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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得知白苏华先生撰写了柯召先生的传记，并让我有幸预先阅读了他的全部手稿。
他还邀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
读完手稿，我不禁回忆起跟柯老相处的日子，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仿佛昨天的事一样清晰。
柯老是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的同学，他们是同年同日生，柯老比华老大七个月，是我的师伯。
由我来写序言，实在不敢当。
但我还是很愿意写一篇文章，回忆与纪念柯召先生的。
我在大学毕业时，就听说过柯召这个名字。
他和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骤、吴大任同在清华大学学习。
他们取得了不少世界级的成就。
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无疑是英雄与楷模。
我与柯老是在1961年夏召开的第一次数论大会，即颐和园龙王庙会议上认识的，算来已40多年了。
他与闵嗣鹤、越民义共同领导了那次会议。
华老事情太多，只偶尔来过几次。
我与陈景润、潘承洞等是作为年轻数论学者参加会议的，我们都住在龙王庙，特别感受到柯老的平易
近人。
在开会的空余时间，我们一起聊天、散步、游园，谈谈“反右”、“大跃进”对数论的冲击，谈谈如
何恢复数论研究，也谈谈别的，竟然忘记了我们是整整相差20岁的两代人。
经过困难时期，有这样一周的生活，真令人永久神往。
一直到1978年，著名数论学家施密特（W.M.Schmidt）访问北京时，我才又见到了柯老，听说他住在
在力学所工作的女婿白以龙家里。
一天晚饭后，我去看他。
原来那时他的女婿及女儿柯孚久并没有房子，他们是借了力学所所办工厂之仓库一角暂住的。
我看到仓库里挂了块布帘隔开，使他们能分开住。
不用说，煮饭的蜂窝煤炉子也放在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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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柯召传》以翔实的史料全面介绍了柯召的不凡经历，通过讲述贯穿柯召一生的若干小故事，展现了
他独特的治学风格，献身科学却又从骨子里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严谨认真却又豁达开朗、平易近人
的处世态度，以及他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情趣。
　　柯召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数论、代数、组合论等数学领域有突出成就，被学术
界誉为“我国近代数论和组合论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二次型研究的开拓者”。
他关于不定方程卡特兰问题的研究结果与方法.在国际上被誉为“柯氏定理”与“柯氏方法”；他与国
外数学家合作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已成为组合论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
柯召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数学家，桃李满天下；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科学顾问期间，
为发展国防应用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柯召传》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特别是青年学生、文化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数学爱好者及
各级党政部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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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苏华，1939年6月生，四川成都人，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并留校工作，1993年任教授，2000
年退休。
主要研究方向是数学史、数学教育、数学文献等，出版著（译）作10余种，发表数学研究论文和译
文30多篇。
对四川近现代数学史有系统研究，担任《四川省科技志》和《成都市科技志》的数学章编纂负责人及
主笔，并发表四川数学家传记文章10余篇；1997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和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作者是柯召先生的学生，曾多次受柯召先生的委托撰写关于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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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怀念柯召先生（代序）第一篇 寒门学子成才路（1910～1938）　第一章 引子：中国现代数学发源
二三事  　一、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创时期　  二、庚款留学的前因后果　第二章 以求知为乐的少年　　
一、故乡温岭，宗文高等小学校　　二、启蒙老师萧卫和楼子隽　　三、杭州安定中学　　四、走弯
路悟出的道理　第三章 跨进数学的殿堂　　一、寻梦厦大　　二、初识杨武之　　三、闻道清华　　
四、姜立夫的助教　第四章 曼彻斯特的中国新秀　　一、导师莫德尔　　二、伦敦数学会讲台上的中
国青年一哈代对柯召说：“讲得好，祝贺你！
　　三、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四、曼彻斯特的数论新秀　　五、浓浓报国意，依依惜别情第二
篇 风雨学海蜀道行（1938～1953）　第五章 29岁的川大数学系主任　　一、川大和川大数学系　　二
、决定终生的选择　　三、一场风波，把他推上系主任的岗位　第六章 峨眉山上，诞生了四川数学事
业的两个第一　　一、数学系在峨眉山上重建　　二、形成四川的第一个数学研究群体　　三、培养
出川大第一批研究型数学人才　第七章 辗转川康，人生低潮　　一、同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二、
二进川大，成都数学人才的整合　第八章 加盟重庆大学数学系　　一、张洪沅把他“请”到重庆大学
　　二、重庆大学数学系　　三、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　　四、院系调整，三进川大第三篇 历尽崎岖
结硕果（1953～1970）　第九章 建设新川大　　一、形成有特色的数学系　　二、智引学生上道，巧
译苏联教材　　三、口角黄消乳燕飞——全面发展、人才辈出的数学系　　四、重任在肩的学术领导
　　五、主管科研，创办川大学报　第十章 不平坦，科学路　　一、寻求数学的应用却不随波逐流　
　二、戴伯行支持柯召坚持研究数论　　三、“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是理直气壮的事　　四、“柯召就
是质量　　五、爱尔特希访华，他们联手的经典之作　第十一章 铸剑十年，自成一家　　一、不定方
程的研究中心　　二、开拓中国的二次型研究　　三、不定方程的卓著成果　　四、卡特兰猜想的重
大突破：柯氏定理和柯召方法　　五、极值集合论的一个里程碑：爱尔特希一柯一拉多定理　　六、
柯召的治学风格　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沉与浮　　一、“四清”，惊涛下的四川大学　　二
、十年浩劫　　三、“棚友”之间的安慰　　四、牛棚生活　　五、军垦农场与学习班第四篇 再上高
楼天地宽（1971～2002）　第十三章 缔造数学界的川军　　一、圆梦——重返振兴四川数学之路　　
二、踏雪问梅雾里寻路　　三、当时则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成为柯召重振雄风的起点　　四、
逆水行舟也从容——“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日子里　　五、春风吹又生——一创建四川大学数学研
究所　第十四章 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高峰　　一、明珠铸成卫国剑——国防应用数学　　二、创建与开
拓中国的组合数学　　三、开辟数论应用的新方向　　四、桃李成荫代有传人　第十五章 能者多劳—
—行政工作与社会活动侧记　　一、从主管全校科研到出任四川大学校长　　二、数学公益事业　　
三、社会活动侧记　第十六章 万里归船弄长笛——晚年生活剪影　　一、觅得新秀传薪火　　二、淡
泊人生度晚晴　　三、情系第二故乡　　四、老友重逢——爱尔特希第二次访华　　五、夕阳芳草绝
妙词　第十七章 书生志，今朝酬　　一、喜见涓水成江河　　二、九秩寿庆回首人生　　三、硕果流
芳梅香依旧附录A 柯召生平活动年表附录B 柯召先生主要著作目录附录C 柯召文稿四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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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引子：中国现代数学发源二三事本书主人公柯召出生于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创时期，成长
于中国现代数学起步发展的过程中。
所以，为了让读者明白涉及较多的一些史实，我们先从中国现代数学的发源说起。
一、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创时期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是数学发达的国家，出现过许多卓越的数学家，取
得过许多辉煌的研究成果，如勾股定理、中国剩余定理、刘徽割圆术、杨辉三角形、祖冲之的密率和
约率、秦九韶和朱世杰的天元数与四元术等，都是载誉世界的成果。
由于中国数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自成体系的，人们把20世纪初以前（民国以前）的中国数学称为“中
国传统数学”。
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最高峰，以后的几百年，它便每况愈下了。
清末李善兰的著作《垛积比类》是世界上早期组合数学的杰作，其中的“李善兰恒等式”尤其为人所
称道，算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收官之作。
在中国传统数学由盛而衰之际，西方数学却因微积分等新成果的问世出现了发展的高潮，进而形成了
近代数学。
此衰彼盛，中国传统数学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了。
有学者认为：“1905年中国高等学府的数学仅相当于西方17世纪的水平，差距在200年以上。
”中国传统数学落后于世界的原因很多，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自
我封闭、缺乏与西方数学的系统交流学习等方面的原因。
力图改变这种落后面貌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些方面着手的。
中国现代数学诞生于20世纪初，它是从系统学习西方数学开始的。
20世纪的头20年，一些青年学子到国外学习近代数学。
他们学成回国后，办起了新型的大学，跳出了中国传统数学的框架，另起炉灶，按照西方近代数学的
体系开展数学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数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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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11月8日，柯召先生辞世。
在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学生、亲属以及与柯召先生有过交往的许多人，都深切地回忆着他的一件件动
人的往事。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难以全面深人地去了解他不平凡的一生，了解他的贡献，了解他的种种美德。
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版过柯先生的传记书。
我认为，应当有人来做这件事。
没有想到，两年以后，这件工作竟然会落到我的头上。
我不是作家，本来不是合适的人选，不过，既然让我来做，我便决定尽力而为。
其实，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就是一个全面深入了解柯老的过程。
柯老是一位很低调、很谦逊的学者。
他很少谈自己，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做得多，说得少。
所以，周围以外的人不怎么知道他的事迹。
在收集整理素材的过程中，我对柯老的事迹知道得渐渐多了。
除了他在数学上的卓越建树外，他的人品，他的精神境界，无不为人称道。
我拜访和采访过的许多人，都用他们亲身经历的往事来印证了这一点。
情深意切，令人感动。
柯老有着浓烈的报国情怀。
他的爱围之心很实在，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造就更多精通数学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数学能
蓬勃地发展；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掌握数学这把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愿将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祖
国的科学事业。
”为了这个信念，他总是以大局为重，甘愿回国，甘愿到条件更差的四川去，认认真真地去开拓，从
少年到白头，终身不渝。
他是在更差的条件下做出了高水平的成果，为国家科教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因而尤为可贵。
王元先生说：“柯老完全够得上是一位支援西部建设的先驱。
”可惜，在6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经历的种种艰辛却鲜为人知。
在本书中，我尽可能地把这些往事告诉读者，这对于全方位地了解柯老是有益的。
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更是一位凝聚着中华学人传统美德的学者。
柯老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
其中，最令今天的人们称道的至少还有这样几个方面：事业上追求高的境界，锲而不舍，精益求精，
却又从骨子里淡泊名利；处事严谨认真，不讲假话，不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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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数十年来，柯召院士在数论、组合论、代数等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教育事业和
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步青回忆当年柯老与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骤等前辈在数学上作出重大贡献，使中国数学
界跃登国际舞台，这一历史功绩，应为我侪后辈所永志不忘。
　　——吴文俊柯召先生的工作是有历史意义与国际公认的，它们是永远激励后辈进取的动力。
他是一位淡泊名利、非常超脱与公正、十分可以信赖的数学家，他的品德是有口皆碑的。
　　——王元柯召先生是我们的前辈学者，多年以来，我们有幸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和柯先生见面，从
他的言行中得到很多教益，使我们非常敬佩。
　　——谷超豪 胡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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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柯召传》：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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