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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第四届计算数学学会优秀青年论文奖 

主办单位：中国计算数学学会 

(第一轮通知) 

科学计算的兴起是 20 世纪中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之一。科学计算已和理论、实验并列

为三大科学方法，它突破了实验和理论科学方法的局限，并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自然和社

会的洞察力。没有很好的模型就不可能有好的算法，一个模型可以对应多个算法，而算法

的改进对计算性能的贡献，往往超过计算机速度的提高。在当今计算机时代，我国计算数

学青年工作者取得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科学计算作品。 
为促进中国计算数学研究的发展，鼓励和表彰在计算数学这一领域做出创造性工作的

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特设优秀青年论文（竞赛）奖。中国计算数学学会

先后分别于 2003 年的全国计算数学年会（南京）、2005 年的全国高校计算数学研讨会（大

连）和 2007 年的全国计算数学年会（成都）上举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届青年优秀论文

竞赛，并评出了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二等奖（各若干名）。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将于本年

度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高校计算数学年会(2009 年 7 月 20 日至 23 日在贵阳召开)期间举办

第四届计算数学优秀青年论文竞赛，具体参赛事项如下： 
报名要求： 
• 在校计算数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在站博士后以及其他博士毕业两年以内的

青年研究人员均可参加比赛；  
• 参赛作品需要是被期刊正式发表或已被期刊接受(accepted) 的论文；  
• 参赛作品和申请表（含导师推荐信）请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之前邮寄至：  

      邮寄地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100871,   汤华中 收 
      联系方式：汤华中，010-62757018 / hztang  AT pku DOT edu DOT cn 

• 参赛作品提交后若有重大修改，请在 2009 年 7 月 10 日之前与汤华中联系；  
• 所提交的参赛作品将不予退还，请自行保留副本；  

评选标准及奖励形式： 
• 参赛作品需要在中国高校计算数学年会(2009年 7月 20日至 23日在贵阳召开)上进

行展示（约 10 分钟的讲演）或者展览（在展览板或屏幕上演示），请事先做好准备；年

会的相关信息可参见http://sub.gznu.edu.cn/jssx/；  
• 评选主要考察参赛作品的原创新；  
• 评委将现场评选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将评出一等奖和二等奖各若干名；评委将由

中国计算数学学会正副理事长、秘书长和青年委员会成员等组成。  
欢迎广大青年研究工作者踊跃参加本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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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电子版本下载  
中国计算数学学会 

（第四届优秀青年论文奖申请表 )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就读学校 

(最近) 

 专业  研究 

方向 

 

联系方式

(Email & 

电话) 

 

个人简历 

 

 

 

 

 

 

 

论文名称  

论文工作简述(300-500 字左右)： 

 

 

 

 

 

 

 

 

导师

姓名 

 导师联系方式

(email & 电话) 

 

         

注：需要被期刊正式发表或已被接受(accepted) 的论文和研究生指导老师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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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数值优化与数值代数国际会议

云南丽江, 2009 年 8 月 16-19 日

第七届数值优化与数值代数国际会议将于 2009 年 8 月 16-19 日在云南丽江举行。这是在

我国举行的以数值优化与数值线性代数为专题的系列优化会议，前六次会议分别在青岛

(1997)，南京(1999)，敦煌(2001)，桂林(2003)，拉萨(2005)，乌鲁木齐(2007) 举行。本次

会议由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科学与工程计

算”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举办。会议得到举办单位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数学会等

单位的支持。会议的内容包括数值优化和数值代数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 

组织委员会：  

          袁亚湘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yyx@lsec.cc.ac.cn

          福嶋雅夫 教授，日本京都大学， 大学院情报学研究科， 数理工学专攻 

          戴彧虹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dyh@lsec

邀请报告：Z.J. Bai (UC Davis, USA)  

T. Chan ( UCLA, NSF, USA)  

A. Conn (IBM Watson Research Center, USA)  

M. Fukushima (Kyoto Univ, Japan)  

D. Goldfarb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A. Griewank (Humboldt Uniersity Berlin, Germany)  

M. Heinkenschloss (Rice University, USA)  

A.N. Iusem (IMPA, Brazil)  

Z.X. Jia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T. Lu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J.M. Martinez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razil) 

G. Di Pillo (University of Roma, Italy)  

L.Q. Q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W. Sos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Ingenieria Lima, Peru)  

P. Tse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H. Wolkowicz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M. Wright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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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 Wu (Iowa State University, USA)  

Y. Ye (Stanford Univ, USA)  

S.Z. Zhang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S.L. Zhang (Tokyo University, Japan)  

Y. Zhang (Rice University)  

资助单位：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  

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数学会  

报名注册：会议接受少量投稿（20 分钟报告），投稿范围是关于优化和代数的理论，计算

和实际应用的文章。  

希望参加会议的同志请与中科院计算数学所吴继萍联系。 

需要投稿者请将论文题目和摘要在 2009 年 5 月 15 日前寄给吴继萍同志。此次

会议控制规模 80 人，希望参加的同志请尽早联系注册事宜。  

注册费：由于得到基金委的支持，中国大陆代表按如下标准交注册费：600 元(2009 年 6

月 15 日之前交)； 700 元（2009 年 6 月 15 日之后交）。学生代表减半。如果参

加会议组织的旅游(虎跳峡，香格里拉两日游)，注册费需每人另加 400 元。 

住宿：议将为代表安排住宿。 

标准间每晚的房价为 400 元。 
需要合住的代表或需要安排高档次房间的代表请与会议秘书联系时应注明其要求。 

联系方式： 

会议秘书: 吴继萍, 电子邮箱：wjp@lsec.cc.ac.cn ；电话：010-62627352；传真：010-62542285

刘歆, 电子邮箱：liuxin@lsec.cc.ac.cn ；电话：13810002122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东路 55 号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           邮编：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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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数值优化与数值代数国际会议注册表 

姓    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编  

电    话  电子邮件  

是否作报告  

报告题目  

(投稿范围是关于优化和代数的理论,计算和实际应用的文章) 

住宿要求 （1）标间 

400 元/1 天

 （2）合住 

200 元/1 天 

 （3）是否需要安排

高档次房间 

 

注册费  

普通代表：（1）600 元（6 月 15 日之前交） 

（2）700 元（6 月 15 日之后交） 

学生代表：（3）300 元（6 月 15 日之前交） 

（4）350 元（6 月 15 日之后交） 

参加旅游：注册费每人再加 400 元 (虎跳峡,香格里拉两日游) 

 

交费方式 注册费通过邮局邮寄 

邮编：100190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 号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收款人：吴继萍 

 

会议：http://lsec.cc.ac.cn/~optim/ICNONLA0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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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中国-巴西应用及计算数学会议 

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名称（中文）：2009 中国-巴西应用及计算数学会议 
会议名称（英文）： China-Brazil Symposium on Applied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2009 
所属学科：数学   

会议类型：国际会议  
开始日期：2009-8-1 
结束日期：2009-8-5 
所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在城市：陕西省   西安市  
具体地点：Main Building B-103 (click to view the map)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主办单位：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na, Brazil、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承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组织结构 
会议主席： Ai-Xiang Hua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Jin-Yun Yuan 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na, Brazil  
组织委员： Yin-Nian 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Ai-Xiang Hua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Yi-Chen Ma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Ji-Gen Pe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Jin-Yun Yuan 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na, Brazil 
 Ya-Xiang 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Wen-Ling Zhang NSFC, China 
科学委员：Cesar Camacho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Zhang-Xin Chen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Paulo Cordar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at São Carlos, Brazil 
Jun-Zhi Cui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Jose A. Cuminat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at São Carlos, Brazil 
Clovis Gonzaga Federal University of Santa Catarina, Brazil 
Bo-Ling Guo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China 
Alfredo N. Iusem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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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 
Kai-Tai Li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Ta-Tsien Li Fundan University, China 
Qun L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Nelson Machulan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Jose M. Martinez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razil 
Zhong-Ci Sh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Marcelo Viana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Zong-Ben X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Ya-Xiang 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邀请报告：Cesar Camacho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Dao-Min Cao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Hua Che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Xin Chen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Paulo Cordar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at São Carlos, Bra zil 
Jun-Zhi Cui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Jose A. Cuminat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at São Carlos, Brazil 
Clovis Gonzaga Federal University of Santa Catarina, Brazil 
Ben-Yun Guo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Bo-Ling Guo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 China 
Cheng He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Yin-Nian 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Yan-Ren Ho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Alfredo N. Iusem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Song Jiang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China 
Dong-Sheng Li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Kai-Tai Li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Ta-Tsien Li Fudan University, China 
Qun Lin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He-Ping Ma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a 
Nelson Maculan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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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 M. Martinez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razil 
Andre Nachbin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Dong-Yang Shi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na 
Zhong-Ci Shi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Marcelo Viana Institute of Applied and Pure Mathema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Bin Wang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AS, China 
Ren-Hong Wa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Jian-hua Wu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Wei Wu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Chuan-ju Xu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Zong-Ben X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Jing-Xue Yin Jilin University, China 
Jin-Yun Yuan 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na, Brazil 
Ya-Xiang Yuan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Bo Zhang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Wu Zhang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a 
Xiang-Sun Zhang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Ai-Hui Zhou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MSS, CAS, China 

重要日期 
摘要截稿日期：2009-5-31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Prof. Ai-Xiang Huang  
联系电话： 86-29-82668051 
传真： 86-29-83237910 
E-mail： axhuang@mail.xjtu.edu.cn 
会议网站： http://www.ucalgary.ca/uofc/faculties/ENG/ENCH/chen/service.html
会议背景介绍： 

Real world problems contain comprehensive issues that requi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ining principles of physics, mathematical modeling, numerical solution techniques. The  
main goal of CBSACM2009 is to enhance and facilitate contacts and dialogs between specialists
of different domains dealing with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so that 
new concepts can be discovered and new methodologies can express their power.  
重要日期：The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one or two pages abstract with pdf or tex format is May 

31t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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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报到：Please let us know that you want to participate CBSACM2009 via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below.   
Some more links you may need are as follows: 
Traveling Information Local attractions in Xi'an  
The registration fee for each participant is US﹩150. 

住宿信息：

Nanyang Hotel,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n Campus  
( Xingqing South Road # 1). Tel: 86-29-87665566.• 

* Standard Room (one room with two bed) 380 RMB/night(including breakfast). 
* Double Room (one bed room + one living room) 558 RMB/night(including two  
breakfasts). 
 
 

 

第十九届区域分裂国际会议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DDM19） 

中国湖南•张家界（2009 年 8 月 17-22 日） 

Zhangjiajie·Hunan·China·August 17-22  2009 

(http://math.xtu.edu.cn/myphp/math/ddm/ )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will be held on 

August 17-22, 2009 (Arrival day is August 16, 2009) at Zhangjiajie of China. The local host of 
the conference is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of Xiangtan University and 
Hunan Key Laboratory for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main decomposition is an activ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concer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strategies in 
mathema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natural and engineered systems. 

Historically, it emerged from the analysis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beginning with 
the work of Schwarz in 1870. Since the advent of hierarchical distributed memory computers, it 
has been motivated afresh by considerations of concurrency and locality in a wide variety of 
large-scale problems, continuous and discrete. The current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meetings began 
in Paris in 1987 and has settled into an 18-month cycle. Meetings have been hosted in Austria, 
China, France, Germany, Israel, Italy, Japan, Mexico, Norway, Russia, the UK and the USA (see 
DDM home page: www.ddm.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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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to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re encouraged in areas of numerical analysis, 
computer scienc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The 
conference includes plenary lectures by leading experts and promising young scientists, 
participant-initiated minisymposia, contributed talks, and posters. 

Technical Themes 
Operator-optimized Schwarz preconditioners  
Operator-optimized Interface (Schur) preconditioners  
Schwarz preconditioners for p- & hp-FEMs  
Saddle-point systems  
Dual-primal finite element tearing and interconnection (FETI) algorithms  
Algebraic multigrid  
Eigenanalysis  
PDE-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Implementations on massively parallel systems  
Parallel mesh adaptation  
Parallel mesh partitioning  
Space-time parallelism  
Grid Computing  
Circuit simulation  
Electromagnetics  
Fluid dynamics  
Magnetohydrodynamics  
Quantum chromodynamics  
Radiation transport  
Structural mechanics  
Life sciences 

Scientific Committee 
Petter Bjørstad University of Bergen 
Martin Gande Université de Genève 
Roland Glowinski University of Houston 
Laurence Halpern Université PARIS 13 
Ronald Hoppe University of Augsburg 
Hideo Kawarada Ryutsu Keizai University 
David Keyes Columbia University 
Ralf Kornhuber (Chair)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Yuri Kuznetsov University of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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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ch Langer University of Linz 
Jacques Periaux CIMNE/UPC Barcelona 
Alfio Quarteroni E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Zhongci Sh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lof Widlund New York University 
Jinchao Xu Penn State University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Yanping Che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oude Han Tsinghua University 
Qiya H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unqing Huang (Chair) Xiangtan University 
Shi Shu Xiangtan University 
Xuejun X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hao Y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vited Speakers 
Randolph E. Ba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Heiko Berninger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Germany 
Zhangxin (John) Chen University of Calgary，Canada 
Maksimilian Dryja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Weinan E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Yunqing Huang Xiangtan University, China 
Caroline Japhet Université Paris 13, France 
Stephane Lanteri Université de Nice-Sophia Antipolis, France 
Jan Mandel University of Colorado, USA 
Joe Pasciak Texas A&M University，USA 
Jacques Rappaz Institut d'Analyse et Calcul Scientifique, Switzerland 
Zhongci Sh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Stefan Turek University of Dortmund, Germany 
Gabriel Wittum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Germany 
Aihui Zho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Important dates 
April 30, 2009, The last day for submission of proposal for minisymposium. 
May 30, 2009, The last day for submission of abstracts of all talks  

(including plenary, invited, minisymposium and contributed talks). 
June 15, 2009, The last day for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of the conference. 
July 10, 2009, The last day for reservation for hotels at the confe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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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人物 

August 16, 2009, The arrival day. 
August 17- August 22, 2009, Conference. 
October 31, 2009,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of the final paper for proceeding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math.xtu.edu.cn/myphp/math/ddm/ or contact the 
conference secretary Yin Yang and Zhifang Qiao at icam@xtu.edu.cn or lcsse@xtu.edu.cn

DDM19 China Secretariat 
 

 

 

曾远荣纪念馆 

建立国内最早的计算数学专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对旧专业进行改造和充实，当时曾远荣任南京大学函数论

教研室主任，1955 年起由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他坚持要发展计算数学，并得到领导的支

持。于是他集中人才，收集资料，有计划有步骤地带领一批中青年开展学术讨论班，对分

析中数值方法、微分方程数值解、线代数计算、函数逼近论及计算数学的理论与应用，大

力开展学习研究。南京大学作为一个基点，是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数学研究的单位之一，由

此逐步发展到开课、招生，于 1958 年正式建立计算数学专业。形势发展证明成立该专业

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当时，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已初具规模，这与曾远荣的推动是分

不开的。不久他又建议数学系派徐家福先生去苏联学习电子计算机。此后不久，南京大学

于 1958 年又成立了计算机专业。与此同时在教研室内还指导他人搞逼近论，他认为这对

计算数学的理论基础、对泛函分析的应用都有很大帮助。在今日看来，南京大学的计算数

学、计算机科学、泛函分析与函数逼近论等方面已得到蓬勃发展，这完全实现了他早年的

意图。 

曾远荣生平介绍 

曾远荣，数学家。长期从事泛函分析研究，是我国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在广义逆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 

曾远荣，字桂冬，四川南溪人。1903 年 10 月生，汉族，无党派人士。生后８个多月

父亲曾绍芬便去世了。由母亲吴氏抚养曾远荣成长，至九岁时母亲去世。曾远荣系家中独

子，深得家族厚望，生活上得到极大关注，从小就有好学发愤、想做一番事业的思想，这

为他后来成为我国泛函分析第一代的著名学者埋下了无形的种子。他一生追求学问，孜孜

不倦攻读，为此直至 33 岁时才结婚。妻子唐浩然主管家务，搞好后勤，为曾远荣创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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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条件。唐浩然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热爱科学事业并热心群众工作，几十年来支持曾远

荣工作，还担任过南京大学家属工会副主席及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们生有一女一子，

女名曾心平、子名曾心愉，均在国内工作。 

曾远荣小时在家乡读私塾，借住外婆家，1916 年春季起到城内县立高小读书并住校，

至 1918 年夏季毕业。同年秋季起陆续在江安省立中学、成都省立中学学习。1919 年 7 月

１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部来成都招生，曾远荣应试被录取，一直读到 1927
年 7 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于 1927 年 8 月由上海去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学习并研究数学，师从著名数学家 E.Ｈ.穆尔（Moore），Ｊ．冯·诺
伊曼（Von Neumann）与 M.H.斯通（Stone）等人，深得他们的赏识并在治学方法上受到很

大的影响。1930 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33 年取得博士学位。1933 年 5 月回国，

同年８月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任教一年。1934 年８月至 1942 年 7 月一直任教于清华大

学（1938 年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2 年秋至 1945 年 7 月

被成都燕京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45 年秋受聘于四川大学任教授及数学系主任直到 1950
年 7 月。成都市于 1949 年年底解放，他被委派为校管会常委兼理学院院长。1950 年 2 月

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受数学系系主任孙光远教授写信聘请到南京大学任教直至

退休。其间于 1951 年秋季曾去芜湖市安徽大学兼课，1953 年秋参加校自然科学技术委员

会，任委员。 

曾远荣曾是国内《数学学报》、《数学进展》的早期编委之一（1951 年），中国数学会

南京分会理事会副主席（1951 年左右）。1956 年去北京参加编制中国科学院十年科学发展

远景规划，同年冬和田方增、徐利治教授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泛函分析会议，曾远荣应

邀在大会作了题为《广义逆算子的固有函数展开》的报告，极受欢迎。  
1994 年 2 月 2 日逝世于南京。                                          

  来源：人民网 
 

石钟慈与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的因果关联 

石钟慈院士很不容易才腾出两个小时时间接受采访，但是，这两个小时，与其说是对

石钟慈院士的专访倒不如说是石院士为我展现了中国计算数学从创建到现在 50 余年的发

展历程。如数家珍般的，每一个话题后面都有生动可感的人和事。从 1956 年我国十二年

科学规划，将计算技术作为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 ，到今天的机构变迁，人事交替，参与

其中的石先生既是见证人，又是参与者。他经历的很多事件，在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史中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奠定了今天的发展基础。正如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是过往的人与

事的经历和掌故。中国计算数学 50 余年发展的枝节与片段是石先生科研人生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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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今天成就的“果”，他与它互相牵绊与关联。近两三年石先生在全国各高校院所多

次做关于中国计算数学 50 年的报告，也是非常自然的了。石先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陈

建功先生指导他大学毕业论文；华罗庚先生的半个弟子；冯康先生的接班人；做过科大少

年班的顾问；当过科大数学系的主任。从石先生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

工程计算研究所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很多年轻的科研人员走在路上，构

成一道风景线，远处就是醒目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气派的现代建筑。从 1955 年石先

生大学毕业，被华罗庚先生“安排”做计算数学研究开始，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几经

周折与变迁，然虽物“非”，而人犹“是”。中国的计算数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作为

这一事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石先生的心中会是一番什么感慨呢？ 

石钟慈简介  

中国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宁波人。195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

究所研究员，曾任国家攀登项目“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首席科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

末，建立了一种将变分原理和摄动理论相结合的新算法并算出氦原子最低能态的良好近似

值；研究了矩阵特征值的定位问题，得到精度很高的上下界估计公式。70 年代中期以来，

从事有限元的理论研究和应用，首创的样条有限元被广泛应用于实际计算并引发了大量后

继工作；研究非协调元的收敛性，证明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检验方法既非必要也不充分，并

提出新的判别准则；发现非协调元的一系列奇特的错向收敛性质，从理论上证实了早期工

程计算中观察到的现象；分析并证明多种在应用上极有价值的非协调元的收敛性，奠定了

它们的理论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事区域分解和多重网格法的研究，获得许多很好

的结果。90 年代后期，研究弹性力学中闭锁问题的有限元方法，成绩显著，居于国际前列。  

大学之前：  

数学并非唯一选择  

1951 年，石钟慈从家乡宁波考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但是，在那时，数学并

非他的唯一选择，他同时对其他学科比如文学艺术以及历史等感兴趣，他的第二志愿居然

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系。我们不得不承认聪明是一个数学家必须的禀赋，虽然我们在探

讨这个问题时，石先生也强调努力和机遇同样不可缺少。石先生的家在宁波乡下农村，母

亲不识字，父亲只有小学程度，家境不好，以至于他小学毕业后没有钱继续读市里的初中，

差点失学。幸亏此时抗日战争结束，一些有钱的士绅乡亲捐资办了一所乡村初级中学，石

钟慈才在小学多呆了半年后上了初中。两年半以后，他考高中，家境使他只能选择免学费

的公立学校就读。结果他以同等学历（别人的初中读三年，他只读了两年半），考上极其

难考的省立宁波中学。他所在的初中只有三、四个人考上这所学校。那个年代，在石先生

家乡，如果不继续读书了，孩子通常会被父母送到上海当学徒，为经商就业做准备。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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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石先生聪明，读书不费劲，可能已被父母送去做学徒了。“父母亲只要我今后有出息，

有好的工作，能够维持家庭。”关于石先生的聪明，有两个“证据”。首先是石先生的头比较

大，他从小的绰号就是“大头”，“我的帽子不断地换，很快就戴不了，到 50-60 年代，我的

帽子就很难买了。”石先生笑着说。其次，石先生有两个表姐，都是小学教员，她们认为

石先生有天分，有发展前途，也极力说服石先生父母让其继续求学。  

虽然高中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危险，学生们住在庙里，与和尚们同吃同住。但是，老

师们的严格要求给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此时有两件事值得一说：正上高中的石钟慈被那

时宁波中学图书馆里的一套“万有文库”深深吸引了。《万有文库》堪称是 20 世纪上半叶

最有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共有 1721 种、4000 册。这部旷世之作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

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

收藏，被称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也正是因此，在战火纷飞的时候，

这套书对于开拓石先生视野，培养多方面兴趣以及增长课外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不

仅阅读自然科学内容，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兴趣也是此时通过阅读培养起来的。

他还读了许多关于音乐方面的书以及音乐家传记，由此，他迷恋上音乐。他高考的第二志

愿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音乐后来发展成为石先生的“第二最爱”。  

让石先生对数学产生兴趣也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时的数学老师翁贤滨，是一位能够

传授数学魅力的好老师，一个证明就是除石先生外，班上另有两名同学也选择了数学。“解

放初期，大家都认为学数学没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好找工作。当时大家都要去做工程

师和医生，因此学工科和医科的人比较多。”石先生说，“但是我当时对工科没有太大兴趣，

就是想去学数学，一方面是翁老师的影响，一方面受万有文库书籍的影响，认为数学本身

是一门很好的学科，除了它本身很美妙以外，对物理等学科有很多用处。”1951 年，石先

生实现自己的第一志愿考上浙江大学数学系，一年以后随着全国院校调整来到复旦大学数

学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数学人生。后来，石先生曾多次说过，“数学家不应是只懂数学

的专家，广博的知识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补充。”石先生认为，自己在数学领域取得的成

就，与广泛的爱好密不可分，艺术和音乐的灵感也会在某些时候给自己一些启发。搞自然

科学，学好文史知识很重要，如果将自己限于专业领域就太短视了，发展就没有后劲，想

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就更难了。2008 年 10 月份，在中国召开的某次国际数学会议上，主

办方请与会代表去国家大剧院欣赏挪威无声电影《哈当格尔的婚礼》音乐会，石先生不仅

去过故事发生的挪威小城，而且对音乐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让同行们很惊讶。对于

这一延续 50 年的爱好，石先生自信地说“有很多了解”。他最喜欢欧洲古典音乐，20 世纪

80 年代初去德国学习时，不仅走遍了音乐中的“欧洲”，而且，回来时所有的钱都买成了唱

片或者听唱片的装备。“我总认为，音乐和数学在结构上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其中他又最

喜欢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也喜欢肖邦和格里格。音乐能给紧张、困顿的神经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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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从容与丰富的思考意境和想象空间，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家和音乐家都是

伟大的诗人。我提倡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培养对音乐的爱好。在石先生所写的科普书

《第三种科学方法》中，除了流畅生动的语言，处处是用音乐作生动的比喻，比如：软件

的核心就是算法，算法犹如乐谱，软件犹如音乐盘片，而硬件如同 CD 唱机。  

石先生说，中学时代，他在班上并不是最聪明的，虽然考试总是能够排在前几名，但

并不总是第一名。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一次到中国科技大学做报告时说，“不要总是考

第一，第二第三比较好，既可以往上冲，又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石先生说，这正是他的

情形，他很小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体会，使他在学习中既不感到很大压力，又很愉快。他同

时说，小孩不能够只是读书，一定要让他多接触生活。所以，一颗聪明的读书种子，撒在

好学校这块土壤里，更应有好教师的灌溉，在父母吃苦耐劳精神熏陶下，顺理成章能成长，

终成国家的栋材。石先生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时说过：如果没有早期对数学近乎痴迷的兴

趣，没能幸运地邂逅引导我感受数学之美的好老师，我或许会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比如

报考能够尽早脱贫、更有前途和社会地位的专业，或者会像大多数宁波人那样闯荡江湖，

到上海甚至海外学做生意、挣大钱。  

起点：  

华罗庚先生引路  

石先生说，上大学后才知道，他们那时考大学其实很容易，尤其是数学系，很少有人

报考，用现在的话说门槛不高，不过把浙大数学系读下来可不容易。那时数学有“南浙大、

北清华”之说，浙大的数学系有陈建功、苏步青、徐瑞云等元老名师。一年级时徐先生教

微积分。她要求学生们无论如何要把微积分学好，规定 70 分才算及格。的确，大家都很

努力，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1952 年秋天，随着全国院校调整，石先生来到复旦大学

读二年级。这里结集了华东地区最好的数学师资力量，比如从同济大学调来的杨振宁先生

的父亲杨武之老先生还给他们讲过一年的高等代数。1955 年，石先生在陈建功先生指导下

完成了单叶函数论的大学毕业论文，这是一篇相当出色的论文。为此，当年的解放日报还

发表了新华社文章，称赞石先生论文的创新性，这在 1949 年解放后的大学生中还是不多

见的，后来该论文在《数学进展》上发表。大学毕业后，石先生非常高兴，被分配到中国

科学院数学所工作。这可是中国许多杰出数学家如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等名师的集中

地啊。到这里后，他才知道不能再继续他的函数论研究了，而要进入当时谁都不知晓的专

业——计算数学。  

事情是这样的：到了 1955 年，新中国已从整顿进入到发展阶段。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

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定了计算技术、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等作

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其中，计算技术包含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和计算数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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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先生兼管计算机和计算数学的发展，早有谋篇布局

的华先生找到石钟慈说：“你要转行，去搞计算数学。”他很惊讶，计算数学是什么？此时，

计算数学在中国还是零，不仅石钟慈不知道，连华先生心中也没底，他们只知道计算数学

是作为计算技术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国家规划。虽然石先生当时心中并非十分情愿转行，但

在华先生强调了学科的重要性，特别了解了它对国防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后，他接受了

这个重任，成为华先生手下最早搞计算数学的人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计算数学人生。当

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门学科，华先生领导着这一批年轻人一起摸索、探讨，差不多有大半

年时间，这就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开始，就这个意义上讲，华先生是中国计算数学早期的主

要带头人。在华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石钟慈最终留在计算数学这个领域里。同时在华先

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在数学学习和研究方法上也让他受益匪浅。王元先生是石先生的师

兄，石先生入浙江大学时，王先生读大四，两人接触很多。后来，又同在中科院数学所。

石先生戏称，借用武侠小说说法，王元先生是华派的“掌门、嫡系”。自己虽然不是华先生

的“嫡系”，但“可以算华先生的半个弟子吧”，这说法得到了王元先生的首肯。  

1956 年，石先生被派往苏联学习计算数学，当然派遣留学生也是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内

容之一。当时苏联的计算数学非常好，和美国可以媲美。在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习四

年之后，石先生认为这时候才算对计算数学有了认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幸认识了索伯

列夫、盖尔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才安心地进入了计算数学这

个领域，同时也幸运地“躲”过当时国内的反右运动。不过，在苏联白天勤奋地学习和上机，

晚上开会，学习有关反右的文件，留学生们倍感紧张和疲劳。他们中有些学会了吸烟，石

钟慈则学会了喝咖啡。作为最早一批赴苏学习计算数学的人之一，1960 年他回到祖国。如

果说华先生当年做的是发现人才、激励士气的工作，显示了一个数学家的高瞻远瞩，那么

冯康、石钟慈以及当年那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便是为中国的计算数学开疆辟土。对于石

先生他们这样一批进入计算数学的人来说，这一全新领域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一段冯康

先生的姐姐冯瑞写到冯康先生的话，完全适用这个群体：“这是一门全新的交叉科学，完

全向能力开放，没有任何碍事的权威，像一张白纸，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画出最新最美的

图画。显然开拓新的领域，既需要过硬的工作能力，又需要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  

路径：  

冯康先生、中国科大与教书  

一个学科半个世纪的路程，不算长也不算短。今年已经 74 岁的石钟慈先生，想当年

是青春作伴风华正茂，回首往事，“只能说我是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的见证者，而冯康先生

才是真正的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者，”石先生谦虚地说。说起冯康先生，这是另一个令人 

感慨意味深长的故事，我们只能撷取与石先生相关联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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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康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于 1993 年去世。1953

年到苏联进修，他的导师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留苏回来后，到华罗庚先生负

责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做广义函数论研究。到 1958 年，冯康先生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

家了。1955 年石钟慈大学毕业与冯康先生已有结识之缘，“他是非常聪明的人，并且兴趣

广泛，”石先生由衷地评价。1958 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正式成立，华罗庚先生为了计算

技术的发展，推荐三个人从数学所到计算所，其中第一个就是冯康先生。不到 6 年时间，

冯康先生就于 1964 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这是中国有限元

方法的奠基性文献，也是世界有限元方法的开创性文献，这是后话。在这期间的 1960 年，

石先生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到了冯先生的手下做研究。可以想象，跟着冯先生这样眼高手

亦高的大师，培养出的是对科研的共同品味与追求。石先生与冯先生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

到最后。还有一段佳话：今年是中国科技大学建校 50 周年，这里留下了石先生一段足迹。

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院所办的唯一一所大学，成立于 1958 年，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

合”。华先生任数学系主任，冯先生任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年轻的石钟慈也开始去科大

兼课。1961 年，科大四年级的学生开始了专业课程，他们在学校里上计算数学的专业课，

到中科院计算所里上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学科，科大每年要招收计算数学专业学生。1964

年，随着学生数量和班级增多，科大与冯康先生商量，希望石先生正式调入科大任教，负

责这个新兴专业的建设。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最初的编写教材，讲课，上机和带

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到后来的指导硕士生、博士生。  

从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学校由北京搬迁到合肥，一直到接替华罗庚先生任科大数学系第

二任系主任，石先生在学校里渡过了 25 个春秋。1985 年，冯先生已经 65 岁了，担任中国

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也已有 8 年时间，他要找一个接自己班的人。在众多人中，他看好石

先生，然而调回来谈何容易？1986 年 10 月，冯先生通过中科院干部局才把石先生调回到

自己身边，成为冯先生的接班人，用冯先生的话说：“是我把他调去的，所以，在我退休

之前，要把他调回来，都是为了计算数学。”回到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之后，正遇上改革

开放大好时光，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他们共同努力于 1990 年成立了由计委直接拨款的“中

国科学院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还是屈指可数，石先生担任室主

任，这对中国计算数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随后，1991 年和 1996 年连续两期获得国

家“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方法和理论”的攀登计划项目的资助，冯先生与石先生分别担

任一期和二期的首席科学家。这个项目立了以后，“计算数学在国内站住脚了，因为得到

国家的支持和重视，”石先生说。这固然有这个学科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的大背景，同

时，也是冯康先生等科学前辈孜孜以求所得到的发展机遇。后来，攀登计划项目演变成为

“973 项目”，中科院计算数学所相继获得了两期“973 项目”的支持，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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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石先生培养的很多学生在这个领域中做出了许多国际一流的工

作，“就整个计算数学而言，中国在国际上是居于前列的”。  

话分两头，石先生之所以被调去科大，科大又之所以后来不愿意放行，是因为石先生

讲课很好，非常受学生欢迎，且不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原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在回忆文

章中，称赞石先生上的课。“我是很喜欢讲课的，受华先生影响，也受苏联那些导师的影

响。”石先生认为，“研究人员一定要上课，一定要带学生，这样使研究人员的思想更活跃。

完全不上课、没有学生的研究院所的体系是有缺陷的，不利于研究。”石先生介绍，虽说

中国早期的科研模式是学习苏联的，但是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上课的。他在苏联学习

时，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柯尔莫戈洛夫、庞特里亚金、彼得洛夫斯基、盖尔范德等都

是院士，这些人中几乎所有的既在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同时又在莫斯科大学或其他学

校任课，这给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难忘：  

一生中最后的转折点  

1981 年，已经 48 岁的石先生，决定去国外深造。无论是从年龄上说，还是从十年文

革、研究荒废的背景上说，这都需要十足的勇气。后来，石先生称此举是：一生中最后的

转折。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工作者有了去国外进修的机会，对于石先生来说比

较想往的是去德国。由华罗庚先生、冯康先生和吴文俊先生的推荐，他申请到了德国的洪

堡基金，从师于法兰克福大学施图默教授，在那里他开展了非协调有限元的研究。施图默

在德国培养了好几个十分出色的学生，现在德国两个国际一流的应用和计算数学家弗莱泽

和拉纳格都是他的学生。石先生曾经谈起那段经历：“当时已年近 50 岁，比其他同学大 10

岁，刚去的时候，一点把握也没有，非常紧张，因为完全是新的东西，基础不够，还要从

头学习一门德语，心理上、生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德国人一丝不苟、诚实守信的

民族品格，以及他们在科学、哲学、法律、音乐、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先进水平给予我极大

感动，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凭借青年时代在浙大、复旦和苏联留学期间打下的坚实基

础，加之深受德国精神的影响，通过大半年的拼死一搏，终于赢得了施图默的信任。”后

来施图默还给冯康先生写信，称石钟慈是非常突出的优秀科学家，应多给他机会，专门做

研究，在非协调有限元这一领域，施图默认为石先生是他最主要的继承者。在德国的这两

年多时间成为石先生科研工作重要的历程，“后来计算数学的工作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没

有这次出去，我的科研工作就会停留在 80 年代初那个时期的水平”。如果说青年时期的石

先生还是凭借着天赋和兴趣从事数学研究，那么，他最后的这一次转折就是生动的奋斗的

版本。 

摘自《杨虚杰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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