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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佳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宗传明的办公室既狭小又简陋。一张写字台、满满一柜子书和两把旧椅

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一台用了十几年的笔记本电脑大概算得上是这里最现代化的电器了。 

 

事实上，宗传明连手机都没有。然而，逼仄的空间和陈旧的设施并未束缚住这位数学家的天马行

空。他将最精确的运算和最复杂的推导都放在了自己的大脑中。 

 

5月4日，纯数学领域的权威杂志《数学进展》发表了宗传明一篇长达61页的研究论文。而为了这一

刻，他整整准备了23年。 

 

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 

 

先哲的智慧总是让人惊叹。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就发现了五种正规多面体——正四面体、正

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人们将这些正规多面体赋予了灵性，如正四面体代表

火，正八面体代表空气，正二十面体代表水。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断言，在这五种正规多面体中，正四面

体和立方体都能砌满整个空间。换句话说，他认为用大小一样的正四面体形状的砖彼此无缝地相接起

来，就能装满整个空间。 

 

在随后的一千八百年中，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断言曾多次受到著名学者的质疑。但是，对其错误的严

格论证直到16世纪才出现。 

 

“人们发现，当几个正四面体沿着一条棱围成一圈时一定会产生缝隙。”宗传明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用专业的话说，正四面体的最大堆积密度是小于1的。 

 

1900年，被称为“数学界无冕之王”的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

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他提出了新世纪数学家应当努力解决的23个数学问题，著名的费马猜想、哥德巴赫

猜想均在此列。 

 

而基于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和开普勒关于堆球的猜想，希尔伯特将“确定一个给定几何体（例如球或

者正四面体）的最大堆积（或定向堆积）密度”列入他的第十八个问题。 

 

“数学家要有点志气” 

 

1991年，在中科院院士王元的支持下，宗传明坐上火车，历经7天7夜的长途跋涉，远赴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代著名数学家拉夫卡和格鲁巴学习数的几何。 

 

起初，年轻的宗传明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直到一个周五的下午，他来到拉夫卡的办公室。这

位老人告诉他：“一个好的科学家要树立一个远大理想，要有一个核心研究问题。问题确定后，要坚持

为了纠正亚里士多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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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独立思考，围绕着核心问题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水平。不要整天忙于读书与听报告，独立思考是最重要

的。” 

 

之后，宗传明阅读了大量书籍，从中确立了他的长远研究目标：希尔伯特第十八问题。 

 

“我觉得数学家要有点志气，不能光挑一些小问题研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宗传明说，“好的

数学家都希望能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他们关心的是100年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同时，科学也会让民族

有光。如果牛顿、爱因斯坦都是中国人，想必现在我们的腰杆会挺得更直。” 

 

幸运女神降临 

 

回国工作后，宗传明得到许多前辈数学家的提携与帮助。这使他下定决心要在希尔伯特第十八问题

上取得突破，远则告慰恩师，近则对得起前辈的支持。 

 

宗传明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这一难题，并动手做了许多几何模型帮助思考，寻求创新思路。但这毕竟

是一个“令许多杰出数学家竞折腰”的问题，六年过去了，仍然没什么实质进展。 

 

200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两组科学家借助计算机对正四面体的堆积密度展开竞赛

式研究。而材料学家也开始认识到，基本单元为正四面体的纳米材料可能具有十分特殊的物理性质，其

有望在应用领域大展拳脚。 

 

这使宗传明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更让他深刻地体会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谢绝了国际、国内

的所有邀请并辞掉一些行政事务，开始更加专注地研究希尔伯特第十八问题。 

 

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后，2012年8月，宗传明发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从而在这一著名问题上获得突

破性进展。他证明正四面体的最大平移堆积密度介于0.367346……和0.384061……之间，这是人们对这

一问题所取得的第一个上界。 

 

“这篇论文投稿后，审稿时间长达一年半。”宗传明坦言，“到了后期我真的很紧张，因为万一中

间出了什么错，这20多年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 

 

这一次，幸运女神终于眷顾了他。经过严苛的审稿后，论文终于成功发表，并被欧美同行盛赞为一

项辉煌的工作。德国著名数学家汉克评价称：“必须承认，我被其中异常复杂的运算和构造吓坏了——

非常让人敬佩！” 

 

“有些数学家很幸运，找到一个著名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需

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谈起自己的成功，宗传明说，“我绝不是天才，只是比别人更努力

一点而已。” 

 

《中国科学报》 (2014-05-14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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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传明的办公室既狭小又简陋。一张写字台、满满一柜子书和两把旧椅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一台用了十几年

的笔记本电脑大概算得上是这里最现代” 

这就是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办公条件！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国家确实困难到这种地步了

吗？！重视科学、重视研究、重视知识分子不能只挂在嘴上喊喊口号，希望有更多的实实在在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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