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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旧居在复旦玖园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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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数学楼
地址：邯郸路   号

数学楼原名子彬院，建于

1925年，建成时为心理学院大

楼。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三

层，平面呈“T”字形，中部前凸，

底层入口伸出半圆形门廊，以变

形爱奥尼克柱支撑，平顶作二层

露台，立宝瓶式栏杆，双坡山墙

面砌三角形山花。方形门窗，红

瓦坡顶，浅灰色水泥外墙。复旦

大学邯郸路校区内现存历史建

筑还有校史馆、相辉堂、寒冰馆。

叶家花园
地址：政民路   号

曾是镇海巨贾叶澄衷之子

叶贻铨建的私家花园，平面呈椭

圆形，环园为路，内为大池，池内

三岛以桥连接，砌筑石堤、假山，

遍植树木。主要建筑除延爽馆

外，有多座方形、六角和圆形亭

子，分布在路旁、山边或水中，有

的中式亭子建在西式牌坊基座

上。延爽馆为园内主要建筑，坐

北朝南，砖木结构，上下东、南、

西三面皆为爱奥尼克式柱廊。

数学家、教育家陈建功，我国现代
分析研究的先驱，中国现代数学的重要
奠基人，一代数学宗师。
陈建功是上世纪50年代复旦七位

一级教授之一，他的居所位于国顺路
650弄复旦玖园65号。

曾三度留学日本
1893年9月8日，陈建功诞生在浙

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火珠巷华仙弄。1910

年，他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对数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建功早年三度赴日本留学，先后

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日本东北帝国大

学求学。第二次东渡期间，他于1921年

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这

是我国学者在国外最早发表的数学论文

之一。1926年，陈建功第三次赴日留

学，师从藤原松三郎教授从事函数论的

研究，顺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

位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他还用日语撰写了专著《三角级数论》。

当时，藤原教授多次挽留陈建功，但都被

他婉言谢绝。回国之后，陈建功到浙江

大学数学系任教。两年后，他和“师弟”

苏步青一起，在浙大建立“陈苏学派”，主

导并推动函数论与微分几何研究进入世

界一流行列。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陈建

功和苏步青一同来到复旦大学任职。

1952—1958年间，陈建功不仅坚持为大

学生开课，还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据

他的学生回忆，陈建功上课从不带讲义，

却总能一气呵成，让人无比钦佩。对此，

苏步青也曾经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不带

讲义，但不是没有。我亲眼看到，他每年

都要新编，老的删掉，补充新内容。”

1958年，陈建功调任杭州大学副校

长，但仍继续在复旦培养研究生。

入住过65号小楼
陈建功在复旦大学的居所位于国顺

路650弄的复旦玖园65号。

玖园的教授别墅于1956年6月动工

兴建，两幢小楼紧邻陈望道寓所，位于玖

园东南侧。别墅楼高二层，独立式砖木

结构，红色平瓦坡式屋顶，黄色水泥拉毛

外墙，简朴的木质门窗整齐地开设在房

屋四面，外墙一侧由厨房伸展的烟囱稍

凸出屋面，房屋的前立面设一座“人”字

形坡式门洞。楼前建有绿茵草坪，四周

分别栽种水杉、桂花等树木。住宅上下

两层各有大小客厅、书房、卧室、厨房、卫

生间及储藏室等。

据透露，当时住宅内均安置了水电、

卫生、煤气设施，屋内的照明线路一律采

用暗线铺排，客厅的壁灯、电钟，厨房的

热水炉、冷水箱，卫生间的马桶、浴缸等

皆按一级品标准配置。别墅建成后，陈

建功入住65号楼，61号

楼由苏步青居住。

1971年，陈建功去

世。之后，65号楼入住

过著名遗传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谈家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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