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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平阳牧童、东渡扶桑、奋发成才、新的征程、焕发青春、老当益壮共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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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增藩，复旦大学毕业。
1980年起，担任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秘书近二十年，对苏老有较深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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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步青决心回国的消息一传开，在日本的亲友、同学、老师都来挽留。
他们说：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回去后吃苦不必说，学术上的辉煌电要断送。
东北帝国大学表示，为苏步青保留半年职位，如果回国后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回来就职。
对于回国后可能遇到的困难，苏步青都仔细想过。
既然夫人表示愿意与自己同行，其他的顾虑就微不足道了。
苏步青的心早已飞回祖国，他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
他对盛情挽留自己的老师、同学表示感激之情，开始做回国的一些准备工作。
　　一听说富有盛名的苏步青博士要回国执教，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都来信以高薪聘请。
燕京大学的大红聘书写着：请您担任我校教授，月薪240美金。
可以说，这是当时国内比较高的薪水。
可是，苏步青的心中只有浙江大学，虽然条件差些，但这是自己故乡的大学，乡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
　　《微分几何学》终于在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是苏步青在旧中国出版的惟一一本书。
这本书有400多页，第一次出版时，它曾反映了当时微分几何的最新成就，直到今天，书中的一些基本
原理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有几位美籍华裔科学家来上海，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台湾岛上学时，曾用过苏步青
的这本《微分几何学》当教材。
新中国成立前，这本书又重版，至今连苏步青也不知道此书印了多少册。
　　在1985年理科数学、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几何、拓扑编审组会议上，与会专家提出改写旧版《微
分几何学》的建议，理由是：旧著内容比较丰富，把当时认为是新的一些成果也收进书里，尤其是第
三章线汇论，是建国以来同类教材中所不收进的。
会议认为，这部教材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精神，对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会起到启
发和提高的作用，因而决定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参考材料再次出版。
在出版前，对该书做了一些改写，将原来的文言文改为现代用语，将过去用坐标法表达的方式，都换
成向量分析法，而且对部分记号也改为现在常用的形式，但是对原著的内容丝毫未予更动。
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苏步青的学生姜国英博士一个人做的，只是后来由于他的健康关系，第36节以后
的部分，不得不由80多岁的苏步青自己来完成。
1988年9月， 《微分几何学（新一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经历40多年检验，以优质内容
和崭新风貌展现了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卓著业绩，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科书。
　　苏步青的名字，在这些学生孩提时代就如雷灌耳了，如今要坐在教室里听老师授课，心情别说有
多激动。
那天上午第二节课还没结束，有的学生就发现，门窗外有个老头朝教室里不断张望。
池圆圆的脸庞，光秃的头顶，边上一圈头发黑中杂白，穿灰白色中山装，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下课后，他急步迈进教室，问道：“你们是74级自然辩证法专业吗？
”得到证实后，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学生们正怀疑，哪里来的家长？
既然找到了班级，怎么不找自己的孩子呢？
上课铃声响了，这老头健步跨上讲台，他们一下子呆住了⋯⋯事后学生才知道，苏步青在江南造船厂
下放劳动好几年，不让教书，那天是他重返讲台第一次上课，因此非常高兴，非常认真，早早就等候
在教室门外。
　　苏步青第一个发言。
　　他慷慨陈词，提出要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所谓“两个估计”，即“四人帮”1971年炮
制的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估计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
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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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苏步青的发言，小平同志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
？
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苏步青开始发言时有些拘谨，听到小平同志插话支持，也就畅所欲言了。
　　苏步青接着谈到，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有60多位爱好数学的青年寄论文给他，其中有十几
位很有数学才能，可以作为研究生培养。
　　小平同志马上对身旁的教育部负责人说：“你通知这十几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
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
对报考研究生的要给予关心，所在单位要支持这些人报考。
”　　苏步青又谈到，复旦大学数学所过去有18位科研骨干，被称为“十八罗汉”，至今16人未归队
。
　　“叫他们统统回来。
”小平又对教育部负责人说。
　　当苏步青反映复旦大学中年教师许永华研究抽象代数，已写了20万字的论文，按现在的出版速度
，到1990年也登不完时，小平同志说：“学术刊物要办起来。
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还说：“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
现在有的著作按目前的出版情况，要许多年才能印出来，这样就把自己捆死了。
”　　在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要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中小学教育，一要有教材
，二要有教师。
他对苏步青说，你们要做教师的教师。
小平的话讲到苏步青的心坎里。
1960年至1966年，苏步青曾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编写数学教材，这是他汲取了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
国家教学的精华，结合我国国情而编写的。
　　可是，这却使他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迫害，为中小学编教材何罪之有？
心中不服。
一次，有外宾到上海，“四人帮”余党派人将苏步青从“牛棚”拉出来，要他参加一个座谈会。
苏步青曾挨过批斗，在会上气愤地说，我是“反面教员”，何必让我出来呢？
这下可触怒了“四人帮”。
而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再不让苏步青会见外宾了。
这事大概传到邓小平同志的耳朵里，小平在座谈会上特地对苏步青说，你就是要反“四人帮”之道而
行之，这给了苏步青很大的鼓舞。
苏步青的心系着中小学的教育，他心底里已蕴育着一个系统工程，那就是有朝一日，按小平的话去做
，为中学教师当教师。
　　在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
以设法收一批回来。
这个意见是好的。
”后来，小平的讲话公开发表了，每当苏步青阅读这篇讲话，心里就格外激动，因为那次会上，他曾
经反映复旦大学数学所“十八罗汉”一事，以后此事很快便得到解决。
回顾那次参加座谈会，苏步青说，小平同志从4日至7日，每天上午8时半准时到会倾听专家、教授的意
见，中午只休息一下，直到晚上华灯齐放时才离开。
小平同志对科教事业的关怀，永远鼓励我去拚搏。
　　从北京参加座谈会回沪后，苏步青即着手重建数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恢复数学讨论班。
数学所的原“十八罗汉”很快就回来一批。
苏步青推荐的那批青年中，12个人成了复旦大学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1986年底， 日本《奈良日日新闻》上的一幅彩照，映人苏步青的眼帘，这不是我们在上海锦江饭
店会见时的留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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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引起他对那次亲切、友好见面的回忆。
那时，池田大作先生饶有兴趣地问苏步青先生：“您作为数学家，对探究真理抱什么态度？
”苏步青回答：“从事科学研究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池田先生当场评价说：“这是一位兢兢业业做出极大努力的人从心底里讲出来的话。
”　　1986年6月，苏步青担任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发展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专为协会题词：“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精华。
”给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鼓舞，必将进一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苏步青作为国际著名数学家，从事外事工作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于数学
科学，并以此发展国际交流。
1998年10月，教育部科技司对苏步青担任主编19年之久的《数学年刊》做出很高的评价：“作为面向
国内外的综合性数学刊物，自198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抓刊物质量和数学人才的培养。
经过19年的努力，已经办成为世界数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性数学杂志，先后获得国内多部门的嘉奖
。
”　　《数学年刊》创刊于1980年。
当时，我国数学界的同志们迫切希望能多办一些数学刊物，使具有创造性的数学论文发表得既多又快
，使我国数学工作者的优秀成果能够抢时间、争速度地在世界上涌现。
《数学年刊》就是为实现这个愿望，在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关怀下，经许多数学家的大力支持，在我国
科学的春天里问世的。
　　为加速与国际数学界的交流，《数学年刊》采用两种方式发表论文：一种是以中文为正文，附英
文摘要；一种是以英文为正文，附中文摘要。
以上两种，分别以A辑和B辑区分。
1991年以来A辑每年6期，B辑英文版每年4期（季刊）。
有时还出版增刊。
《数学年刊》A辑已进人中文核心期刊行列。
　　苏步青主编在1993年4月第八次常务编委扩大会议上披露，《数学年刊》B辑自1982年以来，一直
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l）评为世界核心期刊，而且是中国进入SCI核心期刊中惟一的一本纯数
学期刊。
《数学年刊》A辑中文版的翻译本作为《当代中国数学》期刊在美国出版发行，在国际上进一步扩大
影响。
同时，《数学年刊》坚持立足于国内，继续保持了它的办刊特点和风格，越来越被公认为是一本在国
内有着重大影响和相当权威性的国内核心期刊。
《数学年刊》先后被国家科委、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上海市科委、科协、出版局等
单位评为优秀期刊，曾分别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质奖等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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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步青是世界杰出的数学家，开创了微分几何学学派。
他和陈建功教授也是中国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开创了讨论班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如方
德植、白正国、熊全治等等，《科学巨匠——苏步青》介绍了他的成长和成才之路，对于孩子有着巨
大的启发、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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