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点空格证明黎曼猜想不成立（2） 

 

我们大家先要彻底弄明白：黎猜的零点及其(零点空格), 它们在数论上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 

为此, 笔者干脆打锣提醒读者：面对规范无限，数学古圣的智慧是整数只有单偶二种。反之， 

如果整数不是单偶二种，那么面对无限, 我们的脑袋就要可怜地让一堆堆迷茫的数字来接管。 

所以，既然黎曼临界线上从小到大的零点不可能是一组偶数，那就肯定是一组单数。换言之， 

实际上黎曼猜想的逻辑，说穿了就是故意给临界线上的每一单数，一律加送个花名叫做零点。 

因此真相大白：既然单数的花名是零点，这说明：（单数空格）的花名自然就是（零点空格）。 

另，本文需要同时运用语言系统和视觉系统，所以笔者就从几年前证明孪猜成立，开始说起。 

 

A 图说明：因为上排从 1开始依次填入空格到无限，下排从 3 开始依次填入空格到无限， 

所以，无限的（单数空格）都是由上下二格相配对的，同样是无限的（单单对）来填满。 

A 图又说明：假设从某一数域起，（单数空格）不是由奇合数与质数共同来填满，而是变成 

永远都是由奇合数来填满；那么质数就并不是无限的。因此质数及其（质单对）都是无限的 

在本文的表达方式是，既然位于（单单对上格）永远都是无规则的、无限交替出现式的质数 

是无限的，所以这些无限的质数自然就会连带到，上下二格相配对的（质单对）也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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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说明：就在位于（质单对下格 3—21）这一数段，算术的方式是（8—5）＝3。 

不言而喻，因为单数的个数多有 8个（被减数），而奇合数的个数少有 3个（差数）； 

所以，奇合数在个数上填不满的那 5个待填空格，必需要由 5个质数个数（减数）来填满。 

反过来验证：（3+5）＝8。这说明位于（质单对下格 3—21）这一数段里的单数空格， 

必需要由奇合数个数（差数）与质数个数（减数）共同来填满。 

B 图又说明：如果我们把任一单数都看作是被除数；那么，位于（质单对下格）从小到大的 

一组单数即一组被除数，诸如 3，5，7，9，13，15，19，21…… 

它们永远就会有二种可能：即分别永远都是无规则的、彼此无限交替出现式的奇合数与质数。 

所以，从有限到无限，如果我们以每当有质数来填入（质单对下格）之时，作为一个数段， 

这就自然会在位于（质单对下格），永远造成即是无规则的、又是无限产生的各个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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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式是：（交替出现式的奇合数个数）+（交替出现式的质数个数）=（单数的个数）； 

反过来验证：（单数的个数）-（交替出现式的质数个数）=（交替出现式的奇合数个数）。 

这说明：就在位于（质单对下格）的那些即是无规则的、又是无限产生的各个数段里， 

单数个数的定律是（被减数）。 质数个数的定律是（减数）。奇合数个数的定律是（差数）。 



所以，就在位于（质单对下格）的单数空格里，正因为我们有： 

定律 1，即然单数的个数多（被减数），所以单数永远填得满每一数段里的（单数空格）。 

定律 2， 也即然奇合数个数少（差数），所以奇合数永远填不满每一数段里的（单数空格）。 

这说明在每一数段里各自剩余的那些待填空格，必需要由无规则的质数个数（减数）来填满。 

请看 C 图又说明：即然位于（质单对下格）永远都是无规則的、无限交替出现式的质数也是 

无限的，所以,这些无限的质数照常又会连带到，上下二格相配对的孪生质数也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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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当我们的理智已经明白：（零点 = 单数）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就会深入发现： 

黎曼猜想的关键是因为在临界线上的一组零点即一组单数，与 C图中位于（质单对下格）的 

另一组单数，诸如 3，5，7，9,13……这二组单数，分别同样都是从小到大无规则的来出现； 

所以，如果黎曼要求证明：在临界线上交替出现式的质数是无限的；那么黎猜就成立。 

但是，如果黎曼坚持固执地要求证明：所有的零点全部都是质数；那么黎猜就不成立。 

因为多与少的二个定律表明：（零点空格即单数空格）不可能都是由清一色的质数来填满； 

而是必需要由奇合数与质数，分别永远都是无规则的、彼此无限交替出现式的共同来填满。 

反之，假设（零点空格）都是由清一色的质数来填满；那就会错误地导致，质数个数在每一 

数段里始终照样是少（减数），就可以代替单数的个数在每一数段里始终照样是多（被减数）； 

其结果是，少可以凭兴趣等于多，而多也可以凭修饰等于少； 多少不分，这显然是一个矛盾。 

 

再聊聊, 無論是 100年,或者 200億億年以後到永恆……只要地殼還允許人顃居住在這個星球, 

只要多与少的基本算术永不废除，笔者为缅怀数学古圣而绘制的下面这图案，也将跟着永恒。 

 

 

 

 

让我们给大卫的第 8 题做个总结：哥猜是一场没完没了的点清运动。孪猜成立。黎猜不成立。 

因为哥猜的前提是，你能点清任一偶数吗？如不能够，那你为啥还要去点清：任一偶数是否 

都有倒序相加的素素对？这说明哥猜不是一个数论的问题，而是一场每间隔 2 的点清运动。 

不妨回忆，笔者曾受邀从伦敦到台湾南部的大学去演讲哥猜与孪猜；现在看来幸好孪猜成立。 

 

也事实上函数不可能寻找无限的质数。理由很简单：因为本文又把单数永远再分成非质数与 

质数二种；所以既然函数不可能正确筛选任一质数，这说明函数难免会把非质数来冒充质数。 

如问： 为什么近代要把是非不分的函数说成是数学主流？答：这与人类想尽办法谋份工有关。 

但, 用函数来寻找质数的历史就是一错全错的历史。数学毕竟轻视随便把非质數来冒充质数。 

 

然而黎曼的不朽，或者恰恰是只有黎猜才能够独步引起，全世界各民族重新谦卑地来确认： 

假使你还弄不明白,单数的花名是零点的话,作为时间上的人,你要为解释零点而困扰一生。 

因此，我们大家更加要尊重：数学古圣（大小多少加减乘除）的这种越简单越有智慧的传统。 

何况在西方的古希腊，欧几里德证明质数无限，他是应用算术中（乘除法）来表述反证法。 

再说现时在东方香港证明孪猜成立，黎猜不成立，本文是应用算术（加减法）来表述多与少。 

也因为多与少，即填得满与填不满的视觉凭证是零点空格，所以，零点空格证明黎猜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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