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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晓 勤!以 下 简 称“ 汪 ”"：汪 院

士，能否请您谈谈您早期受教育的情

况#
石 钟 慈 !以 下 简 称“ 石 ”"：我 的

小学是在宁波乡下的鄞县读的。抗战

刚胜利的 $%&’ 年，就读于刚创办的

一所私立初中。两年半后，$%&( 年秋

天，以同等学历考入浙江省立宁波中

学。宁波中学在解放前是宁波最好的

高级中学，初、高中都有。以同等学历

考入该校是很难的，录取比率很低。

即使是本校初中毕业，要考入高中也

很不容易。因为宁波中学是公立的，

学费低，考生遍及浙江省各地，而且

它自己还有一大批初中毕业生要升

高中，竞争非常激烈。很幸运，我考上

了。学校的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

理、化学以及音乐等各科老师都很

好。

高二的时候，宁波解放了。为了

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国民

党军队天天出动飞机轰炸宁波通往

舟山的一座大桥，炸得很厉害，而宁

波中学就在桥北两三里地，非常危

险，因此学校决定白天去很远的乡下

上课，早上五六点下去，晚上六七点

回校。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老师们

都坚持上课，学生们也坚持学习，当

时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国家

建设好。

$%’) 年抗美援朝，一些年轻学

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我两次报

名，但由于我是独生子，没被批准。许

多同学高中没有毕业就参干了，后来

一部分人直接在军队服务，还有一部

分参加了抗美援朝。

汪：您是否小时候即对数学产

生了兴趣#
石：初中时倒没有特别的兴趣，

数学、物理、历史、地理、作文各科成

绩都比较好。到高二的时候，在建设

国家的愿望支配下，开始逐步意识到

学习数学、物理的重要性。

汪 ：$%’$ 年 考 大 学 时 报 的 想 必

是数学系了。

石：特别喜欢数学、物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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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石钟慈院士，是我国当代著名计算数学家，在有限元领域作出了多种原

创性的重要贡献。1933 年 12 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5 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数学系。1991 年 11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1995 年至

今任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88!1995 年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1985!1989 年任中国计算数学会副理事长，1994 年至今任理事长。现为中科

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家攀登项目“大规模科学工程计算”

首席科学家。本文是作者去年 9 月在杭州见到石钟慈院士时的访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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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唯一的考点是杭州。早晨从宁

波乘长途汽车+当时还没有什么好汽

车，是烧煤的汽车,，晚上到杭州，在

浙 大 -当 时 在 青 春 街 ,住 下 ，参 加 考

试。填写志愿的时候，浙大高年级学

生来参加座谈，分别来自数学系和

物理系的两位同学希望大家报考浙

大。当时大家都知道浙大的理科特

别好。所以第一志愿就填了浙大数

学系和物理系，另外还报了南京大

学的天文系。当时上海没有什么理

科比较好的学校，复旦大学在解放

初只是个私立学校，理科不强。最好

的学校是交大和同济，但我对工科

兴趣不大，只想读理科。后来被浙大

数学系录取了，和我同时参加考试

并报考数学系的另外两位同学也被

录取了。那年浙大数学系共录取 ./
人，人数较前几届多。

当 时 的 浙 大 数 学 系 特 别 好 ，陈

建功先生、苏步青先生、徐瑞云先

生、白正国先生都在那里任教。王元

是 我 的 师 兄 ，我 一 年 级 ，他 四 年 级 。

四年级只有 0 个学生，课是到老师

家去上的。而三年级约 1、/ 个学生，

二年级大概 .2 来个学生。

在 浙 大 数 学 系 念 书 是 很 难 的 。

一年级时，徐瑞云先生教微积分，非

常严格，32 分算及格。她要求大家无

论如何一定要把微积分学好，所以

大家非常用功。我们收获很大，微积

分基础打得很好。徐瑞云先生后来

当了系主任，她一直留在浙大，后去

杭大，没去复旦。在文革中不幸去

世。

汪：请谈谈您在复旦数学系学

习时的情况，是否还记得起一些教

授的情况4他们中有人对您产生影响

吗4
石：.5/6 年全国高等 院 校 院 系

调 整 ，浙 大 的 理 学 院 ，包 括 数 学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诸 系 ，全 部 搬 到 了 复

旦-同时并入的还有交大、同济的理

学 院 以 及 一 些 小 的 学 校 的 数 学 系 、

物理系等,。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

谷超豪、夏道行诸先生都去了复旦，

成 了 复 旦 主 要 的 教 学 和 科 研 力 量 。

所有的学生都去了复旦。浙大数学

系没有了，工科院系成立了数学教

研室。

.5/6 年秋，我们开始在复旦上

课，班里的学生约有 12 个。陈建功先

生教我们复变函数论一年，实函数

论一年，辅导老师是他的研究生夏

道行。陈先生上课极有气氛，他基本

上按讲义，对讲义很熟的。中间插一

些有趣的故事。他对学生很好。陈先

生是绍兴人，喜欢喝酒。或许是因为

他的缘故，浙大许多人都会喝酒。苏

步青先生教我们几何基础。苏先生

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他板书清楚，

条 理 分 明 ，一 丝 不 苟 ，严 格 得 很 ，让

人望而生畏。谷超豪先生上的是数

理方程。过去没有数理方程这门课

的，解放前只有常微分方程，偏微分

方程很少。夏道行先生教我们常微

分方程。当时没有什么西方教材，教

师用的教材往往都译自俄文。他们

非常用功地学习俄文，把苏联教材

翻译过来。徐瑞云先生就曾快速翻

译过纳汤松的《函数构造论》。苏先

生的《几何基础》，谷先生的《数 理

方程》，都是从苏联 教 材 翻 译 过 来

的。

汪 ：.5// 年 您 大 学 毕 业 后 与

.5/7 年赴苏留学之前这段时间里您

是否参加了工作4
石：.5// 年大学毕业时，留苏之

事已基本上决定了。第二年国家提

出 “向科学进军”，制订了第一个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

发展中国的“新技术”。“新技术”有

四 种 ：一 是 计 算 技 术 ，二 是 电 子 学 ，

三是半导体，四是原子能。国家聘请

了一批苏联专家做规划，选派一批

人到苏联及东欧去学习，其中一部

分便是大学毕业生-应届的或快毕业

的,。
汪：是否经过考核4
石：考核非常严格。第一是政治

表 现 ，政 治 清 白 ，无 海 外 关 系 ；第 二

是业务要好，不过这一点不如第一

点严格。我当时毕业后被分配到了

中科院数学所，据后来了解，当时已

经确定，我们新分配去的那批人里

面要选一部分人学习计算数学。当

时还没有计算所 -.5/7 年才开始筹

建计算所,，只有数学所。我的大学毕

业论文做的是单叶函数论，是陈建

功夫生指导的，具体由夏道行先生

管。当时分三个组，方向分别是陈建

功先生的函数论、苏步青先生的微

分几何和原来复旦大学陈传璋先生

的积分方程。我的论文做得很好，当

时 上 海 的《 解 放 日 报 》还 专 门 做 过

报道，后发表于《数学进展》。我很想

继续学习函数论，当时华罗庚先生、

关肇直先生、吴文俊先生都在这个

研究所工作。但后来不行，国家规定

我必须学计算科学。

汪：当时计算数学在中国处于

什么样的状况4
石：几乎没有计算数学，书没

有，计算机也没有-只有手摇和电动

计算机,。当时，华罗庚先生亲自主持

计算数学讨论班，并多次鼓励我好

好学习计算数学。华先生研究数论、

代数和复变函数，但计算数学并未

研究过。但他知道国家需要，所以亲

自主持这个讨论班。我们这一批大

学毕业生共有六七个，分别来自北

大、南开、复旦。在华先生的指导下，

我 们 读 翻 译 的《 计 算 方 法 》之 类 的

书 ，内 容 有 方 程 求 根 、多 项 式 、线 性

方程组的解等等。华先生很厉害，这

些东西他以前没有接触过，从头开

始看，搞了半年。所以华先生是中国

计 算 数 学 早 期 的 主 要 带 头 人 之 一 。

当时北大、清华也有了计算数学课，

也有讨论班，我们也去参加。清华由

赵访熊先生主持。

.5/7 年初，中科院举办短期俄

语训练班-时间 0 个月，地点在九爷

府,，上面通知我去参加学习。参加训

练 班 的 有 各 个 学 科 的 百 来 个 人 ，数

学只有我一个。这 0 个月很辛苦，一

个字一个字念，象小学生一样。.5/7
年 5 月初，中科院派遣了 .22 多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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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苏联，我为其中之一。

汪：在苏联，具体在哪里学习

呢+
石：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这

个研究所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具体

工作在计算中心。

这里的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

的，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其他欧

洲国家、日本都没有。在苏联学习了

, 年。

汪：能回忆起在苏联的学习情

况和一些教授的情况吗- 他们对您

产生过重要影响吗-
石 ：当 然 ，柯 尔 莫 戈 洛 夫 ./010

!2345262728，9:;<—9:=>?、 庞 特 里

亚 金.@A0B0AA2C766CC，9:;=—9:==?、彼

得洛夫斯基.AADE728FGCC?、盖尔 范 德

HI0J06D@$8CKC4?、 吉 洪 诺 夫 .LMN2O
C28?，都是院士。这些人中一部分既

在 苏 联 科 学 院 数 学 研 究 所 工 作 ，同

时又在莫斯科大学任课。数学所到

莫斯科大学的交通很方便，我每周

去莫斯科大学听课 <、, 次H就象中科

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去北大听课?。去

苏联前，在华先生一个学期的讨论

班 里 所 学 到 的 都 是 最 基 本 的 东 西 ，

计 算 数 学 的 许 多 课 并 没 有 上 过 ，在

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才发

现计算数学与过去所认识的完全是

两回事。

研究生第一学年学哲学、俄语，

然后学两门业务基础课，一门是《数

理方程》，一门是《泛函分析》。当时

苏联的考试采用口试的方式，泛函

分析即是索伯列夫考我的，先抽签，

抽到两三个题目，给你一个小时的

时间作准备，然后口试，首先把这个

题目讲清楚，在讲的过程中他提问

题。

汪：用俄语-
石：当然，所以是很困难的。不

过一则年轻，二则是在那个语言环

境之下，所以俄语还是学得很快，这

样的口试基本上能应付过去。数理

方程是尼考尔斯基考的。第一年学

了两门基础课一门专业课，在这一

年里，进步很快。第二学年学计算方

法和程序设计两门课。

我在莫斯科大学听了盖尔范德

一年的《泛函分析》。当时谷超豪先

生和夏道行先生都在莫斯科大学进

修，盖尔范德是夏道行的指导教师。

盖尔范德讲课非常生动，给人印象

极深，对我以后上课有很大的影响。

盖尔范德讲课没有书本，随他讲，你

只管记。他随时都可以想出新的东

西，在课上讲。讲到一半，教同学或

老师一块想，把它解决。H回国后，我

发现华罗庚先生在科大也是这么上

课的。?盖尔范德每次上课往往都要

迟到 P 分钟左右H他不住校内?。有一

次 ，他 没 有 迟 到 ，学 生 却 都 迟 到 了 ，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迟到 P 分

钟的。

汪：您与冯康以及其他计算数

学 家 如 黄 鸿 慈 、周 天 孝 、唐 立 民 、应

隆安、林群等有学术联系吗-记得一

些轶事吗-
石：冯康先生当时在研究有限

元，我当时主要任务是上课，当时没

有体会到有限元的重要性。黄鸿慈

我 很 熟 悉 ，9:Q; 年 回 国 后 在 计 算 所

三 室 二 组 一 起 做 水 坝 计 算 工 作 ，他

亦在科大兼课。他跟冯先生搞有限

元，对有限元的早期发展作出过重

要贡献。9:=9 年冯先生的有限元获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排名第二。

唐立明、应隆安是后来认得的。应隆

安本来是搞微分方程的，后来转到

计算数学。林群我在 9:Q; 年回国就

认识，他是关肇直先生的弟子，搞泛

函分析。我对泛函分析也很有兴趣，

回 国 后 曾 与 他 合 作 过 一 篇 文 章 ，叫

《中子迁移方程一切本征值的上下

界》。他研究计算数学从牛顿 法 开

始，后来研究有限元。周天孝是冯先

生和董铁宝先生的研究生，文革以

后才认识。

汪：在现代计算机数学领域，您

认为中国数学家的工作与国外相比

是否存在差距？

石：在某些领域是存在差距的，

但有一些领域，我们的工作是很好

的。

汪：如有限元这一领域？

石：那当然很好的，还有王兴华

教授的复杂性理论。总的说来，中国

在理论方面是很不错，但深度和广

度 还 不 够 ，特 别 是 应 用 。 因 为 计 算

数 学 是 搞 应 用 的 ， 中 国 人 比 较 弱 ，

而且重视也不够。当然，这是有客

观原因的，因为过去中国计算机比

较 少 ，一 些 老 师 连 计 算 机 都 不 会 。

但 现 在 好 了 ， 年 轻 的 一 辈 不 一 样

了 。现 在 我 的 许 多 学 生 在 国 外 ，他

们在计算数学上是国际一流的。就

整个计算数学而言，应该说中国在

国际上是居于前列的。我们常去国

外，和老外接触多了，知道中国的

计算数学在他们看来是很好的。只

要大家一块做，中国人绝对不比外

国人差。计算数学与传统的数学不

一样，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很多东

西很快被淘汰了。新东西你也做我

也 做 ，很 快 做 好 了 ，不 像 老 的 问 题 ，

一个问题你也啃我也啃，啃一辈子

什么进展也没有。现在好多新的东

西只要你的信息比人家快，那就可

能比人家好。

汪：在新世纪里，中国计算数学

发展前景如何-您怎么看陈省身猜想-
石：应该很乐观 。江 泽 民 总 书

记 在 北 戴 河 接 见 杨 振 宁 、 李 政 道 、

丁肇中等 Q 人时，杨振宁说，中国

RS 世 纪 赶 超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的 有 两

个学科：一是数学，一是生物学。就

计算数学而言，冯康先生在国际上

非常有名。丘成桐先生说过，在国

际 上 有 非 常 重 要 影 响 的 中 国 数 学

家有三位：一位是陈省身，一位是

华罗庚，一位是冯康。在好的环境

下，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做，题目找

得 好 ，方 向 对 头 ，赶 紧 做 ，认 真 做 ，

我 个 人 认 为 中 国 计 算 数 学 的 前 景

是 看 好 的 。 因 为 中 国 好 多 的 留 学

生，在计算数学领域绝对是国际一

流的。 !
（本栏编辑 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