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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大科学家为青少年写的书。
这些大科学家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他们用平实而睿智的文字，讲述了自己一生求学、科研和做人的故事。
从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奋斗的历程，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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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带溪放牛立壁角倒数第一名难忘的恩师三个月通过日语关踏上数学之路第一篇论文当上了讲师“苏锥
面”回到故乡创办讨论班支持学生运动踏上西迁路衣服上的几何图形山洞里办学“香曾灯火下”接管
台北大学我的第一本书“于子三运动”天快要亮了第一次赴京开会因材施教离开浙大到复旦东欧讲
学80天在动乱年代里数学的应用重执教鞭“这个意见很好”“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关心下一代巧用“
零头布”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决不是小事为中学教师讲课纪念徐光启《赤壁赋》写于哪一年？
夫人苏松本拳拳老人心接待的情趣参政议政，服务人民我是个党员怀念故乡以诗交友语文和数学攀高
贵在少年时窗外雁阵笔底诗“练功十八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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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倒数第一名不能看到大街上各种有趣的事，着实使我苦恼了一阵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又对学校烧水的老虎灶发生了兴趣。
奇怪，哪来那样一口大锅，可以烧那么多开水。
有一次，我想出一个新鲜的花招，拿只鸡蛋凿了个洞，丢进大锅里，看着蛋清蛋黄流出来，在气泡连
串、不停翻滚的开水里凝成蛋花，真好玩啊！
烧水师傅看到我在那儿看烧开水，便过来想问个究竟。
毕竟自知做了坏事，我连忙撒腿就跑。
烧水师傅一看整锅开水都变浑了，追着抓住我，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教训了我一顿，自那以后我就
再不敢胡来了。
学习不用心，哪来好成绩？
那学期，我得了“背榜”，也就是全班最后一名。
我们当时的学校，每学期考试成绩都张榜公布，最后一名像把前面所有的人都背在背上，故称“背榜
”。
这么差的成绩拿回家去，父母连声叹气，一点也无办法。
第二学期，我的学习还是没有长进，又得了“背榜”。
第三学期，“背榜”依然与我结伴。
老师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说我读不好书，还是让我学种田吧，一年还能省下两担米。
可是，父亲对我寄托太大的期望，而且相信管教得好，儿子一定会学好的。
正好离我家15里的镇上新办了一所小学，学校离家较近，教师又讲闽南话，父亲就把我转学到这所小
学。
可对我来说，小时候养成的脾气，一时还是难改。
我仍然不爱读书，四处乱逛。
这种生性，当然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了。
有一件事，至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被教国文的谢先生叫去谈话。
老师指着手里的一篇作文问我：“这篇作文是你做的？
”我拿过作文一看，脱口作出肯定的回答。
谢先生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你是怎么做的？
”我听后感到莫名其妙。
要知道，我小时候阅读了许多优秀的古典名著，有些篇章我还能背诵出来。
作文的笔法不少是仿照名著的。
我面对谢先生说：“就这么做的，怎么想就怎么写。
”这下可惹火了老师，他气呼呼地拿起笔，顺手批了个“毛”字（差的意思）。
然后丢给我一句很难听的话：“走吧，抄来的文章再好，也只能骗自己而已，想骗我？
你还能做出这样的文章？
哼！
”听了这番话，犹如当头一棒。
谢先生平时对家境阔绰的学生格外垂青，而对寒酸又倔犟的我，却表现出极不信任。
学国文的兴趣，一下子降到了零点，上国文课也成了我最反感的事，我还常常把头扭到一边，以示抗
议。
正在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五年级下学期，小学里新来了一位教师，名叫陈玉峰，50多岁，身材矮小，脸又黄又瘦。
第一堂地理课，他在黑板上挂出一幅世界地图，向学生介绍七大洲，四大洋，名山大川，还有英、法
、美等国的地理位置。
我每一次在课堂上周游世界，兴奋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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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神妙，世界之大观，远胜过小镇上的街景和老虎灶的鸡蛋花，我迷上了地理课，也特别喜欢陈
玉峰老师。
有一次国文课我逃课，被陈老师发觉了，他问我为什么不上国文课，我振振有词地回答：“谢老师看
不起我。
”“看不起？
看不起你，你就不读书？
这样到什么时候才会被人看得起呢？
”我很委屈地把上次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陈老师，还说：“不信我把那篇古文背给你听，我
的作文，就是学习这篇古文笔法写的。
”陈老师并不想搞清楚文章是不是抄同学的，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父母送你到学校来干什么
？
”我说学习。
他又问我向谁学？
我说向老师学。
“你不去上课，怎么向老师学？
”接着他又开导我说：“父亲从家里挑米来交学费，你年年背榜，怎么对得起省吃俭用的父母？
”话音刚落，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扑簌簌落下来了。
陈老师还继续说：“别人看不起你，就因为你是背榜生。
假如你不是背榜生呢？
假如你考第一呢？
谁会小看你？
”他又给我讲了一个牛顿小时候的故事：牛顿也长在农村，到城里读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欺侮他
。
有一次，一个同学无故打他，牛顿疼得蹲在地上，其他同学都哈哈大笑。
那个同学成绩比他好，身体比他棒，平时牛顿不敢惹他，这次却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
逼到墙角。
那同学见牛顿如此勇猛，害怕了，只好认输。
从这件事上，牛顿想到了一个道理，只要有骨气，肯拼搏，就能取胜。
从此他努力学习，不久成绩就跃居全班第一，后来他成了闻名世界的科学家。
我听完陈老师讲的故事，心里非常激动，奋发向上的信心一下子增强了许多。
我想通了，作文是我写的，老师怎么看是老师的事，和他闹别扭反而影响自己的学习，实在不合算。
现在，陈老师又介绍我认识一位朋友—一牛顿，我感到自己仿佛与少年牛顿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我有
了学习的榜样。
后来，我的作业本上，“优”越来越多。
平时我还帮父亲算账、帮村里人看信写信，再加上三学期都考了“头榜”，再也没人看不起我了。
这一切使我对陈老师更加崇敬，他的一席话，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31年，我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回乡探亲。
小山沟里出了大博士，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我一眼看出，站在远处头发花白的是陈玉峰老师。
我叫着恩师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到上座。
陈老师对着周围的人说：“有这样的学生，也算不枉度此一生。
”我连忙接着说：“没恩师当年教诲，学生不敢奢望有今日。
”临走时，我特地雇了一乘轿子，请陈老师上轿，自己跟在后面，步行30里地，把老师送回家去。
难忘的恩师1914年夏天，地处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现为温州市第一中学1校门外，围了一大群人。
人们挤来挤去，争看张贴在墙上的红榜。
“省十中”是浙东南的最高学府，声誉不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不愁谋不到一个职业。
更重要的是，“省十中”有个惯例，考进该校的第一名学生，在校四年的学费、膳费、杂费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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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校公布录取名单在温州算得上是一件大事。
发榜那天，我早早来到校门外，看自己是否被录取。
挤在后面的人看不清录取名单，不停地发问：“第一名是谁？
”当我听到第一名的名字是我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这下子我可以昂首挺胸地告慰父母了。
获得头榜，我的一举一动都引起老师、同学的极大关注。
上国文课时，老师第一个就点我的名。
他看我身材瘦小，而且全班最矮，穿着一件像袍子样的上衣，似乎不相信第一名就这般模样。
“你就是苏步青？
”我心里扑扑直跳，又是国文课，真怕再碰上一个谢老师，便轻声地回答：“我是苏步青。
”为了考查大家的作文水平，老师当场命题：《读〈曹刿论战〉》。
两堂课内，我手不停地写满三页蝇头小楷，交给老师带回去。
第二天，老师把我领到自己宿舍，问我喜欢不喜欢《左传》，我一听忙说，这是我熟读并能背诵某些
篇目的名著，当然喜欢哕！
老师让我背一遍《子产不毁乡校》，我背得果然一字不差。
老师高兴地赞叹：“好，好，难怪你的文章很有《左传》笔法。
”接着老师又问我读过哪些诗文，喜欢哪些。
我都一一答出，并说明缘由。
老师听我这么一说，更加满意，最后把画满圈圈点点、批了“佳句”、“精彩”的作文还给我，还说
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好用功，将来可当文学家。
”教历史的老师也很喜欢我。
每回考试，那些“战国四公子是谁？
”“汉武帝征服匈奴的主要将领是谁？
”“晋国的董狐为什么名垂青史？
”之类的问题，常常搞得同学们头昏脑涨，考后还争论不休。
但是，这些问题我却认为太简单，三下两下就答完卷。
有一回，老师问：“秦王朝灭亡原因何在？
”有的学生只回答一两点，有的答不出来。
由于我读过西汉贾谊作的《过秦论》，文中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我便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把
《过秦论》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教室里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表示佩服，有的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好出风头，靠的是死记硬背。
我觉得学古文，应该熟背一些重要的篇目，至于出风头，我倒没有这种想法，随他们去说吧。
这事倒使历史老师兴奋了一阵子，他有意培养一位未来的史学家，还把书柜里一长排《资治通鉴》借
给我。
读着这部上至战国、下至五代十国共1300多年的浩瀚历史，我很快入了迷，产生了博古通今、当历史
学家的憧憬。
在人生征途中，布满了十字路口、交叉路口，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曲折的，至于这条曲线究竟怎
么画，却来自许许多多个偶然。
某一天，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瞬间的思想火花，随时都可能构成微妙的点，而这些点，连成了
人生的路线。
那是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省十中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
这位老师名叫杨霁朝，刚从东京留学归来。
他和大家一样，穿一身白竹布长衫，白皙的脸显得消瘦，但隐约透出一种和别人不同的气质。
他满腔热血，一身热情。
第一堂课，老师没有马上讲数学题。
“当今世界，弱肉强食。
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对我豆剖瓜分，肆意凌辱。
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危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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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口气讲到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感受到救亡图存的责任。
接着杨老师把话引入正题：“要救国，就要振兴科学；发展实业，就要学好数学。
”这堂课使我彻夜难眠，终生难忘。
我想，过去陈玉峰老师教我好好读书，报答父母的培育之情，国文老师要我当文学家，历史老师要我
当史学家，都没有跳出个人出息的小圈子。
而今杨霁朝老师的数学课，却让我把个人的志向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我动心了，也仿佛感觉到自己
懂事了一些。
以前，我并没有对数学产生多大的兴趣，尽管前两年的数学成绩也总是全班第一。
我觉得文学、历史才有浩瀚的知识可学，而数学不免显得简单乏味。
但是杨霁朝老师的数学课却能吸引住我。
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定理一经他讲解就变活了，那一步步的推理、演算、论证，就像一级级台
阶，通往高深、奇妙的境界。
杨老师还带领我们测量山高、计算田亩、设计房屋，这些生动活泼的形式在学生中间产生了极大反响
。
我在这些活动中干得最起劲。
杨老师出了许多趣味数学题让我们竞赛，每次我都取得好名次。
课本里的习题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断讨习题做，引起杨老师的格外关注。
有一回杨霁朝老师将一本日本杂志上的数学题拿给我做。
有几道题确实很难，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严冬的深夜，空荡荡的教室像冰窖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发犟脾气，不得出答案，决不回宿舍。
眼前的数学题，像一块生硬的馒头，咬不动，啃不下。
苦思冥想，一团乱麻的思路突然被解开，我兴奋得两颊通红，脑神经不停地跳着。
就这样，不知不觉我被引人了数学王国的大门。
三年级时，学校调来一位新校长，名叫洪彦远，他原是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的毕业生，已经40多
岁了。
到任后不久，他随处都听到我的名字，所以特地调我的作文和数学练习查看。
洪校长在日本师范接受过先进的教育思想，很有眼光，特别看重有才能的学生，我就是这样被看中的
。
当杨霁朝老师调任物理课后，洪校长就到我们班教几何课。
有一次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这条定理，我用了24种大同小异的解法
，演算了这道题。
洪校长大为得意，把它作为学校教育的突出成果，送到省教育展览会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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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奇的符号(插图珍藏版)》：苏步青院士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者之一，专长微分几何；又是一位
教育家，对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桃李满天下；还是一位享有盛誉的
社会活动家，积极参政议政，关心统战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他业余兴趣广泛，酷爱文学，古文功底尤为深厚，创作大量诗作，表达丰富的感情世界。
 王增藩先生长期担任苏步青院士的秘书，一直用心收集和积累大量的有关资料和珍贵的历史照片。
《神奇的符号(插图珍藏版)》材料殷实，文笔通顺，可读性强，在多个方面展现了苏步青院士的光辉
业绩和风采，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传记作品，尤为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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