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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过保安、车间工，还去日
本种过番薯

打工糊口的他
想稳定下来
继续钻研数学

本报讯 几天来，面对
接二连三的电话，来自信阳
新县的33岁小伙余建春有
些不适应。这一切，源于他
在浙大的课堂上与教授、博
士同台论道。其实，他的身
份就是一名物流工。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10年漂泊打工
业余坚持研究数论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打工
者，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外
漂泊很多年了，一晃 10 年了，
过得挺辛苦的。”昨日下午，余
建春说，自己一个月前从新县
老家盖完房子后赶到浙江杭
州，成为一家物流公司的包装
工。

2006 年 6 月，从郑州牧专
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他没干
上兽医。此后，他开始了漂泊
生涯，武汉、苏州、开封、东莞、
上海、北京等地留下了他的身
影，工作岗位也从保安、生产
车间工人等多个岗位轮换，他
甚至去日本种过番薯，“勉强
糊口而已”。

但有一个爱好他始终未
丢，那就是研究数论。10 年
里，他捣鼓出了一些成果。

打工每到了一个地方，他
就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誊写
在稿纸上，邮寄给大学的教
授，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但大多石沉大海，直
到浙大大学教授蔡天新对他
发出了邀请。

出名后很冷静
希望成个家

“我其实没有受到专门训
练，连微积分也不懂。”余建春
说。6 月 13 日，他坐了一个多
小时公交赶到浙江大学，面对
蔡天新及三名博士生、一名博
士后、一名副教授，推演自己
的5个数论发现。

“我也没想到，就在课堂
上讲了一个半小时，结果被媒
体关注后，一下子热了起来。”
余建春说。

尽管余建春在浙大课堂
上讲课的消息在网络上热转，
并被网友们称赞，但是他并未
显得激动，反而很冷静。他知
道自己目前的窘迫现状，单
身，父母也已双亡，上面只有
一个哥哥。“我希望有一个家
庭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使我可
以业余继续钻研数学。”

本报记者对话走上浙大讲台的河南新县小伙

“我想稳定下来继续钻研数学”
他毕业于原郑州牧专，现在杭州一家物流公司打工
浙大数学教授称其“部分成果达到硕士水平”

剃着板寸，身穿条纹T恤的余建春有些拘谨地站在讲台上，握着粉笔的手微微
发抖。

在余建春面前，坐着浙江大学数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蔡天新，以及他的三名博士生、
一名博士后，还有数论专业的一名副教授。而余建春则要在这些专业的数学研究者面
前，推演自己的5个数论发现。

这让身为物流公司包装工的他一度感到很紧张，然而很快，他便沉浸在黑板上的数
字中。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余建春自认“不能算民科（民间科学家）”。而浙江大学
数学教授蔡天新告诉新京报记者，余建春的部分研究成果“达到硕士水平”。

在迈步进入蔡天新的课堂以前，余建
春从自己位于杭州下沙的出租屋内出门，
转了几趟公交，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在他
租住的这间小房间内，高低错落住了 8 个
人，每月房租只需 100 多元。

余建春的社会身份，与“数学”没有丝毫
的关系。他是杭州一家物流公司的包装工，
每天从早8点干到晚10点，包装整理上千个
箱子，每月工资 3000 多元，不包食宿。而在
此之前，他曾辗转武汉、开封等地打工。更
早些，他是郑州牧专（现为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

今年33岁的余建春至今没有成家，他来
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是家中的次子。
2006 年，在郑州牧专上学的时候，余建春从

图书馆借到一本《数学猜想》，对里面的数论
很感兴趣，没事就扒出稿纸画几下。大专毕
业后，他干过很多工作，都不长久，但是研究
数论的稿纸却越积越多。

他渴望得到学界的认可。打工每到一
地，余建春都会抱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前往当
地大学，希望得到数学系教授关注。此外，
他还把自己“成果”寄给很多学者。

蔡天新的邀请，是他从学界得到的第一
次回复。

是否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了“抄袭”
呢？余建春予以否认：“用的公式不一样。”

蔡天新验证了余建春提出的公式，认
为在一定范围内，余建春的发现能够以更
高的效率找出更多的“卡迈克尔数”。

今年6月10日，浙江大学数学与科学学
院教授蔡天新在自己微博上发布了几张照
片，照片拍的是一封手写的信件，从河南新
县寄出，收件人是蔡天新本人。信纸上没有
什么多余的话，密密麻麻写满数学符号，在
信件的落款处署名“余建春”。

身为数论方面的专家，蔡天新时常收到这
样的手写信件。他说，原以为又是哪位数论爱
好者自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黎曼猜
想”，而“展开细看，才知他推导出连续自然数
立方和表立方数的一个通式，结论正确”。

尽管经过查询，这个通式已有外国同行
做出，他还是对这位名叫“余建春”的来信者
起了兴趣。

四天之后，余建春被邀请到了浙江大

学，参加蔡天新主持的数论讨论班。这样的
讨论班是浙江大学的传统，列席者都是专业
的数论研究者。

这是余建春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在当
天的讨论班上，他显得很紧张。因为用不惯
黑板擦，他习惯于用自己的手掌来擦黑板。

从 10 点半到 12 点，余建春一连讲了自
己的5个“数学发现”。

事后，蔡天新在微博中评价，余建春的5
个“数学发现”中，关于“卡迈克尔数的新判
别准则”的“发现”堪称“亮点”。

“卡迈克尔数”，又称“绝对伪素数”，由
美国数学家卡迈克尔在 1912 年首先发现。
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准则，一直是数论爱
好者的研究热点。

■对话

“从小对数字很敏感，
但数学成绩不是很好”

身为包装工的余建春，每
天工作超过 14 个小时。在装
货、卸货、包装之余，趁着难得
的午休时间，新京报记者与他
进行了一次对话。

没时间看数学 想换份工作
新京报：什么时候对数学

产生兴趣？
余建春：我从小对数字很

敏感，但是数学成绩一直不是
很好。后来在郑州上学时看到
这方面的书，没事就会翻翻，发
现自己兴趣很大，就经常找例
题做了。

新京报：现在每天有多少
时间研究数学？

余建春：以前一天两三个
小时吧，现在这份工作太累了，
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根本没
时间看数学，我想换份工作。

我不是民间科学家
新京报：为什么会对数论

感兴趣？
余建春：数论比较适合吧，

能用浅显的公式推导。关于卡
迈克尔数的推导，我基本上没
用到高等数学里的东西。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算是
“民科”吗？

余建春：“民科”是“民间科
学家”吗？我还达不到那个水
平，只能算是“业余数学爱好
者”。我的数学基础很差的，只
是对伪素数比较感兴趣，花了
些时间而已。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你愿
意专职从事数学研究吗？

余建春：我其实还挺想的，
但是现在没有考虑过。家里经
济条件比较差，我要先把生活
的问题解决了。数学书那么
贵，我已经好几年没买过书
了。但是要是有人推荐，待遇
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做研究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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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余建春向晚报记者传来
其工作时的照片

余建春在浙江大学推演自己的5个数论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