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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苏步青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

家
、

教育家
、

诗人
,

是国际公认的几何学权威
,

中国微

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
。

国际上
,

他被誉为
“

东方国度

里灿烂的数学明星
” 、 “

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 。

他在浙

江大学
、

复旦大学辛勤耕耘 70 余载
,

不但在微分几

何领域独领风骚
,

著作等身
,

还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数

学栋梁
。

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
、

第

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名誉主席
。

他一生爱好古典诗词
,

共发表过 500 多

首诗词
。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

苏步青的仿设不变

的四次的代数锥面
,

被命名为苏锥面
。

他的仿设微

分几何的高水准工作
,

至今在国际数学界仍享有崇

高评价
。

在射影曲面论研究中
,

他对周期为 4 的拉

普拉斯序列作了深人而富有成就的工作
,

这种序列

被称为苏链
。

20 世纪 70 年代
,

他把数学曲线论中

的仿射不变数方法引人计算机几何学科
,

在全国造

船工业中的船体放样
、

航空工业中的涡轮叶片空 间

造型
,

以及它们的外形设计等方面获得成功应用
。

苏步青是 19 35 年成立的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

并当选为理事
。

他是我 国最早的数学研究期刊《中

国数学会学报》第一任总编辑
。

他还曾主持过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

任数学所筹备主任

直到正式建所为止
。

他创建了复旦大学的数学研

究
,

并创办了全国性的 《数学年刊》
。

他为中国数学

学科的建设建立了功勋
。

200 3 年 3 月 17 日
,

苏步青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

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

享年 1 01 岁
。

1 一堂课改变一生志向

苏步青 190 2 年 9 月 23 日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

雁荡山区带溪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

家中有 13 个兄弟

姐妹
,

他是次子
。

由于家庭贫穷
,

他童年时就要帮助

家人割草
、

喂猪
、

放牛
,

6 岁时也未能上学
。

他每天

放牛路过私塾
,

就悄悄跑到窗外去听听
,

随手写写画

画
。

父亲见他如此爱念书
,

在他 9 岁时全家吃杂粮
,

省下大米
,

送他到离家 100 里的平阳县唯一一所小

学插班
。

他认识一些字后
,

就 自己找书看
,

读 《三 国演

义》
、

《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等
。

但是
,

由于苏步青

在乡下讲的是闽南话
,

与平阳县城人讲的温州话差

距甚大
,

他听不懂老师的课
,

再加上刚到县城对事事

感新鲜
,

整天玩耍无心读书
,

结果期末考试在全班

52 人中得了最后一名
。

一年后父亲将他转到离家

10 公里的水头镇中心小学
,

在那里他能听懂老师的

话
,

可因家贫被老师看不起
,

伤了他的自尊心
,

仍然

不好好念
,

成绩还是倒数第一名
。

第三年学校来了

一位名叫陈玉峰的老师
,

发现了他的问题
,

劝告他人

穷志不穷
,

努力读书好好向上
,

不然浪费了农民父亲

的血汗钱
,

以后 目不识丁怎能改变贫苦的命运
。

苏

步青开始发奋图强
,

除了读课本之外
,

他还开始读

《东周列 国志》
,

有些字不懂
,

就步行几十里山路
,

向

人借《康熙字典》
。

他熟读《千家诗》
、

《唐诗三百首》
,

这学年结束时
,

他考得第一名
,

以后求学
,

每次考试

都是第一名
。

19 14 年
,

他以优秀成绩考进温州的浙江省第十

中学
。

最初他立志读完《资治通鉴》
,

将来当历史学

家
。

在他初中二年级时
,

学校新聘一位 日本留学回

国的杨老师教他们数学
。

但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

数学
,

而是讲故事
,

他说
: “

当今世界
,

弱肉强食
,

世界

列强依仗船坚炮利
,

都想蚕食瓜分中国
。

中华亡国

的危险迫在眉睫
,

振兴科学
,

发展实业
,

救亡图存
,

在

此一举
。 ·

一
”

杨老师旁征博引
,

讲述了数学在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这一堂课让他终身难

忘
。

在杨老师的影响下
,

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

了数学
,

并从此立下
“

读书不忘救国
,

救国不忘读书
”

的座右铭
。

迷上数学后
,

苏步青只知道读书
、

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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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
、

演算
,

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
。

当时第十中学校长洪彦远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

学校
,

是中国最早去日本学习数学的二人之一
。

他

兼教平面几何
,

听到杨老师讲 巧 岁的苏步青勤奋好

学的事
,

对他关注起来
。

有一天
,

他将苏步青叫到办

公室
,

问了他一些学习及家庭的情况
,

之后对他说
:

“

我要调离学校
,

到教育部工作
。

你毕业后可以到 日

本去学习
,

我一定帮助你
。 ”

2 东渡扶桑十二载

19 19 年
,

17 岁的苏步青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

业
。

他想起了洪校长的嘱咐
,

便写信给在教育部工

作的洪彦远
,

表示出国学习的愿望
,

可是没有钱
,

想

请他资助
。

洪彦远不久寄来 2X() 银元
,

勉励他为国

家争光
。

洪校长的钱是及时雨
,

是改变苏步青一生

的转折点
。

19 19 年 7 月
,

苏步青乘 日本海轮
,

从上海出发

到日本
。

洪校长给他寄来临别赠言
: “

天下兴亡
,

匹

夫有责
,

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
。 ”

到日本后
,

他先

去东京的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习一个月的 日语
,

后

住进一个 日本家庭
。

他向房东大娘学 日语
,

不仅早

上和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

晚上还听她读报
、

讲故

事
,

很快他便具备了初级 日语能力
。

192 0 年
,

苏步

青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人 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

系
,

在学校里他三次拿到奖学金
。

在这所名牌大学

毕业后
,

苏步青决定再次报考 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

学系
,

考试结果
,

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被录

取
,

他的
“

微积分
”

和
“

解析几何
”

都得了 100 分
。

初进东北大学
,

有一次老师让他们用一个下午

的时间做习题
。

苏步青 自视甚高
,

一个人坐在没人

敢坐的第一排
。

两个小时后
,

老师回来首先看他的

作业
,

一边看一边摇头
: “

什么东西 ? 这根本不是数

学
。 ”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

以前在工科大学学的数学

不严格
,

不符合现代数学的精神
。

从此
,

苏步青除了上课外
,

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

馆里
。

到三年级时
,

国内发生江浙战争
,

公费中断
,

生活无着
。

数学系主任林鹤一每月从薪水中取出

o4 元给苏步青
,

后来还让他管理图书兼校对《东北

数学杂志》
。

最后
,

他还让出自己教的一门课让苏步

青教
,

这在当时一些歧视中国人的教授中是一件荒

谬的举动
,

在教授会审时遭到反对
,

但林鹤一坚持
,

终于获得通过
。

当时 日本报章曾刊载此事并慨叹
:

“

非帝国之臣民
,

却当了帝国大学的讲师
。 ”

在大学三年级时
,

苏步青在 日本科学院院士然

原松三郎的辅导下
,

用英文写出第一篇代数论文
,

发

表在《日本科学院院士纪事》上
。

接着他进人东北大

学的研究生院深造
,

导师是曾经留学德国的尤田彦

教授
。

尤田彦是 日本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
,

在他的

指导下
,

苏步青 4 年之中连续发表 30 多篇论文
,

在

19 31 年获得 日本理学博士学位
。

在此期间
,

苏步青

结识了本校教授松本的女儿松本米子
,

并在 19 28 年

与之喜结良缘
。

松本米子从此改从夫姓为苏米子
。

苏步青是第二位在 日本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

国人
,

第一位是他的学长陈建功
。

陈建功是一位杰

出的数学家
,

是我 国
“

三角级数学论
” 、 “

复变函数

论
” 、 “

实函数论
” 、 “

函数逼近论
”

等数学分支的学科

带头人
。

他早年三次留学 日本
,

19 29 年获得 日本理

学博士学位
。

清朝政府早在 19 世纪末便开始向日

本派遣留学生
,

30 余年之后
,

陈建功成为第一个获

得日本理学博士学位的 中国人
,

也是在日本取得这

一荣誉的第一个外国科学家
。

苏步青出国之前曾与陈建功相约
,

学成归国
,

在

故乡建一流的数学系
。

此时陈建功已是浙江大学数

学系主任
,

他向校长邵斐之提出应当请苏步青到浙

江大学当教授
,

工资待遇应当与自己一样
,

而且苏步

青来了之后
,

自己不再当系主任
,

让苏步青来当
。

邵

斐之听说苏步青是中国第二位留 日理学博士
,

很乐

意请他来壮大浙江大学数学系的阵营
,

但对陈建功

请辞系主作职务
,

十分为难
。

最后
,

在陈建功的坚持

下
,

才勉强同意
。

3 数学报国 终身不渝

193 1年
,

苏步青已是 日本乃至国际数学界榜上

有名的人物
,

他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的 4 次代数

锥面
,

是几何研究中的重大突破
,

被数学界称为
“

苏

锥面
” ,

但他没有忘记当年许下的报国志愿
。

当时的

情况是他和夫人已有了两个女儿
。

松本一家都希望

他留在日本工作
,

东北帝国大学已经向他发出聘书
。

是去是留
,

成为萦绕在他心 中的一大难题
。

令他意

想不到的是
,

当他将心事告诉夫人后
,

却得到了她的

理解和支持
。

回到浙江大学后
,

苏步青面对的情况却令他十

分尴尬
:

聘书上的月薪是 300 大洋
,

比燕京大学聘他

为教授提出的 24() 美元相去甚远
。

而且因为学校经

费无着
,

他连续 4 个月没有拿到 1分钱
。

如果不是

哥哥及时的帮助
,

他几乎就要去当掉身上的衣服
。

而且
,

身后还有一个家庭需要供养
。

苏步青想来想

去
,

似乎觉得前面只有一条路
:
回 日本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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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传到校长邵裴子的耳中
,

他连夜从外地赶

回来
,

深夜 1点敲开了苏步青的门说
: “

你是我们学

校的宝贝
,

无论如何不能走
。 ”

他被校长的真诚感动
,

答应道
: “

不走啦 !
”

几天后
,

邵校长亲自为苏步青筹

到 12阅 块大洋
。

这年夏天
,

他回到 日本接家眷
,

不

久后全家回到浙江大学
。

抗日战争爆发
,

由于 日本飞机在杭州轰炸
,

浙大

校长竺可祯带领全校师生西迁贵州遵义循潭
。

日本

母校东北帝国大学再次聘请苏步青回校任教授
,

而

这时妻子的父亲病危
,

也要他们火速回 日本
。

他对

妻子说
: “

你回 日本吧 ! 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
。 ”

他的

妻子说
: “

你不走
,

我跟着你
,

也不走
。 ”

在媚潭
,

他当

时穷得没钱买米
,

吃了几个月番薯干蘸盐巴
,

他的一

个小儿就因营养不 良而夭折
。

但是
,

他在如此困难

的环境中还坚持教书
、

做研究
。

晚上在桐油灯下看

书写论文
,

白天在夫子庙里办几何学的讨论班
,

空袭

时他还带着文献在防空洞里坚持研究
。

在泥潭
,

他

带着早期的学生熊全治
、

张素诚
、

白正国等人
,

坚持

了射影微分几何
、

代数曲线奇点的研究
,

产生了一系

列的重要成果
,

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

论文
,

以他为首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开始形成
。

当时前来参观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称誉浙大为
“

东方的剑桥
” ,

其中数学系的贡献是突出的
。

抗战胜利后
,

国民党政府派陈建功
、

苏步青等于
194 5年 9 月赴台湾接收台湾大学

,

一年后他回到浙

江大学
。

194 9 年
,

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
,

当局给

他两张飞机票要他一起去台湾
,

可是他留在了大陆
,

他舍不得离开浙江大学
。

苏步青关于仿射微分几何的成果
,

使他在 加世

纪 30 年代初就成为世界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
,

后来

他据此写成了《仿射微分几何》 ( 19 81 年出版 )
,

美国

《数学评论》认为本书许多内容是
“

绝对杰出的
” , “

这

本漂亮的
、

现代化的书是任何学术 图书馆所必备

的
。 ”

19 52 年
,

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
,

浙江大学改

组成工业大学
,

数学系师生大部分并入上海复旦大

学
。

复旦大学时任校长陈望道对陈建功
、

苏步青两

位教授特别重视
,

让学校行政部门在校长住宅前面

建了两幢房子
,

给陈
、

苏二位教授
。

从此
,

陈苏学派

在复旦大学建立了第二个基地
。

自此
,

苏步青一直

在复旦耕耘
,

1956 年他起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

1978

年任校长
,

19 83 年后一直担任名誉校长
。

198 3年日本数学学会在广岛大学举办数学年

会
,

以苏步青为团长的中国数学会代表团应邀赴会
。

他在会上 总结了 自 1926 年以来 50 多年的学术活

动
,

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 192 6一 1930 年

,

主要搞仿

射微分几何 ; 193 于一 l 94() 年
,

重点研究射影微分几

何 ; 19粼} 一 1950 年
,

转人一般空 间微分几何为重点 ;

195 任一 19 66 年
,

主攻射影共扼网理论 ;l % 6一
,

在计

算几何领域
。

苏步青共发表论文 160 余篇
,

出版了

《苏步青论文选集》
、

《射影曲线概念》等
,

他被誉为是
“

经典微分几何学派
”

在中国的首创人
。

几何大家陈省身认为
,

苏步青利用几何图形奇

点的特性来表现整个圆形的不变量是他的工作特

色
。

许多搞局部微分几何的学者
,

往往把奇点丢掉
,

而苏步青却从奇点来发掘隐藏的几何性质
,

思维方

法是很独特的
。

由于在数学研究领域里做出重大成就
,

苏步青

在 194 8 年被选为当时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兼

学术委员会常委
,

19 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

今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4 毕生事业一教鞭

1929 年
,

陈建功在 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向苏步青

告别时说
: “

北京大学
、

武汉大学
、

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等都有聘书给我
,

论设备条件
、

工资待遇
,

新建的浙

大最差 … …
”

不等陈建功说完
,

苏步青就说
: “

你先

去
,

我毕业后也来
,

让我们花上 20 年的时间
,

把浙大

数学系办成世界一流的数学系
,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

人才
。 ” 193 1 年 回国后

,

他一直在为这个理想而奋

斗
。

在浙江大学
,

微分几何学家苏步青与函数论学

家陈建功密切合作
,

相得益彰
。

两位教授从 193 1年

起
,

在高年级学生和助教中举办数学研究班
,

引导学

生及早走上当时科研前沿
,

强调阅读和讲解数学文

献以及从事研究能力 的训练
,

这成为陈苏二位教授

的一大工作特色
。

他们用这种方法培养出大批数学

家
,

逐渐形成了国内外广泛称道的陈苏学派
。

19 52

年院系调整后
,

陈
、

苏学派又在复旦大学扎根结果
。

苏步青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
,

教授微分几何 16

年
。

当年浙江大学初创时
,

数学参考书极其匾乏
,

他

为了学生研究需要
,

曾利用暑假去 日本
,

在母校图书

馆里一章一字抄回 48 篇论文
,

足有 20 多万字
,

并靠

这些资料从事研究和带领学生学习
。

194 8 年
,

他将

讲义整理成教材出版
,

陈省身为这本《微分几何学》

介绍说
: “

这是一本少有的微分几何教材
,

它对培养

数学人才必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 ”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苏步青惨受迫害
,

被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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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国贼
”

(因为娶了 日本太太 )
、 “

反动学术权威
”

等

帽子
,

被批斗 100 多次
。

那段时间
,

他身心受辱
,

曾

写下一首诗
“

幼爱聊斋听说书
,

长经专教渐生疏
。

老

来尝尽风霜味
,

始信人间有鬼狐
。 ”

苏步青说过
: “

鼓励学生超过自己
,

又对学生提

出严格的要求
,

使他们感到有压力
。

这是培养学生

成为数学人才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经验
。

他一生中培

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
,

其中有熊全治
、

张素诚
、

杨忠

道
、

谷超豪
、

胡和生
、

夏道行
、

秦元勋等
。

19 80 年
,

他

的学生熊全治从美国来复旦讲学时
,

题写 了一首诗

给老师
: “

八十超稀祝期颐
,

芬芳桃李满园时
。

科学

研讨拓荒者
,

化雨春风一代师
。 ”

中国科学院院士谷

超豪在 194 3 年报考浙江大学数学系
,

得到过苏步青

直接的教诲
。

有一次他拿了一篇相当艰深的论文要

谷超豪在一个月内读懂
。

通过谷超豪的表现
,

知道

他吸收能力强
,

思想敏锐
,

因此将他作为重点培养的

对象
,

除了让他参加微分几何的讨论班外
,

还让他参

加陈建功数学讲座班
,

以后还建议他去苏联进修和

研究李
一
嘉当拟群

。

后来谷超豪在苏联取得了数学

理学博士学位
。

谷超豪的夫人胡和生院士也是苏步

青的弟子
,

在复旦大学纪念苏步青的会上
,

也回忆

说
,

自己一进复旦就不小心染上了疟疾
,

苏老亲自到

宿舍探望
,

后来由于成绩突出还被苏老称作是数学

系的
“

玉女
” 。

苏步青还为中等数学教育付出大量心血
。

19 83

年
,

苏步青退居二线
,

他了解一些中学数学老师水平

不高
,

错答学生 的提问
。

于是他决定为中学教师举

办讲习班
,

指导他们用高等数学的观点来看待初等

数学
。

他组织了三次讲习班
。

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太

辛劳
,

他说
: “

我苏步青剩下的时间都是人民的
,

举办

讲习班就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

我这也只是
`

千金买马骨
’ ,

希望能有更多的大学老师为培养中

学老师做有益的工作
。 ”

他曾写道
: “

安得教鞭重在

手
,

弦歌声里尽余微
。 ”

对一些短视的年轻人
,

他告诫道
: “

为学应须毕

生力
,

攀高贵在少年时
” ,

风物宜放长远量
,

不要追逐

虚浮的享受主义
。

苏步青将毕业的精力奉献给了数

学
,

奉献给了中国的数学事业
,

他的一生 正如他所

说
: “

微分显万象
,

平生问几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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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发展战略重点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数理科学部
、

科技部基

础司和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共同主办的中国天文

学发展战略重点研讨会于 2佣3 年 10 月在北京 召

开
。

本次会议旨在通过高层次的学术研讨
,

结合正

在进行的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
,

探

索在我国现有国力条件下
,

发展天文观测设备
、

参与

国际竞争的策略与思路
,

研讨我国天文学科中长期

的发展战略
。

会议研讨的内容分 4 个方面
:
观测设备发展战

略
、

天文科学研究战略
、

人才战略以及国际合作战

略
。

会议以特邀报告和集中讨论的方式进行
。

通过海内外天文学家的报告和讨论
,

形成如下

共识和建议
:
( 1) 成立全国天文学委员会和中国天文

学发展国际专家咨询组
,

规划
,

协调全国天文学的发

展 ; ( 2) 强调重大科学项 目的评审过程必须规范
,

最

好结合国际评审 ; ( 3) 确定了中国天文学发展战略重

点 ; ( 4 )成立教育部领导之下的
“

大学天文联合会
” ;

( 5) 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和大学在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

建立联合的国际理论天

体物理研究中心
,

合作发展中国的空间天文学 ; ( 6)

正确认识科学规划的作用 ; ( 7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数理科学部 董国轩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