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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数学传统与成就，诞生了刘徽、祖冲之、贾宪、秦九

韶、李冶、朱世杰等诸多名家。但自明代开始，中国数学的发展逐渐落后于世

界水平。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中国数学在 20 世纪初开始重新起步。1913 年，

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系（当时叫数学门，1919 年改称数学系），标

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开端。

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规模初步

形成。在北方，主要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

在南方，则主要是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

与中山大学等几所高校。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很多高校内迁并重组，

但总的来说，高等数学教育的格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未有大的变化，

其他地区的数学发展仍然非常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1952 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数学的发展

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数学系被分拆，北京大学、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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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院校数学系则相应增强。与此同时，位于祖国东南地区的厦门大学数学

系也迅速崛起，在教学、科研、育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培养出以陈景润、

林群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本文所要讲述的，

就是厦门大学数学系在建国初期异军突起的人和事。

一、早期概况（1923-1949）

厦门大学 1921 年 4 月由陈嘉庚先生创立，是我国第一所由华侨兴办的大

学。至 1923 年，厦门大学共设有 6 个科（相当于学院），分别为文科、理科、

工科、教育科、新闻科与商科。就在这一年，厦门大学在理科名下设立了算学

系，成为国内最早创办算学系的高校之一。1927 年 6 月理科第一届毕业生仅 4
人，其中算学系培养出首个学生余新华。

厦门大学在创办初期危难频仍，筹备阶段原本已确定邓萃英为校长，然建

校不到一月便出现了校长更迭。邓萃英，福建闽侯人，曾留学日美，是大教育

学家杜威的学生，彼时正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然在返回北京复命后不久，

邓萃英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与

厦门相距千里难以兼顾，邓萃英于 1921 年 5 月辞去厦门大学校长的职务。

邓萃英离职后，厦门大学聘请华侨林文庆为校长。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

出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学士与硕士，对办学颇有雄心壮志与独特

主张。为了支撑厦门大学的发展，陈嘉庚在南洋进行了三次募捐。正当陈嘉庚

募捐失败之际，厦门大学在 1924 年 6 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学潮。校

长林文庆的“尊孔”理念和做法，与“五四运动”后“打倒孔家店”和提倡科

学民主的潮流相悖，引发一些学生的不满而提出“驱林”。接着校方辞退三位

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成为本次学潮的导火线。由于校方坚持不让步，结果三百

厦门大学群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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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师生离校并在上海筹建了大厦大学，“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

“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这次学潮使厦门大学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挫

折。1951 年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的部分院系，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了华东师范大

学。

为了消除这次学潮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为了更好地办好厦门大学，厦门

大学决定重金礼聘知名教授学者前来任教。1925 年陈嘉庚的实业正处于鼎盛

时期，有条件开出优厚的待遇。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方时局动乱

不堪，教职员工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罗莘天、胡

刚复、秉志等名师纷纷来到厦门大学任教。

利用这一机会，算学系在 1926 年聘请了我国现代数学开拓者之一、哈佛

大学博士、几何学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姜立夫教授前来担任系主任。

姜立夫把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江泽涵带到厦门大学当助教。姜立夫对厦门大学

寄予厚望，在和朋友的谈话中，时常提到如何把厦门大学办成南方的一个教学

与科研中心。他开设了高水平的《近代几何》课程。在他主持系务期间，制定

教学计划，购置不少国外的图书期刊，指导学生制作教学模型。1927 年，姜

立夫离开厦门大学返回南开，临行前曾向厦门大学推荐留学日本的苏步青前来

任教。惜当时苏步青尚未毕业，不能成行。江泽涵后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后于 1931 年回国，受聘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1926 年底，陈嘉庚的实业经营不佳，厦门大学的经费也相应减少，发生

了以刘树杞为主任的理科与林语堂为主任的文科之间的经费之争。利用担任学

20 世纪 20 年代厦门大学一度名师荟萃。左起：天文学家余青松，历史学家陈万里，银行学家朱保训，历史学家张新烺，
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历史学家顾颉刚，数学家杨武之，数学家姜立夫，化学家刘树杞，校长林文庆，文学家台静农，
文学家陈衍，文学家余謇，文学家林语堂，文学家鲁迅，文学家孙伏园，哲学家张颐，哲学家朱谦之，生物学家秉志，
物理学家胡刚复，生物学家钱崇澍，教育学家姜琦，化学家张资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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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秘书的有利条件，刘树杞此前多次为理科争取资源，此次又大规模核减文科

经费，鲁迅等学者因此愤而离职，厦门大学随即爆发了第二次学潮，再度震惊

全国。学潮的结局是两败俱伤，对厦大理科做出重要贡献的刘树杞被驱逐出厦

大，而林语堂也在不久之后选择了离开。

算学系并没有受到这次学潮的影响，反而聘请到周家树与杨武之到系任教。

1928 年，算学系以留美学者黄汉和代理系主任，1929 年杨武之代理系主任。

杨武之 1928 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我国在数论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就在这一年，日后成为著名数学家、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柯召院士从厦门大

学预科升入算学系。在杨武之的影响下，柯召对数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他

日后选择数论这一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9 年，杨武之离开厦门受聘为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30 年，柯召在厦门大学学满两年后，决定要到条件

更好的清华大学去。为筹措学费，他教了一年中学，次年通过考试转学到了清

华大学数学系。

1930 年，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厦门大学将理科改为“理学院”，

算学系改名数学系，是理学院的六个系之一，当时系主任是留法学者周澄南教

授。1931 年，学校聘请张伯苓之子、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希陆为理学院院

长兼数学系主任。同一年，日后成为著名化学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

嘉锡院士从厦门大学预科升入化学系，同时在数学系受教于张希陆，到 1934
年毕业时他已经修完了数学系的大部分课程。

数学系在 30 年代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开设过的课程可见

下表。由此表我们可以看出，厦门大学倡导通识教育，数学系的必修课中包

含了物理、化学与生物等课程。数学系的选修课规模则甚为庞大，前后共计有

35 门之多，几乎涵盖到数学的所有门类，为当年中国各大学所罕见。即使放

在今天，想要开出表中所有的选修课程也绝非易事，需以强有力的数学师资作

为保障。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及学分

数学系

必修课

初等微积 (4)，普通物理 (8)，普通化学 (5)，普通生物学 (8)，高等微积 (4)，

微分方程解法 (3)，投影几何 (6)，理论力学 (6)，近世解析数学 (6)，代数方程

解法与初等数论 (6)，近世代数 (6)，度量微分几何 (6)，复变函数论 (6)

数学系

选修课

代数方程解法与行列式 (3)，空间解析几何 (3)，近世数学概要 (3)，解析数论

(3)，代数数论 (3)，有尽群论 (6)，盖氏代数方程论 (3)，代数及其数论 (6)，实

变函数论 (6)，椭圆函数论 (3)，变分学 6)，微分方程论 (6)，连续群与微分方

程论 (6)，偏微分方程论 (6)，高等几何 (3)，数量微分几何 (6)，高次平曲线 (3)，

代数几何 (6)，非欧几里得几何 (3)，多变空间几何 (6)，投影微分几何 (6)，抽

象空间学 (6)，商业数学 (3)，数理统计初步 (3)，几率与最小二幂法 (3)，矢量

分析 (3)，天体力学 (6)，刚体动力学 (3)，流体动力学 (3)，弹体力学 (3)，潜

力学 (3)，普通数学史 (3)，中学数学教学法 (3)，普通天文学 (3)

上世纪 30 年代厦门大学数学系开设的必修课与选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