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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我们用(二 一 b )
.

十x .

= (二十a )
”

(0
.

1 )

来代替x ff

十少 = 砂作为费尔马最后定理(F L T )的普遍方程式
.

其中a及6是两个任意 自然数
.

应用

二项展开式
,

(0
.

1) 可以写成

x

一 艺 (犷)
x 一

『

[ a

一 (一 b)
『

]一 o
(0

.

2 )
r 一1

因为a r

一 (一 b )
r

始终包含叶 b作为它的因数
,

(。
.

啊
写成

二 ”

一 ‘·十“’

只
‘梦’

二 ’一

“一 。
(0

.

3 )

其中 功
,

= [a 『

一 (一 b )
『

]/ (a十b)对于 r = 1
,

2
,

⋯
, ” .

都是个整数
。

(ii ) 令s是a十b的一个因数
,

并令。十b = sc
.

我们可用劣 = : g来变换(。
.

3) 成为下列(。
.

4)

. 一 2

‘·”,
”

一[ 只
‘犷,‘·“,

” 一 r

‘汁一“‘一 {一‘
·

(0
.

4 )

(111) 将 (0
.

4 )除以; 2 ,

我们得

一
r戴

(: )·

一
,
·

十二 ,一 )一护
·

(0
.

5 )

(。
.

5 )式的左边
,

是如勺整系数多项式
,

而右边是个常数
。

功/s
.

若 。功/s 不是个整数
,

那末我们不能

求得能适合(。
.

5 )的整数,
,

这样F L T 对这场合是对的
.

若
。

功扩
:

是个整数
,

我们可以改变 : 和
。 ,

使。价./ : , 整数
.

关工周 因式分解 共扼因数 互质 gc d 组合式 代数式除法 费尔马最后定理

一
、

引 论

(a) 费尔马最后定理的叙述
:

方程式

x ”

+ g
”

= z ” (1
.

1 )

其中
n
是大于 2 的一个自然数

,

则上列方程式不存在 x , ,
, z
都不为 o的正整数解

.

(b 、 二个重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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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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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 e d (x , , , z )一 l

(ii ) 证明F L T
,

只需证明 n
是个质数的场合

.

四 ) 费尔马的傅略
,

和他的F L T

P ie r r e d e F e r m a t (16 0 1、 16 6 5 )是个法国数学家
.

他提出 F L T 约在 16 3 7年
,

他只

证明了
n 二 4的一种情况

.

即分 + 犷~ 了不存在x , g , z 的正整数解
,

用的原则是
“

无限逐降法
”

这

是他自己提出的原则 (参考 1)
.

我们知道
,

任何正整数总是属于下列四种之一
: 4。

,

4 m + 1 , 4 m + 2
,

4 m + 3
.

费 尔 马

证明了
n ~ 4

,

那末由于 x 4 价 + 夕
‘价 = 之4 价可以写成 (x m )

‘

+ 丈, 价 )
心

~ (
z 饥

)
弓 ,

所以F L T 对于
n = 4。

也成立
.

这样只剩下三种情况
,

: m + 1
,

: m + 2
,

4 川+ 3 待证明
.

但是由于 4。+ 2 = 2 弋Z m + l)
,

所以我们要证明丫
“ “

+ 犷,
‘ 2

~ 广 ‘ 七 ,

只需证明

(
、

x
‘

)
‘“

一
‘

+ (万
几

)
2“ ‘ ’

= 又2 3
)
二‘ 十 ‘.

现在4 m + l
,

2爪 + l
,

4 。+ 3
,

它们都是奇整数
.

所以我们只需证明
。
是个奇质数的情况

.

二
、

定理 1 变数x
,

y
, z不能有二个相等

证 若 z 一 x ,

则方程式砂 + 犷 = z ”

变成夕二 0
.

这是违反 x , g , z
都不为零的前题

.

若
二一 y ,

则 x ~ o ,

同样不行
.

若 x 二夕
,

则有 2砂 = 广
,

于是
二二 (2 )

‘/ ” x
.

即使 x 是个整数
,

由这式知
二

不能是个整数
.

由此可知
.

x , 夕 , 2
三个整数是相互不同的整数

. 二因此F L T 方程式可以写成

(x 一 b )
”

+ x
n

~ (x + a
)
”

(0
.

1 )

其中
a和 b是两个任意自然数

.

三
、

三个FL T 的启发式问题

唯、 味一 l )
“

+ x “

一 冰+ 1 )
“

其中 x 一 l , x , x + l是三个相邻整数
.

于是我们有

妙一 3 x
伙

+ 3x 一 1 + x “
二 x “

+ 3 x 二
+ 3 x 十 1

或 x3 一 6扩一 2 = o 或 砂二 2 L3才 + l)

它表示 x 必须是个偶数
.

让我们使行变换式
x 一Z y

于是我们 有 (2 9 )
“

二 2 [ 3 (2 , )
乙

+ l」

或 s夕3
一 2 4 9 ‘

= 2

将 (3
.

2 )除以 8 ,
我们得 。3 一 3。

飞

一

奋

(3
.

1 )

(3
.

2 )

气3
.

3 )

若。是个整数
, 贝。、3

.

3 一的左边是个整数
,

但右边是个分数告
.

因此这整数 , 必须不存在
.

于是这偶数芳也不存在
.

现在我们已经
一

证明了对这场台F L T 是真实的
.

(b ) 证明 (x 一 1 )
”

+ 火 n

二 咬二 + 1 )
”

它的F L T 真确
,

应用二项展开式

(3
.

4 )

、x 一 l、’一 x , ‘

+ 乙 、
了,

x ”

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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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

一
’

+
石‘了’

‘’ 一 r

“’
r

将上两式代入 (3
.

4 )
,
我们得到

X ”

+
弓‘了

’x “ 一 r

〔‘一 ”
’

一 ‘」一 0
(3

.

5 )

当r
是偶数时

,
、一 l)

, 一 l~ 0 ,

又当r
是奇整数时(一 l)

’一 1= 一 2
.

让我用符 号艺来 表 只 对
, 一 1

r
取奇整数之和

,

我们能将(3
.

5 )写成

X ’

一 2

军‘犷,
x 卜

’

‘3
·

6 ,

(3
.

6) 显示 x 必须是一个偶整数
.

令

x ~ 2夕 (3
.

7 )

将 (3
.

7 )代入 (3
.

6 )
,

这 (3
.

6 )式成为

(2。)一 2

1石‘犷’‘
2“,一 + 卫鱼裂

(2 , )
2 -

(3
.

8 )

上式左边这多项式的系数有g c d ~ 2 “
.

将(3
.

8 )除以 8 ,

我们得到

”一 4

2 “一 ““
’ 一

弓‘犷’
2 ”一 ’ 一 2

”
” 一 ’

-
”(n 一 l )

,

一一一, 二~ -

一夕
-

艺

l

4
(3

.

9 )

(3
.

9 )式的左边
,

是个 , 的多项式
,

而右边是个 分 数宁
,

这样的方程式不存在 , 的整数解
.

因

此也不存在 x 的偶数解
.

由此我们 已经
,

证明 (3
.

4 )对于
n
大于 2的任何整数都没有整数解而不

论它是奇数或偶数
.

以上这个叙述是我们的重要判别原则
.

(c) 证明 (x 一 a)
”

+ 砂 = (x + a)
“

它的F L T 是正确的

(义一
a
)
”

+ x ”

= (x + a
)
”

(3
.

10 )

让我们取变换式 x 二 a 山 ,

则 (3
.

10 )成为

(
a山 一 a 飞

“

+ (a 。)
”
= (a 切 + a

)
“

(3
.

1 1)

将 (3
.

川两边的砂约去
,

它成为

(二一 l )
”

+ 功
”

= (切+ 一) (3
.

12 )

(3
.

12 )与 (3
.

4 )具有同样算式
,

而 (3
.

4 )我们 已经证明它的F L T 是对的
,

所以 (3
.

12 )的F L T

也是正确的
.

即 (3
.

10) 也是正确的
.

四
、

一般方程(x 一 b )
” + xn =

(x
+ a)

”

的变化式

对(x 一 b )
”

及 (x + a)
”

应用二项展开式
,

我们有

‘X 一”,
”
一‘ ”

+
弓‘犷

, x ”一 r

卜“,
’

〔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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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
”
= 砂 + 乙 (n )大 , 一’a ,

r
(4

.

2 )

将 (4
.

1 )的 (x 一 b )
”

及 (咚
.

2 )的 (x + a )
“

代入方程 (o 一 ), 我们得

义” 一 犷 (” )x.
杯了

’

r
’

一 f

〔a
, 一 (一 b )

r

] = o (4
.

3 )

当 r = Z m + l , a f 一 (一 b )
’
~ a Z ,

’ ‘一 (一 b )
二, “ = a 龟“ ‘

+ b
‘“ + ‘

= (
a + b )(

a Z “一 a , “ 一 ‘b+ a
r

“ 一 ?
b
几一 ⋯ + a 2

b
2 “ 一 ’一 a b

￡, 一 ’+ 6
“, )

当 r ~ 2 , , a f 一 (一 b)
’

= a 双, 一 b
￡, ~ (

a + b )(
a 忍“

一 ‘一 a “
一 “

b + a Z“ 一 “
b
“

一⋯ + a 3
b
乏“ 一‘一 a Z

b
艺“ 一 “+ a b

犷,
一 之一 b

Z“ 一 ‘

)

所以 a. 一 (一 b)
’

总是包含
a + b为它的因数

.

我们可以写出
a f 一 (一 b )

r

= (
a + b )功

,

(
r二 1 , 2 ,

⋯
, n

)

其中 叻
,

(
: = l , 2 ,

3. 二
n) 都是整数

.

于是方程 (4
.

3 )成为

(4
.

4 )

(4
.

5 )

(4
.

6 )

一 (
·+ “)[燕

、

犷)一
功

·

」
一 0

(4
.

7 )

或将它写成更有用的方程式如下

一
、·+ “)[戴

(了)一
,

·

+ 二, 一]
一 (·+ “,‘

·

(4
.

8 )

其中
a 几 一 (一 b)

’

a + b
= a ” 一 ‘一 a 卜

Z
b + a “ 一“

b
Z 一⋯ + a Z

b卜
“
一 a b卜

“

+ b
” 一 ‘

(4
.

9 )

现在列出一些咨表如下
:

功, “ l
,

功
:

= a 一 b
,

价
。

二 a , 一 a b + b
:

叻
‘
= a 3 一 a Z

b + a b
Z一 b

3 ,

叻
。
= a 4 一 a 3b + a Z

b
么一 a b

s

+ b 4

叻
。

~ a s 一 a 4b + a 3
b
愁一 a Z

b
3
+ a b

4 一b
s

价
。

~ a ” 一 ‘一 a ” 一 么
b + a ” 一 “

b
Z 一 a ” 一今

b
3

+
·

一
a 3

b
n 一 4

+ a 二
b卜

3 一 a b卜
“

+ b卜 ‘

对于
n = 7的F L T 方程式可以写成下式

x ’一 (
a + “)〔‘x 。+ (; , 二

5

‘
a 一b )+ (;)

x 4

(
a Z 一 a b + b

Z

)

+ 、
;

, x 3

(a 3 一 a
一

b + a b
“一 b

3

) + (;)二
2

(
a 4 一 a 3

b + a Z
b

, 一 a b
3
+ 。

4

)

+ (;)
x (a 石一 a 4

b + a 3
b
之一 a Z

b
3
+ a b

4 一b
6

)〕

= (a + b )(
a s 一 a 3

b + a ‘b
Z 一 a a

b
3
+ a 匕

b
‘一 a b

s
+ 6

。
) (4

.

10 )

五
、

应用条件
: g od (a

,

b) = 1弃除F
LT 的贫庸解

当我们用
、”

+ , ”

= z ”

作为F L T 的方程式时
,

我们用 g c d 又x
, 刀 ,

z) 一 1 以弃除贫庸解 (cx
‘, ,

二 )
,

若 a
和 b有一公因数

c ,

那么 a = 配
,

及b ~ 配
,

因此 a + b一 j 十乙)‘
.

从 (4
.

7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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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x ”

一 (‘+ 石’
·

弓‘犷’
x ” 一 ’

‘
·

于是
戈 ”

包含
c
作为它的因数

.

但
二 ”

是个整数
,

所以 x 的本身必须包含
c
为它的因数

.

令

x = 至c ,

则 夕= x 一 b = 至c 一石c = (卜 石)
c

2 = x + a = 恋西+ 。云= (派+ 。)
‘,

于是

g e d (义
, , , z

)二 g e d (至
e ,

夕c , 万c
)== c簇 1

.

上式和条件g c d (x , , ,

司二 l相肯
.

所以我们必须有g c d (a ,

b) = 1 ,

或写成

g e d (
a ,

b
, a + b )= l (5

.

2 )

六
、

定理2
a n + b

n

(a + b )2

一

是个整数
,

当且仅当 a 十 b = n

a ”

+ b
”

(
a + b )

“

a ”

+ b
n

a + b /
(
·+ “)一l鑫一

‘一“,一
‘

丫
‘
·+ “,

、声

J.且

.

八匕
苦

汇
、

= (a ” 一 ‘一 a ” 一念
b + a ” 一“

b
Z 一 ⋯ + a Z

b
” 一“一 a b

, 一“

+ b
” 一 ‘

)/ (
a + b )

现在用除法求又
a ,

+ b
,

)/ (
a + b )

“ .

也就是求

(a ” 一 ‘一 a , 一 Z
b + a ” 一 “

b
Z

⋯ + a Z
b

, 一 3 一 a b
, 一 2

+ b
” 一 ‘

)/ (a + b )

a “ 一 : 一 Z a ” 一 “
b + 3 a “ 一‘

b
3 一 4 a ” 一“

b
3
+ sa ” 一”

b
4 一 6 a ” 一 7

b
5

+ ⋯
· + b

/
a ” 一 ‘一 a ” 一 “

b + a ” 一“
b
艺一 a ” 一‘

b
3
+ a ” 一 “

b
4 一 a ” 一 6

b
5

+ a ” 一 7
b

8 一
a ” 一 ‘

+ a ” 一 “
b

一 Z a ” 一 z

b + a , 一 “
b
“

一 Z a ” 一 “
b 一 Z a 卜 3b

2

3 a ” 一 “
b

z 一 a 一
‘
b

3

3a ” 一 3b
2

+ 3 a “ 一 4 b
3

一 4 a 一
‘
b

3

+ a ” 一 ”
b

4

一 4 a ” 一 4 b
3 一 4 a ” 一 5

b
4

+ sa 一
5
b

4 一 a ”
一b

s

+ sa ft 一 “
b

4
+ sa ” 一 6

b
5

一 6 a “ 一 。
b

s

+ a 卜
7
b

8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
,

我们有
a ”

+ b
”

(
a + b )

乞

对于
n ~ 7作为例题

a 7

+ b
7

(
a + b )

艺

= a ” 一 “一 Z a ” 一 “b + 3 a ” 一 杏

b
Z 一 4 a ” 一 “

b
3

+ sa ” 一 6b 4 一 6 a ” 一 7b
5

(6
.

2 )

,

我们有

= a s 一 Z a 4
b + 3a “

b
Z 一 4 a 么b

3

+ sa b
‘一 6 b

5

+ (6
.

3 )

‘一
,

O
口

白一上
.

月‘一卜

一a

于是 (6
.

2 )的末项必须是

n b
“ 一 l

a + b
(6

.

4 )

由于条件g e d (a ,

b
, a + b)= 一,

我们知道
b
几 一 1

a + b
不是个整数

.

由此我们有下列定理 2

a n

十b
”

(
a + b )

“ 是一整数当且仅当
a + b= n ,

此时
n b

” 一 ‘

a + b
= b

” 一 ‘

成为一个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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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功
。
一

a “

+ b
”

a + b
= a ” 一 1一 a ” 一 么b + a ” 一 “

b
Z

⋯ + a “b
” 一 “一 a b一

2

+ b一
‘

(6
.

5 )

, 。 功
。

, 二 人 ‘二 、
、 , , _ . 二 _

丁龙二三丁瓦付笋已一
‘

!
一

世鳅认 曰
“个 U ~ 1’ 。

u 〕一 口

七
、

定理3 (a n + b
n

)/ (a + b )”不是个整数

a ” 一“一 3a 一
‘
b + 6 a 卜

“
b

Z一 l o a卜
。
b

3

+ 15 a 卜
7
b

4 一⋯

一 3 a ” 一

sb + 3 a卜 ‘b
么

一 3a 一 3b 一 3 。卜 ‘b
么

+ 6 a 一‘b
么一 4 a 卜 “b

+ 6 a 一‘b Z + 6a 卜 6b

3

3

一 10 a ” 一 “
bs + sa 卜 8b

4

一 10 a ” 一 “
b 3 一 10 a ”一 6b

4

1 5a ” 一 6b
4 一 6a ” 一 7

b
‘

1sa ” 一 6b4 + 一sa卜
7

b‘

一 2 la 幻 一 7
b

5

注意
,

让我们令 S 。 = 1 + 2 + 3 + ⋯ + (。一 l) + 。 (了
.

x )

尸乏

于是有 5 1 , l、 S : = l+ 2 = 3 ,

5
3

= l+ 2 + 3 = 6

5 4 ~ l+ 2 + 3 + 4 ~ xo 等等

因此
功
。

(
a + b)

“ 的商可以写成

功
。

(
a + b )

z = 5 za ” 一 “一 S : a ” 一 心
b + S

。a ” 一“b
Z 一 S ‘a 卜 . b

3

+ ⋯

+ ⋯ + S o a ” 一 “ 一 二

(一b )
跳 一 ‘+ ⋯ (7

.

2 )

最后几项的除式可以求得如下
:

·+

叮
(S

, 一 ‘

)
a ,

b
, 一 已一 (S

。 _ 3

)
a b

” 一弓

+ (S
, _ : )b卜

“

⋯ + (
” 一 4 )

‘一 (n 一 3 )a 么
b

,

一 (S
二 一。

)a sb
” 一 6

一 (n 一 2 )
a b

” 一“一 (
n 一 r )b

, -

⋯ + (” 一 4 、a
3
b一

“一 (n 一 3 、a 么b
, 二 4 一 (n 二 , 忿

+ b
招 一 又

(S
二 一‘

)a 3b
, 一 “一 (

n 一 3 )a Z

b
” 一

厂
(S

。 一‘

)a 3b
” 一“+ (S

二 一 ‘

)a Z

b
” 一 4

一 (S
, 一 3

)
一 (S

” 一 3

)

a Z

b
” 一 4

+ (
n 一 2 )

a b
” 一“

a Z

b卜
‘一 (S

二 _ 3

)a b
” 一“

(S
, 一 : )a b一

“一 (
n 一 l)b

‘ 一 么

(S
, 一 :

)
a b

” 一 3

+ (S
, 一 :

)b
” 一“

一 (S
二一 ,

)b
, 一 “

+ b
“ 一 ‘

将上列各除式结合一起

功
。

(a + b )
“

,

我们可以得到

”a ” 一 “一S
: a 几 一 弓

b + S
。a ” 一 5

b
2 一S

‘a ” 一“
b

3

+ S
o a ” 一 7

b
4

+ (S
。 一 ‘

)
a 么b

” 一 ”一 (S
。 一

)
a b

” 一 名

+ S
二 一 Z

b
”一 “

+
一 S

。 _ lb
” 一 “

+ b
招 一 1

一一
一

万干石一
.

一
一

让我们研究最后一个分式

一 (S
” 一 1

)b卜
二

+ b
n 一 ‘

万千断 一一 =
(一 S

。一 l+ b )b
” 一 三

一
,

a + b (7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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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a + b与b

”一 “

是互质的
,

所以我们可以只考虑上列分数的一部分内容
.

一 S
” , 1 + b

a + b

n
(

n 一 l)
2

因为我们有a + b= , ,

其中 S
。 一 l= l + 2 + 3 + ⋯ + (

n 一 2 )+ (
n 一 l)=

所以费们有

一 S
。 _ 一+ b

a + b

_ 全州竺四
一

+

牛
一二工卫二丝+

架
〔7

.

4 )
Z 月 仔十 O 乙 u 个O

因为
。》 3及。是一个奇质

.

数
,

整数
.

打一 l

2

_
_

二
、卜 _ _

b
_

_
, 、.

, ,
_

二
、 _ , 、 _ , ,

_

_ ~
。

是一个整数
,

但二下: 不是个整数
。

肪以乞 1fJ 附和小足个
U

.

飞~ 廿

于是我们 已证明了定理 3 ,

如下
:

定理 3

(A )

a ”

+ b
”

功
二

(a + b )
“
一 (a + b )

“ 不是个整数
.

八
、

若a + b是 一个质数
,

则FLT 对这场合正确

a + b今 n

当a + b是个质数
,

我们
一

可用变换式 x = (a + b) o
.

将x = (a + 句曰代入 (4
.

8 )
,

我们得到

(。+ 。)

一
(a + ”)}石‘二, 吸

·+ “,
” 一 r

切
” 一 ’

‘
·

+ ·(· + “, 甜价一」
“‘

·+ “, ‘
·

(8
.

1 )

在上列方程式中的左边的系数有g c d = (a + b)
2 .

将上式除以 (
a + b )

乙 ,

我们得到

(
·+ “)

一l蓉
(犷)(

·+ “)
·

一
功

·

+ 一功一〕
一

态 (8
.

2 )

(8
.

2 )式的左边
,

是个功的整系数多项式
,

及右边是个分数功
。

/ (
a + b)

,

如在 (6
.

4 )中所示
,

当

a + b牛 n 时这样的方程式没有整数解
.

于是对这场合F L T 真确
.

(B ) a + b = n

若 n

斟
质数

,

除了 (》一
‘以外

,

所有(知都以
n
为其因数

.

方程式 (8. ‘)可以写成

尸
一 2 ,

” ”出 “

一L石(犷)
””

一 沪功 “ 一 r

‘
·

+ ”2 ? ‘一」一‘
·

(8
.

3 )

在(8
.

3 )的左边
,

各系数有一g c d = 矿
,

将(8
.

3 )除以矿
,

我们得到

r-
一

念 ,

·” 一“?
”

一

L石‘了,
·” 一 r 一 “?

” 一 r

功
·

+ 功‘一 J一攀 (5
.

4 )

在又8
.

4 )式的左边
,

是叨的整系数多项式
,

但在 (8
.

4 )的右边是个分数
,

不是整数
,

所以 (8
.

4)

没有整数解
.

即F L T 对这场合正确
.

九
、

若a 十 b是个偶数
,

则FLT 正确

令
。+ b = 2 “B

,

其中B是 2 协的共扼因数及B是个奇整数
,

即B 不再包含因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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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我们必须讨论

a 和b的奇偶性
。

(A ) 若
a和b都是偶数

,
则

ed (
a ,

b
, a + b )二 2它 与条件g e d (

a ,
b

, a + b)二 1矛盾
, 不可里

(B ) 若
a和b有不同奇偶性

,
则

a + b不能是个偶数
.

这出于我们问题之外

(C ) 于是a和b必须都是奇整数
.

令
a = 2 1+ l 及 b二 Zm + 1 ,

则a + b = 2 (l+ m + 1 )

其中 l+ 。+ 1 可以是个任意整数
.

我可令
a + b = 2 ”。P了

,
P夕

,

⋯ P梦
‘ = 2 ”。E (9

.

1 )
其中

E == P全
,

川
,

⋯ Pr
,

(9
.

2 )

Pl
,

九
,

⋯九 都是奇质数
, ” l , 。2 ,

⋯ ”‘
都是自然数

.

将(9
.

1) 代入 (4
.

8 ) ,
我们得到

一
E

{茸
(犷)一

价
·

+ 二价一〕
一 2一 E ‘

·

(9
.

3 )

于是x 必须包含2为它的因数
.

我们令x = 2 饥。作为变换式
,

则变换后的方程为

2 价 ”切 ” 一 2 。。E l刀‘犷,
2 “ (”一

r
)功“ 一 r

‘
·

+ ·2 “ ? ‘一〕= Z n ,
E 功

,

(9
.

4 )

如果我们选取整数。
,

使 。> 、各
,

那末就有‘》
。 。

+ 。
.

于是 (9
.

‘)式的左边的各系数有最

大公因数 g e d = 2 “+ n o .

将 (9
.

4 )除以 2 沉 + ”。 ,

得

功 ’“优”一 m 一 ”。一万L斗
、
了, 2 “ ‘” 一 ”

一 “功 ”
一‘

·

+ 一功一」
一

鲁 (9
.

5 )

(9
.

5 )式的左边是切的整数系数的多项式
, 而右边是个分数

.

这样的方程式不存在一个整数二

来适合 (9
.

5 )
,

于是F L T 对这个场合正确
.

十
、

若a + b包含一个因数p ’(其中p是个质

数
,

t 是个自然数 )则F L T正确

证 令
a + b二P

‘
B

,

方程式成为

x

一 ,
‘
;

l

其 中B是个整数
,

它是夕在
a + b中的共辘因数

.

于是这问题的 F L T

(梦)
二

一 ,
·

+ , x 功一」
一 ,

。
B价

·

(10
.

x )间乙.-1

迁
.

B

二力
几

由于 (10
.

1 )
,

x 必须包含P
B

为它的一个因数
,

其中 1《
s《 t

.

令义

有

.

将它代入 (1 0
.

1) 我们

(,
·。)一 ,

‘
B

l茸
(犷)

、,
·。)一叻

·

+ ·
(,

·。夕功一〕
-

(10
.

2 )

现在粼
l选

· ,

使今高
,

则盯、+s
.

将(: 。
.

2 )的等号两边都除以广
· ,

则 (10
.

2 )成为

,

一
。一 B

!蓉
(; ),

一
。一动

·

+ ·。动一〕
一 B叻

·

/ ”
·

(1 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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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
.

3 )的左边
,

是g 的整系数的多项式
,

在它的右边是个分数 B功
”

/ Pa
.

这样的方程式不存

在 , 的整数解
,

所以F L T 对这问题是正确的
.

十一
、

结 论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F L T 问题的以下的各种场合
: 扭 )

a = b
,

(2 )
a + b是个质数

,

a + b是个偶数
,

(4)
a + b 包含一个因数 尸

,

其中p 是任何质数
,

及 t是个任意自然数
,

我们完全证实了F L T 问题
.

(3 )

于是

注愈 1 我们知道费尔马只证明了
。 二 4钩场合

,

欧拉(L
.

E ul e r
)证明了n = 3的场合

,

而他的证明尚有

一个漏洞
,

德利息列脱(G
.

L
.

D ir ich le t) 在 1 8 2 8年证明了 ”= 5的场合
,

等等
,

我们知道
:

质数 。 可以

无限大
,

所以我们若用已知值的整数 , (> 2 )来证明F L T 是不能完全证明的
.

在这篇论文中
,

我们用 n 是个

任何质数
.

注密2

。 /( a十b ) =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用”表示任何质数
, ,

我们用一个分数二

翌五
,

它仅当。一 a十b时它才是个整数
幼 l 口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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