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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9 月 24 日专电 （驻鄂记者钱
忠军 通讯员孙夏） 曾侯乙编钟出土 40 周年

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湖北省博物馆召开， 海内

外考古、音乐专家齐聚一堂，总结曾侯乙编钟

等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研究成果。 湖北省博物

馆负责人在研讨会上透露， 经多名全国人大

代表提案， 国家相关部门正全力推进曾侯乙

编钟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978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擂鼓墩

发现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 1 万多件青铜器、

漆木器、金玉器。十二律俱全的编钟、尊盘、九

鼎八簋、《二十八宿图》衣箱、十六节龙凤纹玉

佩为代表的精美文物震惊世界。

与会学者认为，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体现

的音乐、科技、艺术成就，是人类“轴心时代”

文明的杰出代表，曾侯乙墓被公认为 20 世纪

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重5吨， 共65件钟，

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

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

曾侯乙编钟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最

重的青铜礼乐器，音乐性能卓越，音律纯正，

音色丰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长篇铭文系

统记载了中国当时的音乐学理论。 它以声音

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 2400 年前人

类的音乐记忆， 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有声

音乐理论文献。

40 年来，考古人员通过对曾侯乙编钟及

曾侯乙墓中其他系列珍贵文物的深入研究，

确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曾国文化的存在， 完善

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 “曾随之谜”由此逐

步被揭开，曾国的族姓疆域、始封情况，曾侯

世系、曾楚关系也日渐清晰。

出土 40 年间，作为“来自孔子时期的声

音”，曾侯乙编钟以其恢宏气势、浑厚音色，不

仅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 也拉近

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成为文化传播的符号

和对外交流的桥梁。

据湖北省博物馆负责人介绍， 曾侯乙编

钟在 1997 年香港回归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等重大历史时刻金声玉振、激荡人心，展示了

“庙堂重器”的庄重威严和绝世风范；代表国

家礼仪先后出访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仿制的

编钟作为国礼赠送给众多的国家元首和国际

友人，全世界 6 亿多人领略了《编钟乐舞》跨

越千年的视觉盛宴。

他的演讲“甚至不能算是个错误”

菲尔兹奖得主迈克尔·阿蒂亚爵士在海德堡获奖者论坛发表演讲，宣布证明了黎曼猜想，同行却表示———

黎曼猜想要被证明了？只怕这次离真正

的证明还有一段距离。

德国柏林时间 9 月 24 日上午 9 时 45

分，菲尔兹奖与阿贝尔奖双料得主、英国皇

家学会院士迈克尔·阿蒂亚爵士在德国海德

堡举行的海德堡奖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上，

讲述了他对黎曼猜想的证明。

他声称，自己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反证

法， 就解开了天才数学家波恩哈德·黎曼于

1859 年提出、 至今 159 年无人能证明的黎

曼猜想。

就在论坛开始前不久，阿蒂亚爵士还在

网上发布了论文的预印本。这表明他不是仅

仅以一个报告来博得眼球，而是已有实实在

在的论文。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大众欢呼雀跃

于数学王国中最难攻克的猜想得到证明时，

真正的数学家们却非常淡然。而在预印本发

布之后， 来自同行的负面评论越来越多，有

人说他的所谓证明“甚至不能算是个错误”。

究竟阿蒂亚爵士能否证明黎曼猜想？可

能人们将再次接受失望。

一份预告掀起热潮

就在几天前，阿蒂亚爵士声明自己证明

了久负盛名的黎曼猜想，并将在海德堡获奖

者论坛上简单讲述证明过程。

于是，这个消息立刻在大众中掀起了一

股热潮。 如果说数学是人类智慧的皇冠，那

么数论就是皇冠上的明珠，而黎曼猜想则是

明珠上最难擦拭掉的那个斑点。

“如果数学世界只剩下一个难题，那么

一定是黎曼猜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

系教授欧阳毅说，其实每隔几年，就会有人

宣称证明了黎曼猜想，但结果都失败了。

他说，对于数学家而言，只看逻辑和推

导，不看谁先声称证明了什么。所以，对于阿

蒂亚的声明，同行几乎都持淡然的态度。“我

们要看到论文，然后验证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和细节。 如果完全正确，那就向他致以最崇

高的敬意， 他将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没有之一！ ”

数学，就是这样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的

领域，不看权威，不论资历。历届菲尔兹奖获

得者都是年轻人。比如今年的菲尔兹奖得主

彼得·舒尔茨就是 1987 年出生的，但他将代

数与几何结合的工作， 已被很多人跟进，有

深远的理论意义。

预印本发布引来更多吐槽

就在 89 岁高龄的阿蒂亚爵士走上讲坛

前不久，他关于黎曼猜想的预印本已在网上

公布。 这说明，他是真的认为自己证明了黎

曼猜想———根据数学学科发表论文的惯例，

数学家在正式出版前都会提前公布预印本，

先接受同行的检查。 一旦放出预印本，就等

于宣告这个成果的归属。

只有短短的五页纸！其中证明只有区区

15 行！

的确， 黎曼留给后人的也只有短短的八

页纸。 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很快，就有专业

人士指出， 阿蒂亚在第二节定义的 TODD函

数就不靠谱，而这恰恰是证明的关键所在。

简单来说 ， 阿蒂亚是用了一个 TODD

函数的公式，假设有与黎曼猜想矛盾的点存

在，这个公式是收缩的，那么就可以把一个

个点代入这个公式， 如果没有一个点成立，

那么他就证明了黎曼公式 。 然而 ， 这个

TODD 函数在他上一次在海德堡论坛发布

时，就被当场指出是错误的。

所以，尽管演讲还在继续，同行却已基

本上断定，这次阿蒂亚爵士并未能带来真正

的惊喜。 有同行在网上表示，为了尊重这位

曾经做出过非常杰出而漂亮工作的伟大数

学家， 就不要再讨论了， 因为他的证明是

“not even wrong”（甚至不能算是个错误）。

在科学界，这个英语短语描述了一个声

称是科学的论点或解释，但是基于无效的推

理或推测前提。因此，它指的是不能严格地、

科学地讨论的论述。

“这不是一次严肃的尝试，甚至连错误

都算不上。 在论述中没有使用到 Zeta 函数

的任何性质，而这在黎曼猜想中很关键。”欧

阳毅说，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经常在晚年宣称

证明了某个命题，却最终未能成功。 这也是

一种常态，不用对这位前辈过于苛责。

证明黎曼猜想究竟会带来改变吗

数学证明，是一个不断反复质疑、验证

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系

教授李大潜说， 当年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

尔斯做报告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也被同行指

出其中的问题，他又花费了很大力气，才最

终得到了结论。 即使阿蒂亚这次失败，也没

什么，毕竟这是数学上一个公认的难题。 美

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公布的“七大千年数学难

题”，每个难题悬赏 100 万美元，黎曼猜想名

列第一。

除了难度高，黎曼猜想的证明在现实世

界中会改变什么吗？ 李大潜介绍，作为核心

数学中的一个重要猜想，不少数论的研究成

果都是建立在黎曼猜想成立的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的，如果该猜想成立，它们就有了依

据，不然就全无价值。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家并不用为黎

曼猜想是否被证明担心。 欧阳毅说，因为数

学是在理论上追求完美， 但在现实应用中，

很多理论极限上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数论在密码上的应用，包括信息安全和

网络空间安全，乃至量子计算，出现的情况

都是有限情形（目前使用的素数不超过 150

位数）。 黎曼猜想可能的反例出现的范围已

经远远超出实际应用中数的范围。

“除非阿蒂亚证明黎曼猜想不成立，或

者发现质数的新规律，否则不会对现实应用

产生太大的冲击。 ”欧阳毅说，现在看来，我

们只好等待下一位勇士，再向黎曼猜想发起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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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留改拆”，保障民生

老宅盼新生，融入风貌区最好年华
徐汇衡复风貌保护区内历史建筑以“留改拆”为契机，找到各自理想归属

这是两幢位于衡复风貌保护区内

的优秀历史建筑 ， 直线距离不过数百

米。 一幢，因筒瓦坡顶、断檐山花以及小

拉毛米白色外墙而得名“修道院公寓”；

另一幢，则因填充墙体及部分构件用黑

石石材而名“黑石公寓”。

这两幢年逾九旬却特色鲜明的保

护建筑 ， 在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同轨

迹———前者 ，最初是英商私宅 ，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很长一段时间内用作徐汇

区湖南路街道办公所在 ；后者 ，曾是联

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办公场所，此后底层

由徐汇区房管局使用，二层以上则为居

民住宅。

如今，两幢老宅却在梧桐树下有了

交集，找到了各自理想的归属———今年

起，徐汇区相关部门将老宅内的办公场

所纷纷腾挪出去，按照“修旧如故”进行

修复，未来 ，修道院公寓将成为衡复风

貌保护区展示厅，而黑石将打造成与交

响乐有关的种种艺术空间。

今年底明年初，这两幢老宅将重启

大门，向公众开怀，延续传奇与辉煌。

人们来这里看什么 ，光
“兜”建筑够不够

蔡玮，徐汇区文化局文化遗产科科

长， 她此前的身份是湖南路街道历保办

负责人。 自打街道“驻扎”在修道院公寓

办公，几乎每天都会“婉拒”一些欲走进

建筑内一探究竟的访客。访客中，有些是

路过的游人， 有些是专程赶来探访的历

史建筑爱好者。因为办公场所的一道门，

这些好奇心都被挡在门外，未免可惜。

在衡复风貌区推进 “留改拆 ”的过

程中，别人眼中“拥有优渥办公条件”的

湖南路街道却力推迁址 ，“每个人心里

都明白，应该为这座老宅寻一个更好的

去处”。

街道工作人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

节：当迁址消息传来 ，全街道上下没有

一人抱怨， 大家都迅速拾掇手头工作，

在第一时间轻轻离开。

当大家真的能走进这里，究竟看什

么？ 光兜兜看看建筑本身够不够？

关于腾挪出的空间功能，相关部门

也曾考量许久。 根据建筑本身的地理位

置和构造特征， 最终确定将这里作为风

貌区集中展示厅。 据徐汇区文化局局长

陈澄泉介绍，目前，衡复风貌区内很少有

系统性、归纳性的回顾与展示，因此，修

道院公寓未来将在一层开设展示厅，提

供详尽资料。 公众在这里不仅可以近距

离触摸修道院公寓的种种细节， 更能全

方位了解整个衡复风貌区的前世今生，

其中包括： 参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实

物摆件，并通过多媒体互动方式，主动了

解、查询感兴趣的珍贵故事和信息。建筑

二楼，则将开设以历史、人文为主的风貌

区书店， 三楼的露台经过整修也将作为

人文新空间而对外开放， 让人们多一个

角度来看衡复。

而不远处 ，一度功能 “混搭 ”的黑

石，也依据其所在的区域特质设立新功

能、塑造新气质。 地处复兴中路的黑石，

毗邻上海音乐学院，一街之隔就是上海

交响乐团，一墙之隔是法式居民老宅克

莱门公寓，周边也有大大小小与音乐相

关的店铺。

原先“游离”在音乐之外的黑石，修

缮后将承载起音乐艺术的属性，融入这

个被艺术所深深浸润的街区。 据介绍，

经过修缮后的黑石未来将作为交响乐

团的延伸及配套设施 ，比如 ，一层将被

打造成一千平方米的音乐主题书店，售

卖各类音乐书籍、乐谱、黑胶唱片、文创

产品等；同时，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这

里将开设一些音乐大师工作室，建造多

功能演艺厅，举办小型音乐演出等。 改

造项目既尊重老宅原本风貌，也匹配上

更适应街区特质 、 现实需求的特色功

能，丰满街区的音乐业态 ，也吸引更多

国内外优秀的音乐资源入驻。

一砖一瓦总关情，老建筑
在细节中重生

未来美好 ，而当下 ，这两处老宅正

经历最严苛 、最繁复的细节修复 ，如同

绣花一般，按原样式、原材料、原工艺进

行修葺保护。

黑石公寓的建筑是砖混结构，并采

用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即任意模仿历史

上各种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

形式，不讲求固定法式 ，只讲求比例均

衡，注重纯形式美），这种富有历史年代

感的“混搭 ”却给修缮工作带来了不少

困难。 比如，黑石大门入口处是挑出的

大门廊，用双石柱支撑，造型独特；门廊

上方为露台，露台上是逐层收小的弧形

雕砌镂空阳台；而正厅内入口处顶端带

有雕花的石柱及楼梯也有着鲜明的中

世纪仪式感。 公寓内部，走廊随处可见

马赛克拼贴的各种精美图案；墙面都是

不饱和的莫兰迪色系……负责修缮的

设计单位戏称 ：谁都没想到 ，黑石硬朗

的汉子表面下，竟有颗柔软的少女心。

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相关设

计单位在修缮筹备期搜集了大量的公寓

历史照片，并主动召集当时的住户，了解

建筑原本的细节情况， 并召开专家论证

会议， 让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变得有迹可

循。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黑石公寓建

成后数十年间曾被加建了两层建筑，并

连接原建筑，对于这块区域的修缮，工作

人员找来专家做结构检测和抗震检测，

以找到维护墙体和结构的最佳方案。

拱券窗洞、券齿线脚，螺旋形柱，铸

铁窗栅……修道院公寓有着众多典型

西班牙建筑的细节 ，此次修缮中 ，屋顶

上的 16 个烟柱便是亮点之一。 负责修

缮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和传统的长方形

烟柱不同，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不规则

体。 为此，工人们要先用木材打造出匹

配的模具 ，然后用水泥制造成模 ，最后

再用黄泥砂浆在外表进行覆盖，以便完

美呈现年代感。

严谨出真章。 一道道工序，考据一

砖一瓦，老建筑在悉心的修复中焕若新

生， 也为承载起新功能而酿足情绪，做

好准备。

“回忆杀”还不够，邀请更
多人留存城市新记忆

每一幢老建筑都是城市文化的表

达，都承载着一段独特的记忆。 作为上

海保护规模最大的历史风貌区，衡复风

貌保护区内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各类

建筑风格的精华元素及代表建筑，有着

“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 区域内有 950

幢优秀历史建筑 、1774 幢保留历史建

筑、2259 幢一般历史建筑， 一大批知名

艺术界 、教育界 、商界的传奇人物曾在

此居住。

但对于衡复来说，光有“回忆杀”还

远远不够。 借由城市更新的路径，这个

充满传奇故事的风貌区开始探索更有

现实意义的新课题———街区面貌的重

构、文脉的传承、业态的调整、精细化的

治理 ， 以及居民的宜居和高品质生活

等。 “她希望以一种更亲和的姿态欢迎

更多人来探寻、创造属于这个城市新的

记忆。 ”区文化局相关负责人这样注解。

近年来，不少完成修缮的老建筑已

纷纷揭开面纱，走近公众，如巴金故居、

张乐平故居 、柯灵故居等 ；人们也可以

扫描二维码，通过三维动画和语音导览

的方式细细品味老建筑 ， 如布哈德住

宅。 随着更多尘封的大门开启，未来，人

们还能走进老建筑听一场音乐会、看一

场文艺表演，逛一下文创书店……

当下，区相关部门已成立历史建筑

材料实物信息库，建立“一幢一册”的保

护档案 ，制定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技术规程》， 全面提升建筑精细化管理

及修缮水平。 年内，还有一大批知名老

宅将陆续开放并用于公共服务，比如原

区政协礼堂所在地将还原成以夏衍旧

居为标志的开放文化空间，草婴书屋也

将打开大门。 有品位的载体越来越多，

风貌区的故事有了更好表达，也越来越

值得咀嚼品味。

要闻

建筑与城市共生
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 以及保护传承的满腔

热情，应该更充满对于其历史及风貌的骄傲与尊重。

这些优秀历史建筑本身，与这座城市一起生、一起
长，更在历史长河中一起浮沉，它们理应被带入这个新
时代， 以更尊严更美好的状态与更多新生事物产生连
结互动，为这座城市创造无尽活力与传世气度。

在衡复风貌保护区，以“留改拆”为契机，越来越多
保护建筑开始得到有心人的“爱抚”，重新释放空间、梳
理功能，向路人敞开怀抱，以不同的风格和角度，与梧
桐叶、林荫道，与人文情怀和城市生活有机融为一体，

融成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当下最好的模样。

左图：历史悠久的黑石公寓，此处及周边未来将作为

音乐空间向市民和音乐相关人士开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陈 晨

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重5吨， 共65件钟， 最大钟通高152.3

厘米， 重203.6公斤。 本报驻鄂记者钱忠军摄

迈克尔·阿蒂亚爵士
英国数学家，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1966 年

获菲尔兹奖， 1988 年获科普利奖章， 2004 年与辛格共同获得

阿贝尔奖。

黎曼猜想
1859年， 德国数学家波恩哈德·黎曼发表了一篇

名为《论小于给定数值的素数个数》的论文，提出黎曼

猜想。黎曼猜想是关于黎曼Zeta函数的零点的猜想。黎

曼Zeta函数在任何复数s?1上有定义， 与许多其他函

数一样，黎曼Zeta函数在某些点上的取值为零，那些点

被称为黎曼Zeta函数的零点。 比如它在所有负偶数上

有零点（例如，当s=-2，-4，-6，……），这些零点被称

作“平凡零点”。 黎曼猜想认为这个函数的所有非平凡

的零点都分布在复平面上一条平行于虚轴且实部为

二分之一的直线上，但并未给出证明。 这一猜想中的

非平凡零点与质数的分布密切相关，而质数在自然数

中的分布问题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上都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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