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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谷超豪曾容同志是我的学生，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我知道他虽已退休多年，但仍关心着中学数学教育，发挥自己的余热。
在我印象中，他身体一直很好。
他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引起我很大的悲哀和深切的悼念。
　　他是我的众多学生中长期从事数学教育并取得优秀成绩的中学老师。
在1954年，我是他的真正的授课老师。
那时，我大约每三五年才为大学本科生开一次基础课。
当时曾容正好来复旦，就这样，在1954年，他成为我真正授课的学生。
他在课堂上时常根据中学教育的需要提出各种问题，显得很活跃。
他的提问使我很感兴趣，使我了解到中学数学教学中有关内容和方法的各种问题，这些正好也是我感
到需要了解的东西。
那一年的教学工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我在上海和其他同志共同创办了“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曾容同志因为在中学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成为了第一届“苏步青数学教育奖”的获奖人，之
后他多次向我介绍得奖人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并为“苏步青数学教育奖”的发展献言献策，为“苏
步青数学教育奖”依正确的方向进行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1987年，曾容同志和上海中学数学界的一些同志在上海筹备创办了上海中学生业余数学学校，
担任首任校长。
这所学校为上海广大学有余力的青少年提高数学水平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并聘请我为名誉校长，使
我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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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难以道别的曾容》由黄玉峰主编，是一本为纪念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杰出数学特级教师曾容逝世
一周年而编写的纪念文集。
曾容老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难以道别的曾容》通过序言、悼念诗歌、挽联，以及曾容老师的亲友、同事、学生等以真挚之情所
撰写的文章，介绍了曾容老师平凡而高尚的一生及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谷超豪院士为《难以道别的曾
容》作序。
这些纪念文章记录了曾容老师生前的点点滴滴，读来十分感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和广大的基础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在《难以道别的曾容》中看到值得自己尊
敬和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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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挽联曾容先生挽诗一棵树一条路——曾容老师带教青年教师记我们的老家哭二哥怀念二
哥曾容曾容表哥是圣人难忘曾容老师永远忘不了的一声招呼知我护我，公已无言多彩的曾容非一日之
寒良师、挚友——忆曾容那双穿透一切的眼睛芳草萋萋，哲人其萎怀念曾容先生深深怀念民革好党员
——曾容同志我心中的好党员追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记上海复旦附中数学特级教师曾容先生回
忆曾容老师怀念恩师曾容先生难忘师恩痛！
痛！
痛！
不会再次错过难忘那节班会课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点滴琐事见高品精神永存忆曾老师为学之师，为人之
范是严师，又是慈父一位可亲又可敬的长者这是我一生的幸运人到无求品自高——曾容老师带教青年
教师记润物细无声薄薄纸片寄深情忘不了那目光师尊——记数学特级教师曾容异国他乡遇恩师寄思德
高望重的曾容老师他在第一时间了解新动向——忆曾容老师育人之道：曾容教育思想和实践附录：一
个仁爱的家庭编后记：难以道别的曾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难以道别的曾容>>

章节摘录

　　我们的老家 曾定 我们的老家是我们父母一生奋斗、栖息的地方，也是我们兄妹成长的摇篮，在
那里，我们接受了父母的教育，经历了社会环境的锤炼，在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我们同心协力亲如一
人。
在怀念二弟曾容时，我想还是先谈谈我们这个家吧。
　　我祖父母早逝，去世时父亲才17岁。
祖父母留下二子一女，父亲居长，把妹妹送到孤儿院后，自己到福州兵工厂做工，勉强抚养比他小8
岁的弟弟。
后来他考上了福州师范学校，20世纪20年代末完成学业后，就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办起了“福建博物
研究会”——当时全省唯一的动物园和标本馆。
　　不但起了科普作用，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制作的标本还参加过我国的西湖博览会和美国芝加哥
博览会，获得好评，得到奖章，为地方和祖国争得荣誉。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人民生活都很困难，动物园维持不下去，关闭了。
我父亲便到福州的中学教生物，母亲教数学。
随后形势进一步恶化，福建省会搬到永安，福州市不能办中学，中学都搬到外县去。
　　那时我已念中学，于是我便跟父亲到外县。
母亲为便于照顾年幼弟妹而留在福州，转到小学教书，二弟帮忙照顾弟妹。
有一段时间，母亲到福州乡下的小学当校长，弟妹们也跟着到乡下去。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才都回到福州居住，靠父母亲的教书薪水过活，生活十分艰苦。
那时父母亲都忙于工作，父亲同时兼在几个中学教书，母亲在乡下小学做校长，经常一星期才回家一
次。
家里的事情主要靠我们兄妹料理，一日三餐，买、煮、洗以及花木浇水护理等，大家不分彼此一起做
，同时挤时间念书。
这时二弟的表现就很突出，他会不时趁学校没课或自修的时候，从一楼教室翻窗跑出去，回家煮饭或
买菜，便是一例。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父亲朋友薛某搬回到屏南县老家去住，他的小平房托我们看管，我们也从福
建博物研究会搬出借住在那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回福州住，我们当然要把房子归还他们，但我们要到哪里去栖身？
那时生活艰难连糊口都不容易，于是只好借贷典当，以低价买下一块民房废墟，在我父亲的一个木工
朋友帮助下，我们一起买旧瓦片、木料，自己动手，清理废墟，搭起棚屋居住。
虽然我比二弟年大将近两岁，但他身体强壮，力气不比我小，于是我和二弟便成了父亲的左臂右膀，
在营造自己自由的小天地中起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不但敌机常来轰炸，日寇还两次侵占福州。
日寇来后通过汉奸想叫我父亲出来办博物会、做官，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不做顺民，父亲毫不犹豫，
立即设法带领全家，空手单衣，逃出福州，历尽千辛万苦，走了3天到达莆田。
在我叔叔帮助下，父亲找到一份临时工作，直到日寇退出福州后才返回福州。
第二次日寇来侵时，我和父亲在福安县省立三都中学，得知消息后，父亲怕家人无法生活，马上和我
从福安经宁德、闽清，走了10 天，到达靠近福州的永泰县。
他怕进入敌占区会被抓，便由我潜人福州，带领母亲和弟妹，逃到永泰，投靠到我们远房亲戚处。
半年后日寇退去，我们才又回到福州。
虽然我们在沦陷区生活时间很短，但我们亲眼看到的日寇暴行，以及流离逃难的艰辛都深深烙刻在我
们心中，也增强了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和救国救民的意识。
　　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还在念中学，我和二弟都拿到学校的奖学金。
我每月领一份30斤大米，可是后来突然降为半份15斤，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是朱民生校长说：有一次他
在街上看见我没有向他敬礼，应该扣分。
其实我不会故意不向师长敬礼，可能是街上人多，我没注意没看到他，但怎么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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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是小事，不过当时生活很困难，15斤米我可以吃半个多月呀！
此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新中国刚成立时大学不是全国统一招生，厦门解放较迟，厦门大学1949年的招生延到快年底才举行，
那时我在省立福州高级中学高三下（春季班），离毕业还有两个多月，经申请同意我先考，如被录取
，到时能交毕业证书就行，于是我就这样被录取进厦门大学。
问题随着又来了，从福州到厦门路费筹措不到，不得已只好申请休学，去福州郊区的儒江国民小学当
代课教师，直到1950年秋才进厦大念书。
当时，恰好系里要请人画生物学教学挂图，这工作被我争取到了，于是一个月会有两三元钱收入，我
寄两元钱回家补贴家用；一年后系里不用新画挂图，这工作才停止。
我们两个年幼的弟妹上大学时，基本上是我和二弟分别承担费用，我负责妹妹在厦大读书的开支，二
弟负责三弟在上海和杭州读书时的费用。
可以说，我们兄妹真的都是穷孩子出身，靠相互支持奋斗出来的。
　　二弟继承了父亲的刚毅倔强性格并有所发扬，这在他一生言行中比比皆是，这里不赘述。
但他同时又有我母亲的慈悲心肠而且大大超过。
他极富同情心、怜爱弱小。
他从不杀生，家里需要宰杀鸡鸭鱼等活的小动物时，除了少数是我父亲做的之外，大部分都是由我这
‘老大’去当刽子手。
有一次我看见一只小蜂钻进墙上孔内做窝，我顺手用小纸团把它堵上，他看见马上冲过来把它扒开，
并批评我不该这样对待小生命，他的同情心由此可见一斑。
　　他非常关心我家亲朋好友以及他认识的人的处境，有困难他都会设法帮助。
　　就连我最小弟弟的保姆的子女、“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入狱的亲友，他都会去看望并给予帮助，
而且几十年来不曾间断。
　　虽然我们成家立业之后各奔东西，相聚少了，来往也不多，但我们的心从不分离，情况也都基本
知道。
想到他的去世以及他过去的一切，不禁黯然泪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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