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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求是当先行作为卧牛山出生的“小神童”，苏步青从小就爱学习，心怀远大理想，为了中华崛
起而赴东京求学，这些经历培养了他独立钻研的精神，使他做出了影响数学界的成绩。
第一节卧牛山出生的“小神童”2第二节“首”和“尾”的大转变5第三节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10第四
节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6第五节在东京18第六节培养独立钻研的精神22第七节“苏锥面”影响了数学
界24第八节时刻牵挂祖国的游子27第二章初见有深情苏步青在生活中与妻子松本米子相敬如宾，与丰
子恺和周总理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仅是数学家，更是称职的丈夫、知心的朋友。
第一节喜好读诗写诗的数学家34第二节初识松本米子43第三节与丰子恺的交往53第四节震惊德国人56
第五节山洞里的情怀58第六节第一次见到周总理60第三章辛苦做园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更多的
数学人才，苏步青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
“文革”期间，他受“四人帮”迫害，被下放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但他不屈不挠，用自己的数
学知识解决了许多生产第一线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他又获得邓小平的支持，继续为我国的数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一节任教浙大64第二节进造船厂“劳改”69第三节如愿以偿74第四节怀念故友82第五节讲学于杭
大86第六节无限怀念故乡88第七节感念恩师91第八节种瓜浇菜的真园丁94第四章鞠躬尽瘁日在复旦大
学工作期间，苏步青生活俭朴，待人平易，谦虚好学，为科学真理而勇于献身，成为广大师生学习的
楷模。
第一节校党委派来的贴身秘书98第二节复旦大学的“拾荒者”106第三节争分夺秒，谦虚好学108第四
节为科学真理而献身114第五节生活俭朴而身体矫健的老人117第六节严师才能出高徒121第七节挚爱中
国古诗文127第八节回浙大讲学131第九节老校长的报告133第五章希望寄后人苏步青一生辛苦做园丁，
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无怨无悔地把爱和智慧留给后一代，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
第一节桃李满天下138第二节出版《微分几何学》142第三节文理同发展145第四节一生爱读书152第五
节孩子的楷模155第六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58第七节把爱和智慧留给后一代161第八节学习要讲究方
法165第九节重要的是练好基本功169第六章烛照万年青为了纪念苏步青对我国数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他的学生倡议并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教育奖。
第一节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74第二节设立“苏步青数学教育奖”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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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卧牛山出生的“小神童”卧牛山位于浙江平阳县腾蛟镇带溪村，远远看去，宛若一头卧着的大
水牛，因而得名。
山上树木繁茂，秋风一起，拂动漫山红叶。
山下的带溪如一条白练，从西北向东南流淌不息。
带溪村就在带溪的环抱之中。
村中有三间木质结构的古老平屋，坐落在矮矮的墙围之中。
屋前右侧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枇杷树与榕树合抱在一起，像一把绿伞似的撑着，使得这个山村农家
庭院显得更加幽静。
1902年9月23日，苏步青出生在这个乡村农家里。
对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一家来说，家中添了一个男丁，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
苏家历代务农的家业，终于有了男丁来继承。
苏祖善夫妇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所以他们希望儿子能够博闻强识，靠勤奋读书来改变命运，光显苏
家门面，于是给儿子取名“步青”，希望他将来“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苏祖善祖辈都以种田为生，家里拥有三四亩田和一些山园。
苏步青从小就是父亲的好帮手，割草、喂猪、放牛样样都会。
他常常学着父亲的样子，头戴一顶大竹笠，身穿一套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在卧牛山下放牛
。
家里养的是水牛，个头大，又矮又小的牧牛娃苏步青为此没少受大水牛的欺负。
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一路狂奔，苏步青被重重地摔在水沟里。
还好，老天庇佑，他跌在泥滩上，没受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和其他孩子一样，苏步青还喜欢捉鱼、钓虾、摸螃蟹，经常与小伙伴打闹。
他们夏夜里或者捕鸟，或者数星星，玩得不亦乐乎!不过，苏步青最喜欢的还是听大人们讲故事，不管
是当地的民间故事，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他都耳熟能详。
记住这些故事后，他便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们听。
五六岁的时候，苏步青很想读书。
每次放牛回家他都会经过村私塾门口，常被里面琅琅的读书声所吸引。
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着：“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他听后跟着念了几遍，很快就记住了这句顺口溜，常常在放牛时当山歌唱。
放牛的空当，他常会跑到私塾去，站在门外兴致勃勃地听老师讲课。
在家里他常学着大人的样子把家里的书拿来翻，虽然看不懂，但他总爱提出些问题来，有时甚至刨根
问底。
苏步青的父亲读过私塾，在他看来，不管家境多么困难，只要家里能省出半个铜子，也要让苏步青去
上学。
苏步青的母亲虽不识字，但也知道读书的种种好处。
因此，尽管家境清贫，苏祖善夫妇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苏步青上学。
苏步青本有兄弟姐妹13人，但由于苏家缺衣少食，竟夭折了9个。
这些不幸对苏步青的冲击很大，成为他后来不畏艰辛、奋力拼搏的动力之一。
生养多个子女给母亲带来了无尽的痛楚和辛酸，但母爱是伟大的。
有时候，苏步青看有钱人家的孩子吃零食，也很想吃，母亲便想了个办法，在大人们省下来的白米饭
里放点盐和猪油，捏成饭团给他吃。
这种饭团，吃起来喷喷香呢！
在父母的努力下，苏步青7岁时终于进了村里的私塾。
在那里，他首先学会了《千家诗》、《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古文。
由于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苏步青念书极其认真努力，加上他天资聪颖，很快，一些文章就能倒背如
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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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了不少字后，他就偷偷地读起了《聊斋志异》、《西游记》、《东周列国志》。
许多古字不认识，他就步行10多里山路，向人借《康熙字典》来查。
每当放学回家和周末，他仍到山上放牛，一边赶牛，一边坐在牛背上读书。
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他在牛背上正全神贯注地看《三国演义》，看到得意的地方，竟忘乎所以，
手舞足蹈起来，一不留神，从牛背上掉了下来，摔在一片刚砍过的竹丛里。
竹茬像一支支利箭，又硬又尖，稍不小心就有扎伤的危险。
还算万幸，苏步青恰好摔在两根竹茬中间。
这件事后来被母亲知道了，尽管是有惊无险，但仍然使母亲担心。
于是母亲就跟父亲商量，决定送他到外地去上学。
父母先是把他送到水头闹村一所较好的小学读书，后来听说南雁荡山的会文书院也办学校了，又把他
送到那里。
1911年，也就是苏步青9岁那年，苏祖善为了让他有出息，下决心把他送到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去读
书。
腾蛟离平阳有100多里路，当时交通极不方便，去平阳要跋山涉水，辛苦万分。
开学那天，父亲肩挑行李和大米，苏步青背着书包跟在后头。
父亲累得筋疲力尽，苏步青也走得脚板磨起了水泡，好不容易才走到平阳坡南，踏入了当时全县唯一
的高等小学。
第二节 “首”和“尾”的大转变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是当时平阳县的“最高学府”。
除了少数像苏步青那样品学兼优的寒门子弟外，多数是纨绔子弟，他们衣着光鲜，神气十足。
而苏步青穿的则是一身土布衣服，人也又矮又瘦，成了他们眼中的“穷瘪三”，时常遭到他们的奚落
和侮辱。
求学期间，苏步青可谓孤苦伶仃，既得不到父母的关心爱护，也没有可以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而且学
习的课程也远不及《三国演义》等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加上老师说的是温州话，言语不通，弄得苏步
青不知所云。
那段时间，他感到太孤单了，只能另外寻找乐趣。
在学校里，他平生第一次看到馒头里有肉末，于是常将饭票换成钱，用少得可怜的钱买几个“肉馒头
”。
但这样使得他把一个月的饭票提前用完了，只好饿肚子。
见到烧开水的老虎灶，他也觉得好玩，就把家里带来的鸡蛋打碎丢进锅里，一锅开水变成了一锅蛋花
汤。
烧水工看到后怒不可遏，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有一个星期天，苏步青独自上街溜达。
这一天是集市日，街上南来北往的人群络绎不绝，特别热闹。
五里街坊到处摆满货摊，叫卖声、吆喝声，嚷成一片；耍猴子的、捏面人的，都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
人群⋯⋯城里的繁华景象深深地吸引了这个来自山沟的农家孩子，对他来说，一切都那么新奇。
苏步青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看不够，听不厌，连中午饭也忘了吃。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苏步青一有机会就上街溜达，五里街坊成了他的一个好去处——猴子为什么能
够听主人的话，向观众频频敬礼?江湖郎中卖的狗皮膏药怎么能治病?大力士的肚皮放上大石板后任人
敲打，为什么五脏六腑还能安然无恙？
面团放到油锅里，为什么会发得那么大?他经常一看就是大半天，什么都要刨根问底。
这些活动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结果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完不成，不时迟到、旷课，这让老师十
分生气。
面对老师的批评、罚站，苏步青开始时还有点收敛，七八次后，他便不把老师的批评放在心上了，依
然我行我素。
这一切，他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两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
苏步青由于整天“不务正业”，考试成绩自然难以和以前相比，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得了全班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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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不过，他的作文写得还不错，这与他以前在私塾里的“偷听”老师讲课不无关系。
但由于他平日总不能专心读书，语文老师认为他的作文是抄来的，于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分数。
这又引起了苏步青的逆反心理，老师越说他不好，他越不好好学，一连两个学期都是全班倒数第一名
。
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笨蛋”。
苏步青在学校的表现，最后还是被父亲知道了。
苏祖善并没有过于责备苏步青，在他看来，只要以后管教得好，儿子一定还能好好学习，取得优异成
绩的。
次年，离家不远的水头镇新办了一所小学——平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
于是，苏祖善便把苏步青转到新开办的小学，在那里他读了两年，直到毕业。
在苏步青看来，这两年是很值得回忆的，因为那个众所周知的“从背榜到头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
事情是这样的，苏步青刚刚转学不久，教国文的谢老师看了他的作文簿后，起了疑心：这样的好文采
，两个学期的背榜生写得出？
一开始，谢老师对这位出了名的背榜生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但他哪里知道，这个学生从小就在牛背上
刻苦读书，作文基础非常深厚。
谢老师把苏步青找来，用疑惑的口气说：“这篇作文是你写的？
”苏步青一听，心里明白老师怀疑作文是他抄袭来的，但他还是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老师，这篇作
文真是我亲手写的。
”“那你是怎么写的？
”谢老师用强硬的口气继续追问。
“我不都写在上面了吗？
”苏步青的牛脾气又来了，就犟头倔脑地回答。
这自然把谢老师惹火了，他大声训斥道：“你这个背榜生，能写出这篇作文来?肯定是从哪里抄来的。
”话刚落音，老师拿起红笔，顺手批了个“差”字。
苏步青也不甘示弱，狠狠地把作文本摔到一边，赌气地说：“我好也是不好，还好个啥劲头?从今天起
，国文课不上啦!”苏步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此后，每逢上国文课，他便不到教室去，一个人躲在清静的地方看课外书。
一个学期下来，他又得了个“背榜”。
学校里有个地理老师陈玉峰，早早就注意到了苏步青过人的记忆力与倔犟的牛脾气。
看到苏步青自暴自弃，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一天，他把苏步青叫到身边，意味深长地说：“你的父母省吃俭用，每学期都挑着大米把你送到学校
来念书，你这样年年背榜，对得起父母吗?不认真读书，怎么能有出息？
没有出息，不是辜负了父母这么多年对你的期望吗?”这话深深刺痛了苏步青的心，他一边听老师讲，
一边扑簌簌地落泪。
他想起了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为了他能来上学，全家人都在喝粥汤、吃番薯干，兄弟姐妹们一大
早就得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把卖粮省下来的钱给他缴学费；他还想起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他缝补
衣服⋯⋯等他哭过后，陈老师给他讲了一个牛顿的故事：牛顿小时候在农村，后来转到城里念书，开
始时他学习成绩不好，周围的同学也欺负他这个乡巴佬。
有一次，一个同学莫名其妙地踢了他的肚子，牛顿痛得站不起来。
因为这个同学成绩好，身体也棒，瘦小的牛顿平时一直都怕他。
但是这一次，牛顿终于忍不住了，不管对方学习成绩多好，身体有多棒，他还是翻起身来予以还击，
直到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
那个同学没想到平时逆来顺受的牛顿会突然这么勇猛，赶忙认输。
从此，牛顿认识到，只要有恒心，刻苦学习，成绩一定能提高的。
从那一天起，牛顿狠下苦功，努力学习，没过多长时间，凭借自身的刻苦和聪明，他的学习成绩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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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第一，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陈老师最后鼓励苏步青说：“我看你人聪明，肯动脑子，能吃苦，只要像牛顿那样奋发图强，一定能
变‘背榜’为‘头榜’的。
”这次谈话深深触动了苏步青幼小的心灵。
回忆起往日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万分愧疚。
他决定要以牛顿为榜样，做一个伟大的人。
这一次，他是说到做到。
他像是突然回到了小时候的状态，认真地读书，勤奋地钻研。
别人读上一遍就会的，他读3遍、5遍；做习题，别人做10道，他做30道、50道；别人只读课本，他在
课外还阅读了《左传》、《唐诗三百首》等。
他天天背，天天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这个学期期末考试，他终于如愿从“背榜”变为“头榜”。
在那以后的十多年里，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苏步青的名字总与“第一名”形影不离。
第三节 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1915年，13岁的苏步青从家乡平阳考进温州中学。
温州中学原名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这本是一所四年制的中学，后来顺应时代的需要，改成高初中六年
制学校。
该校设在仓桥的校舍，旁边有个池塘，据说就是谢灵运诗中“池塘生春草”的那个池塘，池畔有5株
杨柳。
恰好当时课本中有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所以，在温州中学读书的孩子心里都会产生一种悠悠的
人杰地灵之感。
自古以来，温州出现过许多有名望的大家。
苏步青的家乡靠近南雁荡山，那里风景绝佳，闻名的仙姑洞、会文书院就在此地。
苏步青的家境十分贫寒，他的姐姐被迫当了别人的童养媳，他读书的学费来之不易，全靠家里人做苦
力、干农活。
很小的时候，苏步青就常听人家说，苦学方知快乐多。
稍稍懂事后，为了改变家庭的境况，他立志苦学。
在进中学时，他已经能把古典名著《左传》倒背如流。
1916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温暖和煦的阳光射进苏步青所在的温州中学的教室，一位古文老师正精
神饱满地讲着课，学生们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老师说道：“同学们，《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是宋代的大学者司马光奉皇帝之命主持编写的。
它共有294卷，记载了上起战国、下至五代，达1302年的历史事迹。
谁要当学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谁想博古通今，也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老师的话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学习热情。
苏步青坐在教室的最前排，迎着老师投来的目光，认真地点了点头，心里产生了当一名学者的愿望。
为了当一个像老师所说的博古通今的学者，成为一名知兴亡、明得失的历史学家，苏步青决心认真阅
读《资治通鉴》。
然而，不久之后，苏步青的志向和爱好发生了变化。
起初，他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
但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却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
当时，学校里来了一位毕业于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的杨霁朝老师。
杨老师回国时带了许多杂志，这些杂志上有许多有趣的数学习题，苏步青和杨老师关系很好，于是有
不少机会接触这些杂志。
杂志上一道接一道的数学难题，像一块块磁石吸引着苏步青，把他拉进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在第一堂数学课上，杨老师不但没有讲数学，反而讲起了故事。
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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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
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杨老师慷慨激昂的话振聋发聩，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令他终生难忘。
杨老师的话深深地激发了他内心萌动的报国热情，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读书，不仅是为了摆脱个人和家庭的困境，更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
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哪来家庭的安居乐业呢？
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更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
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此由文学转向了数学，并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的座右铭。
一次，杨老师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的历史和文学都学得不错，可是我认为你在数学方
面会更有发展潜力。
从今以后，你要多花时间钻研钻研数学，将来可以在科学上报效国家，为人类进步作出大的贡献。
”苏步青听后点了点头，心里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
洪彦远校长主张科学救国，曾给苏步青上过几何课，那段时间更是把苏步青带进了奇妙变幻的几何空
间，使他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数学王国中寻找无穷乐趣。
在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以后，苏步青便开始积极摸索学习数学的方法，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解，
学习老师的演算方法，一边动着脑子进行思考，而且还不时地动手记录，一旦发现疑难问题就在课本
上或笔记本里做上摘记。
渐渐地，苏步青有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他对各门功课的知识都做到了当堂消化吸收，课余通过不断的
习题练习来巩固自己的知识体系。
他做习题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一题多解。
有一次，为了证明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的一个定理：“任意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他竟出人
意料地用了20多种解法来证明，从最简便的到难度最大的，最终牢牢掌握了这一定理的规律。
后来，他还据此写成一篇论文，送到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上展出。
从那时起，苏步青就狠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他总是在读书、思考、解题、
演算，短短几年，他便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为他攀登科学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温州一中还珍藏着苏步青的一本几何练习簿，是用毛笔书写的，非常工整。
在校期间，除了努力学好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苏步青还十分注重把工夫放在课外。
从寝室到教室，从教室到图书馆，他一直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不知疲倦。
后来，苏步青曾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学生说：“学习是艰苦的，但我们一旦找到方法，那是其乐无穷
的。
”苏步青中学毕业前夕，学校来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数学博士姜立夫先生。
据刘厚庄老校长说，姜先生虽然中了“洋状元”(这是对博士的称呼)，但他回故乡平阳时，不坐轿子
，自己拿行李。
有人恭维他的学问渊博得无以复加时，他却谦虚地回答说：“数学这门学问好比一株树，我只学到一
片叶子。
”老校长的这番话给了苏步青深刻的启迪，使他体会到，要学到哪怕一点知识，也要首先从谦虚开始
，千万不要“半瓶醋，响叮当”。
后来，苏步青留日，也学的是数学，还用“洋文”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南开大学当教授的姜立夫知道这件事后，心里高兴不已。
从1928年至1931年，苏步青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当研究生时，接连收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
学、燕京大学等校聘他为教授的电报，但由于研究工作尚未结束，他便全部予以谢绝了。
1931年，苏步青也中了“洋状元”回国了。
那时，姜立夫才知道他们是同行加同乡，苏步青也知道了聘请自己当教授的推荐人是姜立夫。
姜立夫又使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提拔后辈，必须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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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中国教育界存在门户之见，留学者分为两派，留学日本的学生被看做不值钱的“东洋货”。
姜立夫在不知道苏步青的中国姓名、不知道是同乡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千方百计地聘请苏
步青这个“东洋货”回国当教授，这正是姜立夫爱才如命、大公无私的表现。
苏步青把姜立夫对他的教育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在姜立夫的影响下，温州中学的毕业生中专攻数学的人很多，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了科学家、教育家。
李锐夫就是其一，他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
在国内担任大学数学系主任的有4人：谷超豪(复旦)、方德植(厦大)、徐桂芳(西安交大)、白正国(杭
大)；在国外有杨忠道(美国宾州大学)。
如果把非温州中学毕业的也算进去的话(姜立夫原系杭州中学毕业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项式忠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项武义兄弟都是乐清大荆人，也已成了闻名的数学家。
由此可见，姜立夫在数学教研上的成就确实举足轻重。
“温州是人杰地灵的地方”，这话一点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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