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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活相对紧张，每天除了大量的作业要做以
外，谭泽睿还要到奥数集训班接受集训。这就大大减
少了自学数学理论的时间，谭泽睿很感不爽，每天都
泡在题海之中，每天每节课都有做不完的题。谭泽睿
向来讨厌题海战术，根本就不喜欢在已知的公式、理
论下机械做题，总喜欢研究未知的东西。尽管很不情
愿，但又没有办法，谭泽睿硬着头皮撑着。

没有时间看书怎么办？谭泽睿只能利用课间时
间，或者晚自习结束的时间。但宿舍熄灯时间是固定
的，每晚 10 点半熄灯就寝。寝室看不成，他就拿着
书到厕所里去看。就着昏黄的灯光，津津有味地读数
学理论，往往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有同学起夜发现
后，给他起了个“所长”的雅号。常常这样，白天的
精力就有所不足，上课发困。当陈红知道后，担心孩
子的身体承受不起。说什么也不让儿子住校了，在学
校附近租了个两居室，供儿子读书。

但问题来了，陈红每天晚上都得催着他睡觉，有
时午夜一两点他还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啃书。陈红很担
心，这怎么行？睡眠不足，怎么能保证第二天的学习？
于是给儿子严格规定作息时间：12 点前必须睡觉。

寒假来了，谭泽睿本来想利用假期好好研究数序
理论，但学校通知还得“奥赛集训”，这让谭泽睿兴
奋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感觉比赛太耗时，很希望
尽可能有时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但集训不断，哪
有时间顾及兴趣？于是谭泽睿有了退出奥赛的想法，
但当他试着给妈妈说的时候，陈红不同意，劝他坚持
一下。

在纠结中度过了寒假，开学半个月后，陈红见儿
子每天回来都愁眉不展的。问他原因，他抱怨集训太
耗时，没时间读数论，说什么也不想上奥赛班了。听
到这些，陈红坐不住了：“不管怎样，孩子的身心健
康最重要。”于是跟丈夫商量后决定，让儿子退出奥赛，
转到本校的国际课程中心学习。

没有了奥赛集训，谭泽睿腾出了大量时间研究自
己喜欢的数论。每一天、每一分甚至每一秒都书不离
手。看着儿子日渐舒展的眉头，陈红纠结的心有所放
松。有时，看着儿子攒劲地读书，陈红很心疼，劝儿
子别总看书，休息一下。每每这时，谭泽睿都轻松一笑，
对妈妈说：“妈，你不知道，我看数学书就是在休息啊，
身心可愉悦了。”

2013 年底，谭泽睿无意浏览了全球“丘成桐中学
生科学奖”的网页，发现这种比赛规格高，最注重学
生创新探索能力。谭泽睿如获至宝，做梦都想参赛，
于是更加努力于数学理论的学习和探讨。

2014 年 12 月 13 日，第七届“丘
成桐中学数学奖”全球总决赛在北
京清华大学落下帷幕，最终，在全
球 200 多所学校 400 多支参赛队伍
中，来自湖南师大附中的高二学生谭
泽睿脱颖而出，获得唯一金奖。

谭泽睿参赛的是一篇全英文论
文，论文题目是《在平移素数数列中
的无平方因子数》，他在论文中全面

阐述了通过对整数的观察发现问题
并论证与探索的过程。

陪同他去领奖的妈妈陈红听到
儿子获得的是金奖，喜极而泣；辅
导老师程永兴更是感到欣慰，第一
时间把这一喜讯告知了学校领导。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令整个师
大附中的师生们瞠目结舌，老师、学
生纷纷改称他为“大牛”；亲戚朋友

的祝贺电话更是不绝于耳。面对如
此殊荣，谭泽睿却格外淡定，感觉
这一切就像平时攻克了一道小小的数
学题一样不值一提。不仅如此，当
妈妈把获奖的消息告诉亲友的时候，
顺便也告知还有 15 万元人民币的奖
金，这时，谭泽睿还小声指责妈妈

“‘太俗’，就这么一点小事弄得人人
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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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数学“学霸”
一般都是在一堆摞起的草
稿 纸 前 奋 战 的 解 题 神 人。
而湖南师大附中高二年级
的谭泽睿自小并不喜欢做
题，高中时又因为循环往
复的题海训练而退出奥数
班。但就是这个不爱做题、
不上辅导班的孩子，却对
深奥的数学理论情有独钟。
2014 年 12 月 13 日，一举
拿下了第七届“丘成桐中
学数学奖”全球总决赛唯
一的金奖，因此而获得申
请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
知名大学的优先权。

2014 年 5 月初的一天晚上，谭泽睿正在潜心钻
研一本数论，其中列出了一些素数表格，他发现某些
素数减去某个固定的常数就是无平方因子。这时，谭
泽睿犯嘀咕了：这种素数有意思，它们究竟有着怎样
的分布规律？

谭泽睿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东西，这些问题纠缠着
他，于是，开始查文献资料，咨询老师朋友，但并没
有查出有关这方面的成果。这下，他的钻劲来了，一
定要得出结果。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分析探索，他终于探究出了其
中的奥妙所在。5 月底，一篇近万字的全英文论文《在
平移素数数列中的无平方因子数》初稿形成了。谭泽
睿决定把它作为全球中学生学术比赛“丘成桐中学数
学奖”的参赛论文。

报名后，经过层层选拔，谭泽睿在南部赛区中脱
颖而出，顺利拿到南部赛区的参赛资格，2014 年 11
月中旬，在南部赛区的决赛中，再次获得一等奖，进
入最后总决赛。2014 年 12 月 12 日到 13 日，在数学
老师程永兴和妈妈陈红的陪同下，谭泽睿在清华大学
进行最后的角逐。

一切都顺理成章，他的论文得到了相关领域专家
的认可。虽然在答辩中，面对数学领域里的权威，谭
泽睿很紧张，但还是游刃有余地完成了答辩，最终斩
获全球数学竞赛唯一金奖，并得到了 15 万元人民币
的资金奖励，也因此获得申请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的优先权。

（本文严禁转载、上网、摘编）

信心满满  国际数学竞赛一鸣惊人

退出奥赛  留充裕时间专攻数论

陈红大学毕业，做过文字工作，
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一向开明。面
对铺天盖地的辅导班，看着周遭家
长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担忧，给孩子疯狂补课，舞蹈、
奥数、书法、绘画等等，少则两三
个，多则五六个，不管孩子愿不愿
意，大人大包大揽。周末比平时还忙，
大人陪着一个个像赶场似的，陈红
没有盲从。她征求儿子的意见，愿
不愿意上辅导班，儿子明确表示不
愿意。陈红就尊重孩子的想法，让
孩子快乐成长，不逼着儿子上课外
班。谭泽睿自小喜欢科学，陈红经
常会给儿子买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
书，一有空就陪着儿子读。

但谭泽睿真正表现出对数学的
喜爱还是读初二的时候。那时，谭
泽睿刚刚接触了物理学科，对里面
的现象都充满了好奇，不但要知其

然，还必须知其所以然。谭泽睿喜
欢动脑筋，凡事只要看到了，都要
弄出个子丑寅卯。

随着对物理学习的深入，他发
现很多物理现象都与数学有关。谭
泽睿就想着该好好学习一下数学了，
于是开始了微积分的学习和探索。
越学越感觉数学有意思，它在生活
中的用处太多了，太奇妙了。到了初
中二年级末，谭泽睿已经学完了微
积分。初三的时候，开始接触大学
本科才学习的复变函数。如果说微
积分只是向谭泽睿打开了数学的一
扇门，那么复变函数就是把他引入
了数学的天堂，给他带来了无穷的
享受。那些在一般人眼里枯燥的数
学理论，对谭泽睿来说，就像在享
受饕餮盛宴。

从 此，谭 泽 睿 一发不 可收 拾，
课余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数学理论

上。即便在学习十分紧张的初三，
谭泽睿也愣是一口气读了四本复变
函数方面的书。

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谭泽睿
却热情未减，无论多晚，都要挤时
间研读数论，有时甚至放弃做习题
的时间。无论走到哪里，手里始终
拿着一本数学书，随时翻阅。陈红看
儿子如此沉迷，欣慰之余不免担忧：
中考毕竟是人生的节点，数论与联考
根本不搭边，考不了好成绩就上不了
好的学校。于是就委婉地劝儿子，让
他放一放，考完中考再看也不迟。懂
事的谭泽睿口头上答应了妈妈，暗地
里仍然数论不离手。陈红知道后，第
一次收了儿子的数论。谭泽睿才不得
不把精力放到中考上。

最终，谭泽睿没有令陈红失望，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师大附中实
验班。

快乐学习  他对数学“一见钟情”

谭泽睿之所以成绩超群，与他
勤于思考乐于观察的性格息息相关。

今年 16 岁的谭泽睿生于一个普
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工程师，
妈妈做会计工作。小学一二年级的
时候，爸妈工作忙，谭泽睿在外公
外婆家长大上学。直到三年级，谭
泽睿才来到长沙，跟随父母身边。

可回来没多久，就被老师告了一
状。班主任告诉陈红，谭泽睿上课
走神，课堂作业也不按时完成，老师
的课顶多听半节就开小差了。陈红一
听这个懵了，心想孩子可以贪玩，但
无论怎样也不能不做作业呀？难道是

学不会？一向开明的陈红和风细雨地
问儿子怎么不写作业。谁知，儿子不
掖不藏，反问妈妈 ：“都会了，还做
什么作业？不是浪费时间吗？”陈红
看着儿子不容置疑的表情，心里还是
放心不下，要求他踏实点。不久后学
校的期中考试，儿子的数学成绩排
在前三。这大大出乎陈红的预料。

让陈红出乎预料的还远不止这
个，三年级上学期的一个周末，陈
红和儿子一起在打电脑小游戏，完
了以后，儿子告诉陈红，他想学编程。
小小年纪就学编程，口气不小。还
没等陈红回答，谭泽睿又语出惊人，

告诉妈妈，他就是想弄清楚这些游
戏是怎么做出来的。

无论如何，爱动脑筋总是好事。
不管他能不能，都得满足孩子的心
愿。当天下午，陈红带着儿子来到
书店，挑选了编程方面的书籍，谭
泽睿煞有介事地就地看起来，津津
有味如同看故事书。就连书店工作
人员都 很 好奇，摸着他的小脑袋，
问能不能看懂。事实证明，一段时
间后，谭泽睿不但看懂了，了解了电
脑编程的基本知识，而且初一的时
候，已经能够独立搞电子技术和单
片机。

爱动脑筋  凡事都想“一看究竟”

斩获金奖  面对殊荣格外淡定

谭泽睿和妈妈陈红。

母爱相伴，湖南高二学子获全球数学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