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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十一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 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tory）宣布验证了引力波。引力波是爱因斯坦一百年前通过逻辑思维想象

并推导出来的。经过一百年的科技发展，人类终于有能力来验证它了，实在是可喜可贺。

伽利略的望远镜拓宽了人们观测天空的视野，引力波的验证给我们打开了研究宇宙的新

窗口。这是人类科学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全世界都为此而激动。各国媒体都予以广泛报导。

中国媒体也不落后，除了新闻报导，还有不少人写科普文章介绍引力波，广为宣传。

 

如果新闻到此为止，普天同庆，皆大欢喜。但是，有好事者认为这个独立事件八

卦性不够，硬是把这个新闻与五年前的一个电视节目联系在一起了。因为那个节目中

的主角在谈话中偶尔提到了引力波这个词。这节目本来与引力波的发现没有丝毫关系，

现在不但通过一个词组联系了起来，更因为这个节目的一些有争议的行事方法，在网

上引起一个不小的风波，进而引出一段与数学有关的故事。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风波

的来龙去脉，顺便欣赏一下相关的数学问题。

先从事件中心这个节目说起。这节目叫“非你莫属”，据说是让“能人”到节目上

讲他们的能力或理论，希望找到工作或投资。那天的节目请了一个叫郭英森的人。这

郭大哥一上来就反爱因斯坦，讲什么超光速，长生不老。还说他的发明可以得几个诺

贝尔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人已经走火入魔。有嘉宾告诉他如果真认为自己这些发

明正确，可以把它们写成专业论文投到学术杂志上。还有嘉宾劝他，把这些当成业余

爱好可以，但不要影响生活。还有嘉宾直接就对主持人说，这人病得不轻，救人要紧。

按说这些话本身并没有错，但因为嘉宾们心里清楚这郭大哥根本就是在胡说，言语间

就有一些嘲讽的口气。这郭大哥在解释自己理论的时候说自己这套理论不同于牛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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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依据的是引力波。就是这么偶尔的一提，没想到五年后引力波这个词红起来了。

于是这视频被好事者挖出来，并配上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标题“工人提引力波遭嘲讽”。

网上便因此炸开了锅，许多评论都说嘉宾不尊重科学，打压创造。要允许有梦想。

从视频看，当时的场面比较尴尬。台上有好几个嘉宾很清楚这郭大哥说的东西与

科学背道而驰。任其在台上宣扬伪科学不好，与他辩理更不行，因为他用的是不同的

逻辑体系。实际上他用的许多词组，比如“引力波”，他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

劝说的口气又有欺负病人之嫌。归根到底其实是节目组的错，把这样的人请到台上就

是存心让他上去出洋相。

把这个视频挖出来，并采用“工人提引力波遭嘲讽”这样的标题，明显就是想挑事。

抛开这个节目本身的好坏不说，有人要挑事，竟然就真的能挑起来，这是比较可悲的

地方。相当一部分读者对这些人有天生的同情心，觉得他们已经很努力了，应该给他

们话语权。要允许人有梦想。这些人由于自身科学素质低，不知道现代科学发展到今

天，积累了许多前人研究的结果。要想对其有新的突破，必须先系统地学习前人的结果。

不愿系统地学习，而是异想天开地搞什么永动机、长生不老，企图一鸣惊人。这不能

叫梦想，只能叫妄想。

社会上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各地都有。有人把这些不愿意一步一步地努力

学习，却总想一鸣惊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称为民科。比“民间科学家”这个词义

要多一层“妄想者”的成分。真正搞科研的人都不去理会民科，但他们却总有一定的

市场。民科在社会上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同情甚至认可和支持，归咎起来，是因为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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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科学素质不高，愿意相信神话。所以，要根除这些民科的生存土壤，最根本的

方法就是提高民众的整体科学素质。当然，也与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所以，媒

体需要科学素质高的人来把关，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这个《非你莫属》节

目本身就很成问题。让一帮娱乐明星去判定“科学”的东西实在太搞笑。有些嘉宾懂

科学，不是娱乐明星，但把他们与娱乐明星混到一起，也很难扭转形势，因为那根本

就不是一个辩理的地方。

网上很多人都受蒙蔽，真以为这个郭大哥新提出了什么“引力波”或在理论中用

到引力波。实际上这郭大哥只是用了一下这个词组，根据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我估计

他基本不懂引力波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认为他真有什么伟大理论，有望得诺贝尔奖。

于是嘉宾们落了一个打压有才之士的罪名，比窦娥还冤。

支持民科的一个常见的观点是，爱因斯坦可以推翻牛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推

翻爱因斯坦？首先，爱因斯坦没有推翻牛顿，他只是把它做了“扩展”。牛顿力学在日

常中还是成立的。其次，要推翻爱因斯坦，你得先把它搞清楚，还必须说明它如果不对，

为什么有那么多验证？不能一上来就超光速什么的吓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民科的。科学素养高的人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科的本质。

民科不只是中国的特色，英国有，美国也有，世界各地都有。著名数学科普作家马丁 •
加德纳还专门为民科归纳了一些特点，比如 ：自认是天才，觉得自己受到迫害，专门

做大问题，推翻现有理论。最近还有美国加州的一个数学教授为民科列了一个指数打

分系统。什么样的情况给多少分 ：提及“爱因斯坦”、“霍金”、“费曼”，加 5 分 ；认为

自己应该拿诺贝尔奖，加 20 分 ；自比伽利略，声称自己正受到现代文明的审判，加 40
分等等。按照这个打分系统，前面提到的郭大哥的民科指数远超 100 分。民科的一个

常用术语是 ：我的理论不需要数学。

更搞笑的是，在“我的理论不需要数学”的众多民科之中，数学民科占相当大的比例。

这些数学民科一般都号称解决了古老难题、世纪猜想，比如费尔马大定理、哥德巴赫

猜想等等。通常，这些古老难题叙述起来比较简单，使一些人认为解起来也简单。几

十年前我在中科院数学所读研究生，那里每年都要收到许多这些猜想的证明，数量之

多，用麻袋来装。所里有一个不是数学家的业务干部经常处理这些民科证明。久而久之，

他也很熟练了。“你看，这一行，这个 A 根本就不是素数嘛”。于是有人告到中央说此

人专门压制民间数学家。

新浪微博有人收集了一些在中国比较著名的民科。有搞永动机的（后来发现使用前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