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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求索 报效祖国
来到特展现场，一张张老照片

吸引人们进入苏先生的“几何世

界”。有张照片拍摄的是日本学校

颁给苏步青的毕业证书。1919年，

年仅17岁的苏步青东渡扶桑，因经

济困难，最初每天只吃两餐饭，无钱

请日语老师，就拜房东大娘为师。

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完成面试，以

第一名成绩进入名校东京高等工业

学校的电机系。哪知1923年他毕

业时发生关东大地震，他丢失所有

复习资料，毕业考试没取得满意成

绩，可校方依然颁发一张特别的毕

业证书：“苏步青，以优异成绩毕

业。”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另一张照片呈现的是苏步青亲

笔写的《国立浙江大学理科研究所

数学部报告》。早年在日本大学，苏

步青就向“学长”、另一位数学大师陈

建功畅谈理想：“取得博士学位后，我

们要马上回去报效祖国，为浙江大学

数学系的发展出谋划策，为国家培养

更多的人才。”这里有个插曲，一位日

本友人曾问苏步青：“你为何那么拼

命学数学？你真的觉得那里有很多

乐趣吗？”苏步青回答：“中国的发展

需要数学。起初我确实觉得它没有

听歌、跳舞有意思，但当你把数学同

国运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是多

么丰富并且诱人的领域。”

浙大数学系成长可谓筚路蓝

缕。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贵州湄潭的

日子里，师生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教

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苏步青买了

一把锄头，每天下班回家后或休息

日就去开荒种菜。生活每况愈下，

苏步青的一个儿子因营养不良，降

生不久便夭折了，但他依然坚强地

走上讲台。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

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

衣服上那些“三角形、梯形……的补

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

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

香案上写教材，以坚忍不拔的意志

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

欧美日数学家称苏步青和同事

们为“浙大学派”。1931至1952年，

苏步青培养了近百名学生，在国内

十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

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后来，他又培养3名院士，

共有8名院士学生。

为师之道 贵在坚持
苏步青是中国数学基础研究的

开拓者和领路人。著名数学家、中科

院院士王元评价：“中国现代数学研

究是上世纪3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

在浙江大学，苏步青主攻方向

由仿射微分几何转到射影微分几

何，并很快获得系统的研究成果。

他还把研究领域扩展至一般空间微

分几何学，建立与前人完全不同的

几何构造性方法，完成N维空间曲

线的几何学构造理论。1931至

1949年，这位“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带领学生在美日英等国期刊上发表

百余篇论文。“苏先生和他的学生在

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微分

几何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形成了国际上公认的中

国微分几何学派。”苏步青的学生、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科

院院士李大潜说。

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后，他

继续深耕，撰写了《一般空间微分几

何学》《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和《射影

曲面概论》等专著，系统总结研究成

果，奠定微分几何学的发展基础。

他创立的“微分几何学派”在复旦大

学得以发扬光大。

为了集聚中国数学家力量，苏

步青参与发起了中国数学会。他还

担任我国第一本全世界发行的《中

国数学会学报》总编辑，并定下原

则：“该会刊非创作不登，备与各国

著名杂志相交换，为我国数学界在

国际谋地位。”

苏步青有一句名言：“勉励他们

（自己学生）尽快赶上自己”。李

大潜回忆，作为桃李满天下

的杰出教育家，苏步青

曾表示“毕生事业一教鞭”，把教学

看成自己一生的事业，提倡“一代要

超过一代”的教育理念。他的学生

熊全治研究整体微分几何，特别是

积分几何；张素诚转向拓扑学；谷超

豪转到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研

究；胡和生发展了孤立子的几何理

论……他们都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

数学家。

刚毕业留校任教时，李大潜曾向

苏步青请教教学经验，苏先生只告诉

他“贵在坚持”四个字，显示了他一生

的坚定信念。李大潜回忆，即使工作

再忙，困难再大，苏步青也会坚持每

天阅读学习两小时，这也激励自己每

天坚持学习研究的道路。

激扬文字 勇攀高峰
数学与诗词，一理一文，苏步青

却深谙二者相通之精髓。在他看

来，数学和旧体诗都十分重视想象

和推理，读写旧体诗能起到“窗外看

雁阵”的作用，可避免头脑僵化。“深

厚的文学、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

数学殿堂的翅膀，文学、历史知识帮

助我开拓思路，加深对数学的理

解。”他曾如此表述。他还向有志于

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呼吁，“搞点形

象思维，读点诗词，对打开思路、活

跃思想是很有好处的”。

“微分显万象，平生问几何，一

生一卷诗。”他给后世留下近500首

诗，“极目东西无净土”“愁闻鼙鼓动

余哀”，这是他感时伤世、忧国忧民

的爱国情怀；“喜看神州除‘四害’，

更需鼓劲越雄关”，这是粉碎“四人

帮”后，国家拨乱反正，他表达要继

续为国家科学事业而奋斗的渴望。

1977年8月4日，距离全国科学大

会召开还有6个月，苏步青应邀参

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

作座谈会，激动地写下“黄忠跃马定

军山，能饭廉颇弓满弯”。

晚年，苏步青又写下诗句“丹心

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

他依然雄心未减、创新不止，为中国

的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出力。1982

年，他组织成立了全国计算几何协

作组，为我国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

造方面的高科技项目提供理论和方

法，并培养了一批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的人才。

“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可爱

的祖国、伟大的党再作出一番贡

献。”耄耋之年的苏步青坚持每天从

居所走到校内办公室，他心系复旦

数学系与中国数学的发展，心系我

国中小学数学教育事业的未来。

2003年3月17日，苏步青在上

海逝世，享年101岁。

国福路，红瓦黄墙小楼，苏步青

旧居曾经花木繁茂，如今修缮一

新。这里已成为复旦大学“玖园爱

国主义教育建筑群”，今年5月入选

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无数后学在此追寻大师足迹，感悟

先辈精神。

他曾经说过：“我要活到九十

九。”因为苏老九十九岁时便是千

禧年到来之时，他想见证跨越世

纪、飞速发展的中国，他看

到了，做到了。

数学与国运相连 会很诱人
办떩듳톧뻙냬“辰늽쟠쿈짺떮뎽120展쓪쳘햹”

苏老120周年诞辰纪念日到

来之际，又引出一个老生常谈的

话题——“基础研究”。苏步青在

数学领域的原创，使之成为当之

无愧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立

者。当下，中国科技界论文不算

少，但缺失的却是这种原创的基

础研究。

何谓原创科学？上个世纪，

中国科研人员打破国外垄断，在

纤维、石化乃至航天领域实现自

主。今天，我们又努力在芯片产

业自力更生。成就固然可喜，但

说到底只是循着他人的脚步在

追赶。而原创是指“从0到1”的

创新。假设一下，如果抛开传统

芯片，开发全新的替代元件，我

们的手机、电脑还能不能用？原

创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情。

具体到科学技术领域，原创

是基于最基本的天文学、数学、物

理学的研究，没有基础研究为根

基，就没有我们工作生活中的高

科技。我们总在抱怨“卡脖子”，

是因为我们总喜欢马上能到手

的、能够用得上的技术，缺少艰苦

的、漫漫长路的、没有业绩的基础

研究精神。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

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

关。”当前，我们认识到基础研究

的重要性，然而怎么去改变不合

理的科研体系，却是一篇大文

章。苏老留给我们启示：不功

利、不苛求，潜心研究自然规

律。一道公式、一则原理，短时

间看起来没啥大用处，也许，会

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同

时，科学发展永远没有终点，真

理也没有终点，鼓励学生质疑自

己、超越自己。

原创并非一日之功。苏步青

迈出了第一步，他的后一代谷超

豪、李大潜又各自迈出一步。期

待接力下去，未来中国科学家登

上诺贝尔物理、化学奖台，更期待

50年、100年后，物理、化学教材

上的定律、公式，出现许多中国人

的名字。

他是国际公认的几何学家，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他发现了著名的“苏锥”和“苏链”，系统发展了射影微分
几何的理论，是我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今天是被人称颂
为“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的苏步青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复旦
大学以“苏步青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来缅怀大师。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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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步青深入工厂，与一线工人交流

▲ 谷超豪与苏步青（右）讨论数学问题

■ 苏步青修改学生论文意见的

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