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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承洞先生雕像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落成

看着他的雕像，聊聊我们的老校长

□记者 徐玉芹

数学家潘承洞

要说潘承洞，当然要从哥德巴
赫猜想说起。

上世纪80年代，也许是因为徐
迟的那篇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报告
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也许是因为
历史的因缘际会,“哥德巴赫猜想”
居然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
名词。这个词代表了一段传奇,代表
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代表了一
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直到今天，
仍然有难以计数的人，大学老
师、中学老师，甚至工人农民，为
哥德巴赫猜想着魔。在那场哥德
巴赫猜想热潮中，陈景润成为家
喻户晓的人物。其实，潘承洞先
生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曾在
竞争中一度处于领先位置，他的名
字已经镌刻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
的年表上。在国际数论界，人们把潘
承洞与华罗庚、王元、陈景润并称为
中国数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潘承洞（1934年5月26日-1997
年12月27日），江苏省苏州人，中国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今年是潘承洞
先生诞辰90周年，山东大学推出了
纪念潘承洞先生诞辰90周年纪录
片。片中介绍，潘承洞先生在孩提时
代便展现出数学天赋：“1950年，苏
州桃坞中学的教室有些喧闹，老师
正为一件事感到不可思议。班里的
一名学生发现了著名数学教材

《范式大代数》中的一处错误，并
给出了修正答案。这名学生叫潘
承洞，他已经感受到解决数学问
题的快乐。不久后，潘承洞考上
北大数学力学系，师从闵嗣鹤学
习数论。”闵嗣鹤对潘承洞循循
善诱，引导他选学了解析数论专
门化。他也在此期间参加了华罗
庚组织的研讨班，并从此与哥德
巴赫猜想、与数论结缘。

1961年，潘承洞从北京大学数
学力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山
东大学任教。他并未放弃研究。当年
在山东大学，常有人深夜里看见一
个瘦高的身影急匆匆跑进数学系
教室，那个身影正是潘承洞。潘承洞
先生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梦里常
会浮现出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
题，灵感一旦出现就再也睡不着，只

能跑去教室彻夜工作。
潘承洞对匈牙利数学家瑞尼

的研究工作作了改进，试图证明“1+
5”。他不断通过信件向王元告知自
己的研究进展。王元对潘承洞的证
明不断质疑，潘承洞持续加以解释。
那段时间，潘承洞给自己的未婚妻
李淑英只写过两封信，给王元却写
了60多封，可见“拼搏之激烈”。最
后，在无可争辩的情况下，王元承认
了潘承洞的证明结果“1+5”。

1963年，潘承洞、苏联数学家巴
尔巴恩与王元又都证明了“1+4”。潘
承洞发表了论文《表大偶数为素数
与一个不超过4个素数乘积之和》，
论证了“每一个足够大的偶数可以
表示为一个素数和另外四个素数
的乘积之和”。这些成果将中国在哥
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向世界领先
地位，被国际数学界公认为“实现了
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关键性突破”。

1979年7月，在英国达勒姆举行
的国际解析数论会议上，潘承洞应
邀以此作了一小时的报告，受到华
罗庚和与会者的高度评价。1981年，
潘承洞与潘承彪合著的《哥德巴赫
猜想》，对猜想的研究历史，主要
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作了系统
的介绍与有价值的总结，得到了
国内外数学界的一致好评。1982
年，又发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的一个新尝试》一文，提出了研
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不同于经典“圆
法”的新途径，其误差项既简单又明
确，受到国际数学界的极大关注，认
为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探讨。

凭借在数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1978年，潘承洞荣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并获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2年，因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
的突出贡献，潘承洞与陈景润、王元
一起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世易时移，如今的人们可能很
难理解为什么“哥德巴赫猜想”这样
一个数学研究话题会在当时产生
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回头来看，
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在期盼并迎来

“科学的春天”，陈景润、潘承洞这一

代数学家用他们的努力和成果，在
那个时代为翘首以盼的国人讲述
了一个美好的“春天的故事”。

教育家潘承洞

1983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
一篇文章《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第
一次培养出博士和大批硕士》。文章
报道，当天下午，人民大会堂见证了
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的诞生。在这
首批18位博士中，有一位名叫于秀
源，而于秀源的导师正是潘承洞。

潘承洞不仅是伟大的数学家，
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一
生，教书育人，可谓桃李满园。

潘承洞自1961年从北京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到山东大学工作后，
始终站在三尺讲台，乐教爱生、立德
树人。在学生心里，导师如父，不言
自威，其实他把每个学生装在心里，
对学生成长和发展倾注关爱；于山
东大学而言，他奖掖后学、提携青年
教师成长，为山东大学今天的学科
布局和特色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学生、山东大学副校长刘
建亚回忆说，自从1978年国家重新
开始招收研究生起，至1997年去世，
潘承洞先生共指导培养了14名博士
研究生和20多名硕士研究生，其中
包括我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
一于秀源等。刘建亚说，潘承洞不仅
教授知识，传授学生独立科研的本

领，还以自己对数论研究的执著和
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示范做人。“目
前，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已经成为我
国解析数论研究的中坚力量。”

曾经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王
小云教授如今已经成为密码学
领域的权威学者，而她的成功也
正是源于潘承洞的引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潘承洞敏
锐地意识到数论在信息科学中的
广阔应用前景，大胆决策，连续两年
招收王小云、李大兴为博士研究生，
主攻方向改为数论在密码学中的
应用。山东大学密码学领域的研究
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成为我国重要
的密码学研究基地之一。

1993届博士王小云院士回忆
说，潘承洞先生虽然自己不做密码
研究，但是提供给她的参考文献
事后证明都是最好的。现代的公
钥密码学也都是按照潘承洞之
前给她的那些文献构建起来的。
在王小云院士的心目中，潘承洞
先生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数
学家，“事实证明，潘老师当年的安
排非常具有前瞻性”。

如今，山东大学已成为中国数
学研究重镇。回首来时路，潘先生的
开创和引领居功至伟。

潘承洞与山大

1986年11月，潘承洞出任山

东大学校长，此后十年，山大进
入“潘承洞时代”。

潘承洞上任伊始，“文史见长”
的山大面临新科技的挑战，先生的
治校方针是“文理并举，新老并进”。
在注重综合性大学的基础理论研
究，发展原有重点学科的同时，积极
扶持建设一批高新技术学科，使得
山东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尽快
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此外，潘承
洞还不拘一格降人才，对同辈、
对同行无私坦荡。在任校长期
间，先生着重进行青年后备科研
人才的培养和各学科教学科研梯
队的建设，创造条件使青年学者能
尽早脱颖而出。他主持制定了“破格
教授”政策等措施，使得山东大学职
称评定工作中逐步形成了重能力、
重成果、轻资历的良好风气。

1991年，山东大学建校90周年
之际，潘承洞撰文《迎接挑战，振兴
山大》，指出“一个大学要想不断发
展，不断提高，必须注重发展高科
技，把注意力转移到为经济建设
服务的主战场上来，加强应用研
究和开发研究，发展高技术产
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国
家发展作出贡献。在校长任期
内，他还提出“立足山东，服务山
东，面向中国，面向21世纪”的办
学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山东
大学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也赢
得了山东省政府和济南政府的
大力支持。1997年，学校顺利通过
了国家“211工程”的立项。

在潘承洞任期内，山东大学
威海校区（现为“威海校区”）正
式落成，前期作为副校长、后期
作为校长的潘承洞对威海校区
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

在潘承洞先生雕像落成仪式
上，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深切
缅怀了潘承洞先生为威海校区建
设发展所作的贡献。任友群在致辞
中说，“当时从济南到威海交通很
不方便，威海校区所在地尚未开
发，还是一片盐碱地，办学条件
非常艰苦。潘承洞亲力亲为，多
次到建设工地。”任友群介绍说，
1986年11月，潘承洞担任山东大
学校长期间，力推完成了山东大学
威海校区的第一期建设，极大地拓
展了山东大学的办学空间和格局。
1987年9月28日，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举办开学典礼，潘承洞先生亲自参
加，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目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占地
1300余亩，拥有本科生12000多人、
研究生2500多人、教职工1300人，
设有13个学院、32个本科专业，打
造了以“空间科学、涉海学科、区域
国别学”为代表的特色学科矩阵，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等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
创造了名校与名城共进共赢的合
作典范，书写了弦歌不辍、砥砺奋
进的辉煌篇章。“以潘校长为代表
的先贤前辈们，擘画的壮丽蓝图正
在一步步落地见效。”任友群表示，
为潘承洞校长树立雕像，将时刻激
励我们守正创新，砥砺奋进，“把老
校长开创的事业守护好建设好，努
力创造不负先辈期望的新业绩。”

10月26日，潘承洞先生雕像
落成仪式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
行。潘承洞是谁？山东大学威海校
区为什么要给他树立雕像？这个
问题在上个世纪可能根本不用
问。但是,随着潘先生离开我们日
渐久远，很多人对他已经淡忘，而
有些年轻人或许根本没听说过
他。在潘承洞先生诞辰90周年、山
东大学威海校区办学40周年之
际，我们有必要来聊聊这位伟大
的数学家，我们的老校长。

潘承洞（中）在山东大学与学生们交流。 山东大学供图

潘承洞先生雕像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落成。 山东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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