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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9 月，一位中国数学家在 65 岁生日当天立下了遗嘱，主要内容是：

去世后一切从简，如有现款则捐给他所任教的数学系。立嘱人是北京大学数学

系原主任——丁石孙。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集数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等多种身份

于一身，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

丁石孙，原名丁永安，1927 年 9 月 5 日出生于上海西门路润安里 43 号，

因出生前过继给伯祖丁石櫵作孙子，又名丁石孙。丁石孙的祖上据说是读书人，

做过小官，到曾祖父时家境衰落，但祖父丁传科却精明能干，颇具商业头脑，

到北方各地收购粮食、糖运往上海销售，因此挣下了很大的基业。不仅在祖籍

镇江有房产，还在上海与丁石孙的外祖父合资建造了房子，取镇江润州古名而

将上海的房子定名为润安里。

丁石孙的父亲叫丁家承，母亲叫刘惠先，一家人生活在镇江。除丁石孙外，

他们还育有 3 个孩子，二女儿丁永宁、三子丁永宏和四女儿丁永容。丁家承毕

业于上海南洋中学，拥有高中学历，国文相当棒，还写得一手好字，却不愿子

承父业学习经商。祖父对此虽不满意，甚至一度决心不让儿子继承家业，但每

月仍给他 300 大洋以供生活。此外，丁家承钱不够用时便到祖父在镇江的分店

支取。得益于祖父的供给，丁石孙一家在镇江可以说是非常富裕，属于当地有

名望的人家。

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新式学校陆续在中国开办起来。

由于祖父是学徒出身，思想不免有些封建保守，认为进洋学堂会学坏，不许丁

石孙念小学。丁石孙在 8 岁之前一直待在家里，由父亲教国文，母亲教英文。

一、抄作业的中学生

丁石孙 : 
我对数学是有感情的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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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的外祖父家也十分富裕，母亲曾跟随家里聘请的教师学习过一段时间。

母亲教过他最简单的 a book 和 a dog，还有父亲外出之际教的古诗，《长恨歌》

《琵琶行》便是在那时背会的。

父母对丁石孙的学习监督并不紧，后来父亲干脆不想自己教了，便送他进

了私塾。私塾的张姓先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在家设馆授徒。按照中国的传

统规矩，丁石孙穿着长袍马褂，由父亲领着在孔子牌位前行礼、磕头。私塾里

有十来个学生，他们需要自己买书，并带书桌。根据年龄和学习的程度，张先

生因材施教，一人讲授国文、英文与数学课程，丁石孙记得学过《古文观止》

和《开明英文》。

1937 年七七事变特别是淞沪会战开始以后，镇江形势十分混乱，丁石孙

便不再上学，全家分三批逃难，最终都来到汉口。在汉口期间，丁石孙对两件

事情印象深刻，一件是 1938 年 4 月初的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取得了正面战

场首次胜利 ；另一件则是亲眼所见的武汉空战。日军在 4 月 29 日裕仁天皇生

日当天，向武汉发动了空袭，结果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严阵以待，

武昌的高炮亦向汉阳上空射击，共击落日机 21 架，武汉市民不顾防空警报纷

纷仰天观战，国人士气为之一振。

1938 年 5 月，丁石孙随父母乘坐飞机到香港，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然后乘船到上海。父亲请了一个家庭教师帮助他们兄妹四个准备入学考试，结

果丁石孙顺利考入了南洋中学，弟妹三人则考入了位育小学。南洋中学开设的

课程很全，但丁石孙对国文老师过分宣扬孔子很反感，认为他“既迷信又腐朽”，

毅然转学考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期间丁石孙数学成绩一般，遇到不会的

题目时便抄作业。

就在这一时期，丁石孙的家庭产生了重大变故，母亲在 1939 年 11 月去

世，接着祖父在 1940 年去世，生活不再富裕如前，全家搬到威海卫路的威海

别墅居住。整个别墅有 3 层，第三层由一对新婚夫妇租住，这位夫人的妹妹秦

惠莙后来嫁给了李政道。由于母亲去世，情绪不好的丁石孙便在第二年休了学，

1941 年时直接考入光华附中高一年级。为了不被老师发现，他便将丁永安的

名字改为现名丁石孙。

高中的课程比初中更高深，丁石孙对数学依旧没感觉，凡作业中不会的题

目，就抄同学的，这在当时不被认为是作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进

入租界。为了安全起见，家里安排他转到了比较近的乐群中学继续读书。乐群

中学在上海算不上好学校，各方面条件也不行，甚至开不出体育课和音乐课。

在乐群中学读书期间，丁石孙受到了一些数学训练，这主要和毕业于北

京师范大学的数学老师有关。这位老师用《范氏大代数》（A College Algebra）
作教材，并从霍尔（Hall）和奈特（Knight）合著的《高等代数》（Higher 
Algebra1）中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这两本教材在我国一度非常流行，陈省身

1 全名为 Higher Algebra: A Sequel to Elementary Algebra for Sch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