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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忆钟善基先生

朱嘉城   陈慕容

认识钟善基先生是在 1954 年，我们读大三，他给我班

讲授《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平面几何部分。听说他原是

系主任傅种孙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在北师大附中任教，

工作不久就在北京中学界出了名。1952 年傅先生亲自将他

调入师大时，他也才二十九岁。这些事使我们对这位尚未

谋面的先生充满敬意。

上课铃响起，一位衣着整洁、头发纹丝不乱的先生走

进教室。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很悦耳。他讲课清晰简练，板

书整齐，字体清雅脱俗。特别是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给人

印象极深。每讲一题，从结论开始，引导同学思考，层层

往前推，大家迸气凝神地听，待到高潮，戛然而止，恰到

好处，只听教室里传出长长一口舒气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觉得特别过瘾。

三年级下学期，慕容在女三中实习，钟先生和助教常

钟玮是指导教师，钟先生一有空就会前去，在慕容印象中，

见钟先生的次数还更多些。那时，要求学生每天写实习日记 ,
由于实习工作很忙 , 精力都放在写教案和试讲上，以为指导

老师不会仔细看实习日记，就不大认真写。一天，钟先生

坐在慕容对面非常认真地看她的日记，看不清的地方就问，

让她很不好意思，从此再也不敢懈怠。

实习中，一次公开教学，刘钟灵讲几何作图，傅种孙、

魏庚人、赵慈庚等老先生都参加了。评议会上先生们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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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大家爱听的，各有一套，甚是热闹。但时间一长，难

免走神，同学也不安分起来，王家銮递来一张纸条 ：评议

会→科学讨论会。钟先生一直静坐抽烟，不动声色，接近

尾声时，将烟蒂往烟灰缸里轻轻一摁，不紧不慢地站起来，

不到五分钟的发言，把课本上这道题简化了好几步，让大

家精神一振，觉得他真不愧为中学名教师。

实习结束，指导教师与实习生同游北海。划船时，慕

容与钟、常两位先生同船。时值暮春，气候宜人，小船飘

荡在水中，心情特别舒畅，实习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常

钟玮提议说：钟先生给我们唱一个《伊凡 • 苏萨宁》吧！《伊

凡 • 苏萨宁》咏叹调是阳春白雪，非一般人能唱，很佩服

先生有这样高的音乐修养，也觉得钟先生的嗓音唱起来一

定很好听，所以很想听他唱。而先生

只是面带微笑，不说话，也不唱。以

后知道，那时唱这种歌不合时宜。但

先生的这个表情一直印在慕容脑中，

后来也多次见到，她称之为钟先生的

“经典表情”。

八十年代初，钟先生两次到青海

讲学，我们有了更多接触。一天参观

塔尔寺，钟先生讲起藏传佛教及其创

始人宗喀巴，也是头头是道。平时闲

聊中，发现钟先生除专业知识外，古

文功底厚，文学历史、风土人情无所

不知，我们惊呼 ：钟先生真是个杂家。

钟先生业务精湛，学识渊博，学

术成果卓著。他常去各地讲学，足迹

几乎遍及全国。高寒地区青海条件艰

苦，他也去了两次。还以各种形式培养

了大批中学教师和数学教育的高级专门

人才。在本系，钟先生培养接班人也是

尽心尽力。1956 年我们毕业，留校在

初等数学教研室工作的共有四人，1958
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调走了三人，只剩

下曹才翰。刘钟灵、李金年和钟先生虽

只共事两年，一直念念不忘，现两人在

大洋彼岸，还常有电话问候。刘钟灵

06 年回国，说去北师大一定要看望钟

先生。她 5 月 29 日到北京，在火车上

听到钟先生去世的消息，如五雷轰顶。

时间只差一天，老天太会捉弄人，至今

刘钟灵说起此事仍唏嘘不已。

那时，初等数学教研室没有其他

年轻人，所以钟先生对曹才翰的关注

最多，出去开会总带着他。当年钟先生在青海，说起正为

曹才翰看书稿，我们想看稿子应当不费事，钟先生的回答

刚好相反，再问，钟先生答以“经典表情”。我们和韩汝瑜

都心领神会，知道曹才翰的出道，凝聚了钟先生的许多心血。

钟先生之急于回京，也因为曹才翰要去日本，他要把日本

的风土人情及礼仪详细交代，以免出错。我们听后感动极了，

非常羡慕曹才翰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能如此悉心培养他。

钟先生为人低调，谦虚大度。曾听到过一个传言 ：钟

先生和曹才翰出席某次会议，接待人员误认曹是钟先生，

对他热情有加，把钟先生晾在一边，后来才知搞错，十分

尴尬。我们同班同学董文华在西安也接待过钟先生，她说：

那天，他们在教室等候，先走进的是曹才翰，向大家招手

1980 年北京师大数学系藏族班毕业留念；前排左起为王树人、钟善基、张禾瑞、陈平尚

1996 年在硕士论文答辩会后钟善基与王申怀、丁尔升、曹才翰、钱佩玲老师一起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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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钟先生倒尾随其后，别人也把曹

误认为钟先生。两人性格迥异，加上曹

才翰一头白发，误会就难免了。也说明，

钟先生即使和晚辈在一起，也是谦让的。

2004 年我们去北京，和王家銮同去

拜访了钟先生，他很高兴，和我们照了相，

说来也怪，那张相片照得特别清晰。谈

起傅种孙先生，慕容想起一件事 ：四年

级傅先生讲授《几何基础》，常在小黑板

上写些中国古代典籍诸如《墨经》等对

几何名词的解释。一天，小黑板上写了

一段文字：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

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

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

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

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上课时，傅先生逐字逐句作了解释，当

时觉得用这段话对我们进行专业思想教

育非常贴切，便详细记在小本上。四年级，

她实习高三班，一位学生想学师范，她

把这段文字连同傅先生的解释一起写给

他，鼓励他报考。这位学生也觉得这段

文字很好，就在班里传阅。可惜这个本

子在文革中被烧掉了。退休回苏州，她

逛旧书店，意外地发现了这段文字 , 便抄

了下来，但傅先生的解释却想不起来了。

以后请教过几位语文老师，总觉得与傅

先生的解释有些出入。想起钟先生是傅

先生的弟子，古文功底厚，便将此事对

钟先生说了，还背了几句。钟先生直言 ：

没听过，但古代典籍还有些，可帮你查，

查到后可解释。2005 年元月，收到钟先

生一封厚信，信写了四页，还有四页写满

了《墨经》对几何名词的解释，字体还

是那么清雅工整，写错的字用涂改液抹去重写，八页纸上

没有一个错字，这对一位八十二岁老人来说，要花多少时

间和精力啊，钟先生一如当年的一丝不苟，我们感动万分。

他在信中道歉说 ：那段文字没有找到，许多书在文革中卖

掉了，并说 ：那段文字请暇时写出来给我，试试我的文言

底子能否解释得了。我们去信回复并附上这段文字，由于

当时忙于去美国探亲，此事便有耽搁。在美国给钟先生去

电话，他还提到 ：等你们回国，一定将译文寄去。我们 06
年 5 月 21 日回国，时差还未调整，却传来噩耗，悲痛和遗

憾无法言表，04 年的见面竟成永诀，那篇译文也随钟先生

驾鹤西去，在他家照的相片和钟先生如字帖般的信只能留

作永远的纪念了。

写到这里，耳边响起德尔德拉的小提琴曲《回忆》，那

优美的旋律让我们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此曲也被译成

《纪念曲》，我们就将此曲献给喜爱音乐的钟先生作纪念吧。

                                             2007 年 8 月

                                             2011 年 10 月修改

1998 年钟善基与郝炳新、袁兆鼎先生在一起

从左至右：朱嘉城，陈慕容， 钟教授夫妇，王家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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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善基先生（1923 年 2 月 24 日 -2006 年 5 月 28 日） 
是著名数学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1945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45 年 -1953 年曾在

北京师大附中任教。院校调整时调到北京师大数学系，从

此在北京师大教书直到退休。1954 年至 1958 年，他任中

国数学会北京分会理事。从 1977 年到 1986 年他任北京师

范大学数学教育研究室主任。1982 年任中国教育学会数学

教学研究会秘书长，后改任顾问。1986 年起出任国家教委

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任《五四制初中数学教材（北

师大版）》主编。1991 年任《数学通报》编辑委员。1983
年至今先后任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社总编辑、社长。他还担

任过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北京市

数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日本三大学（大坂

大学、山梨大学、崎玉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还先后任山西教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昆明师范专科

学校、山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钟教授多年从事数学教育研究，早在 1950 年，他就参

加了教育部《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和《工农速成中学数学

教学大纲》的制定与编写工作，并于 1951 年作为特邀代表

参加教育部召开的第 1 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后来，他多

次参与《中学数学教学大纲》的修改工作，并主编了《北

京师范大学五四制初中数学教学教材》。1979 年，他率先

在我国提出启发式数学教学理论，最先提出并系统阐述在

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是我国数学教育学科的

主要创立者和奠基人。在 1994 年大阪“中、日、美、德、

法数学教育研讨会”上，钟先生做题为“数学教育八原则”

的学术报告，见解独到，受到各国数学教育家的关注。

钟先生著有《初等几何教材教法》，他是《初等数学概

论》和《小学数学的基础理论》的主编，并与白尚恕先生

一起翻译了前苏联数学教育家普 - 佛 - 斯特拉齐拉托夫编写

的《高中数学教学经验》，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

卷》。他翻译和编译的还有《几何课堂教学》、《初中数学教

学经验》、《高中数学教学经验》、《初等几何学教程（立体

部分）》、《高中数学教学法》、《中学解析几何教学法》等著作。

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发表了 30 余篇数学教育

论文，其中“数学教学启发式”、“关于数学教学中学生能

力的培养的问题”、“数学教学八原则初议”、 “谈中学数学

教学与素质教育”等都是国内同一课题研究的最初的论文。

北京师大将钟善基先生的主要论文收集编汇成《钟善基数

学教育文选》。

北京师大收集编汇的《钟善基数学教育文选》

钟善基先生小传
蒋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