林
锦忠、林琦、陈小红、郭立、宋凌、苏国辉、黄宗淦、张海昌、方祝平、黄剑、林向东、施旭砀、黄
德涛、黄争、黄伟生、滕向阳、朱学荣、陈钧、陈榕生、林芊、吴立丹、张志新、陈光泽、林景忠、
陈盖、黄峰等朋友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当我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清样时，我能深切地感受到
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友谊的温馨。谨此，特别要向这些同志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还想把此
书献给与景润舅舅同年去世的徐迟老先生，是他与景润舅舅短短几天相遇所碰撞出的心灵火花，迎来
了新中国科学发展的春天。让我们在徐迟老先生的一首诗里，再次品读景润舅舅与他痴迷一生的数学
王国：    我所攀登的山峰    在雨雪云雾笼罩下    它吸引你走进它    像磁场引导指南针    除非你是勘探人
员    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    宋力    20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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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励志是成功的阶梯。在陈景润眼里，生命的全部意义等同于数学研究。在那科学研究被窒息的年代，
他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追求与整个社会思潮产生了逆向背离，面对流言和挫折，毫不动摇。他把孱弱的
身子锁定在6平方米的“生命容器”内，辛勤耕耘着这片自由的乐土，坚持不懈地推算着“哥德巴赫
猜想”，拼着性命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铸梦——追忆舅舅陈景润》的作者宋力以“外甥”
的独特眼光，深情地追忆了陈景润生前的生活点滴，全景式地披露了其生前珍稀资料，谱写了一段为
梦想不懈攻关的科学传奇，完整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陈景润。陈景润坚持不懈的“铸梦”精神，
不仅影响了过去的一代人，在当今时代，他更是年轻读者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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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终于有了一本属于我自己的陈景润传记！总体写得不错，作者作为亲人的所见所闻也算是独到之
处。但是，作者也许还是不免掺杂了一点个人的见解在里面。提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是不要和徐迟的
《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太过浪漫，现在需要的是让大家脚踏实地研究数学，而不能鼓励民间科学家用
初等数学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2、事迹感人，不过与党和国家的联系似乎占了全书大多数，没有充分体现出叔侄关系的特殊
3、陈景润治学之废寝忘食、日夜不绝令人敬佩。而这本书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数学家怎样在政治动荡
中惶恐度日、唯唯诺诺、最终满口只有党和国家的故事⋯他在各种荒谬狂热之中勉强栖身，被冷落过
、批斗过，也被捧成国家英雄过。学者做成了棋子，还不如死了算了
4、垃圾书。严重贬低了陈景润及其精神。作为外孙本该努力呈现陈景润的伟大成就和精神，但是却
用肉麻的、政治性的词来写陈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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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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