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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丁石孙先生九十华诞，年前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商量决定编辑一本纪念文集以表

敬意，以示庆贺。动议得到丁先生的同事、学生、朋友的热烈响应，很快收到回忆文章三十

篇，赵春来、袁向东和张红全还提供了大量史料和照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因时间仓

促，本书文章尊重作者的回忆，有关细节未及一一核实，殊为憾事。本书收录的文章，长短

不一，风格各异，从多个角度写活了丁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数学教师和大学校长，丁石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人，受到学

生们、同事们的衷心爱戴和尊敬。这是我通读文稿时最强烈的感受。 

 

我本科就读于复旦，无缘聆听丁先生讲课；1991 年到北大工作，也没有直接交往的机会。

但我念大学时有两门课用的是北大编的教材，解析几何的课本是署个人名的，所以我从大学

一年级就知道丁先生的大名，《高等代数》是很有时代特色的集体署名，后来知道丁先生是

撰写者之一。复旦如此，我想国内其他高校也大都如此，丁先生参与编写的教材把无数学子

引入高等数学的大门。在辗转半个地球，时隔十年所有大学课本都散失之后，我又买了这本

《高等代数》，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我自己也曾编写过教材，深切体会到写好一本教材殊

非易事。 

 

刚参加教学不久，有位名叫丁干的外系学生来听我的课。在自由选课的北大这也司空见惯，

我都一视同仁。后来得知丁干是丁先生的小儿子，也没有另眼相待。丁干学的是偏冷门的地

学，如果丁先生稍有表示，换一个热门专业应当是可行的。然而并没有，丁干来听课时已是

高年级。可以印证的是，他当校长时并没有为数学系谋得什么福利，也没有搞好“自己的窝”

（同事戏言，指为数学系改善办公条件）。当 2000 年数学学院终于搬进新落成的理科一号楼

时，丁先生最先到场视察，其心可鉴。 

 

丁先生任系主任、校长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面对重重困难，他卓

有成效的领导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

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管理科学中心、方正集团公司的前身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都是在他任内

设立的，数学系教师的学术假制度、学生自由选择食堂就餐（今天学生可能难以理解）、乃

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都是他任内引入的。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能够成为国内数

学院系的排头兵，首先得益于 1952 年的院系调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重构也至关重

要，丁先生是重构的主要设计师和操盘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今天我们踏上 “双一

流”建设征程时，我们非常感念丁先生为此打下的基础。在他九十华诞来临之际，把丁先生

的同事、学生、朋友的纪念文章集结成书，是非常必要而恰当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借以表

达数学学院全体同仁对丁石孙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祝丁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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