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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步青的上海
即使是未曾

涉足数学王国的
人，对苏步青这
个名字也不应感
到陌生。苏步青
先生是著名的数

学家、教育家。1952年10月，苏步青到复旦大学数学系
任教授、系主任，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培
养出一大批中国数学栋梁。2003年3月17日，苏步青
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 ! ! !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大数学
家在微分几何和三角函数领域代
表着中国最高水平。他们培养了
许多杰出人才，形成了中国数学
界的陈苏学派。获得 !""#年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谷超豪和中科
院院士胡和生、李大潜等都是他
们的弟子。

苏步青、陈建功在复旦期间，
校长陈望道特别器重他们，安排了
好的工作条件。苏步青当时住在第
九宿舍东南侧的一栋红瓦、米黄色
墙面的两层小楼，旁边就是复旦大
学老校长陈望道和陈建功教授的
居所。他们的三栋小楼自成院落，
显示了复旦对学者的礼遇有加。

与老校长是邻居

! ! ! !苏步青先生写诗词，在
复旦大学传为佳话。如今，复
旦大学档案馆还收藏有一张
苏步青所书的《自咏》。据说，
这张《自咏》反映了复旦校史
中的两个关键历史事件。
数学学院教授、苏步青

的学生华宣积说，这首诗中
“忆昔杭申辗转秋，苍颜衰
鬓旧衫裘。初哼俄语常侵
夜，爱读洋书不说愁”一句
讲的是 $#%! 年全国高校院
系调整，苏步青先生从杭州
来到上海，至复旦任教；全国
高校院系调整后，开始学习
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使用俄语教材，因此当时 %&

岁的苏步青开始学习俄语，
并连续翻译了 ' 本俄文教
材。而“如今报国心犹在，改
革光辉照白头”说的则是
$#()年改革开放，苏步青开
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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