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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用非常简单方法证明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用初等方法否定了黎曼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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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马大定理 

费马大定理为 1 2 3
n n nx x x= + ，当 时，2n> 1x ， 2x 和 3x 不能同时有正整数解。 ，

有 ，也可以写成为 。当 时， 和 不能同时有有理数解。

只要证明 ，其中 为奇素数，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这种证明非常困难。1991 年 10
月 25 日我们研究 ，其中 为奇素数，一下子就证明了它。下面我们介绍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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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定义 阶 个变量复双曲函数 为奇数 n 1n− ,i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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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 ,i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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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我有它的逆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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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为奇素数， 。从（2）和（3）我们获得

三个费马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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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证明了（4）和（5）。如 为有理数，那末 为无理数。因此得出（6）也无有理数解。

我们就这样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同样设 也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我用 50 多

种方法证明费马大定理[1，4，5]。 函数是我在大学时发现的，它会找到广泛应用。这是

证明费马大定理唯一正确方法，这是“天书”证明。怀尔斯证明是错误的。他没有资格获得

中国式邵逸夫 2005 年数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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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是每个大于 4 的偶数 是两个素数之和。即 又称为（1+1）。
1995 年我从欧几里得和欧拉证明素数无限多思路出发，找到一种新数论函数 ，证明

了六百多个素数分布定理。 

N 1 2

我们定义哥德巴赫猜想数论函数[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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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2 P

Pω
≤

= ∏

因为 。我们证明了每个大于 4 的偶数是两个素数之和。即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天书”证明。有人说太简单了，但这种证明只有顶尖数论专家才能理解。 是

一种新数学工具，它将会推动数学发展并会找到广泛应用，它可以代替 21 世纪研究方向黎

曼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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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黎曼假设（简写为 RH） 
我们用三种方法否定 RH[3，4，5]，在这里只介绍一种。 
1859 年黎曼定义 zeta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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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s ti iσ σ= + = − , 和 t是实数， 包括所有素数。 p

RH 是有无限多个变量 t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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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ς + = 0.                                （9） 

欧拉推导出（8）是一个恒等式[6]，零点计算只是利用（8）式右边，因为计算比较方

便。我们利用（8）式左边研究计算结果[7]，发现在 和 之间 大值模和 小值

模有相似规律。我们决定利用（8）式左边欧拉乘积来否定 RH。 
0.5σ= 1σ =

我们定义 函数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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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如  (1) 1λ = 1( ) ( 1) ka anλ + += −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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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和（10）我们有 

                                                      （11） (2 ) ( ) ( ).s sς ς β= s

1896 年 J.Hadamard 和 de la Vallee Poussin 独立证明了  (1 ) 0tiς + ≠ 。从（11）我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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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我们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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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和（13）矛盾，从而我们否定 RH。
1min ( ) 0
2

tiς + ≈ 但 。一百年来零点计算是

错误的。计算机不能证明数学难题，这否定已有 9 年，我书排在 MR 中数论第一位

MR2004c:11001。RH 全面否定和 应用论文 2005 年在《代数群和几何》上发表。美国

Current Mathematical Publication 在 9 月马上报导。RH 专家都集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RH 是他们研究方向，到今天在国外无人提出异议。在网上不少中国人说这种否定

是荒谬的，一位作者 yush 说 才可以表示为欧拉乘积。这种 RH 否定是荒谬的。他没有

理解（8），因为数学家研究欧拉乘积无从下手。我希望 Yush 写论文送到 MR 和中国数学杂

志发表，因为我已用 代替 RH 作用，这对我毫无作用，我大因子分解论文在国外发表，

有人提出这种方法计算速度不太快，全世界数学家都在看我的论文和书，我也希望数学家提

出反对意见，这样才能提高，但没有数学家这样作，那末他们没有发现问题。 

0≠

2 ( )J ω

1σ>

( )nJ ω

我数论成果都是在 1991 年以后完成的，1992 年 2 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

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报导院士讲话，中国人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中国院士斩钉截铁

说“不论这些爱好者有多少人，花多少时间，都证明不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科院数学所宣

布，今后，对这类命题的论文原则上不予受理。这样我的论文不能在中国数学杂志上发表。

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能证明这些难题，所以我决定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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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划时代成果。我成果都在国外发表，她将流芳百世，我已满意了，让后人去评论吧！ 
由美国教授来领导中国数学，那只能在中国宣传怀尔斯，只能在中国推销他们的产品，

绝不会支持我的工作。我解决上面三个数学难题，从美国数学协会通讯，普林斯顿和哈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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