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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冯康院士诞辰 100 周年系列文章

编者按：

2020 年 9 月 9 日是冯康院士诞辰 100 周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计算研究所于八月举行了隆重

的纪念活动，缅怀这位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本期我们将刊登冯康先生的学术好友、合作者、

学生、学术后辈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冯康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上图是冯康先生 1939 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学籍表中的相片（时年 19 岁），感谢南京大学祝世宁院士为

本刊提供这张宝贵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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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康院士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数学大师，我

国计算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还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我对他就仰慕殊深，其时国家选派

我们这些年轻人到苏联留学，当研究生，我跟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别尔（Kibel’）大师学

大气动力学和数值天气预报理论，要求掌握偏

微分方程理论和新兴的计算数学理论方法，其

中广义函数、索波列夫（Sobolev）空间理论和

高等分析及计算方法是必须学习和掌握的。这

对我这个非数学系出来的大学生来说，需要特

别刻苦用功。学习过程中得知国内的冯康先生

曾在苏联留学过且在广义函数论领域很有专长，

极想回国后多向冯先生请教学习。

1961 年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

球物理研究所气象学研究室，跟赵九章、叶笃正、

顾震潮、陶诗言诸先生学习和工作，他们住在

中关村邻近的两个楼里，我经常到他们家里请

教，很巧的是冯康先生和田方增先生、吴新谋

先生等数学家也住在那里，有机会见到这些数

学家，方知冯康先生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计算数

学和创建我国的计算数学学科，而吴新谋先生

和田方增先生分别致力于偏微分方程和泛函分

析理论，这些也都正是数值天气预报发展所必

须研究的内容。赵九章先生本是学理论物理的，

也精通数学，提出气象学要现代化就必须“数

理化和工程化”的著名主张，必须有数理理论

的严密思维和工程技术的作业方法。叶笃正、

顾震潮、陶诗言诸先生也极力提倡搞气象科学

的人要多向搞数学的人学习。于是我有较多机

会和冯康先生等接触、请教，特别是冯康先生，

他三样都精通。向他们请教，使我受益良多，

使我后来能较自如地运用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来解决大气科学发展中的新问题。例如搞数值

天气预报和遥感理论所碰到的偏微分方程和积

分方程的理论和数值计算问题。

有一件事应该一提。1978 年前后，为了使

大气动力学和数值天气预报建立在严谨的数学

物理基础上，我在写一本专著，其中一章是讲

球面上的泛函空间，具体地说是应用广义微商

和索波列夫嵌入定理，我没有用索波列夫本人

使用的引入非尼函数的方法，而是直接使用正

交基的方法，因为对于球面这样很光滑正规的

几何空间，又已有球函数等正交基，比较熟悉

和易于切入。我冒昧将这厚厚的一章书稿请冯

康先生审阅指正，他非常认真地审阅了，称赞

一番，并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特定的具

体应用问题是可以且应该找到专门适用情况的

妙法，不必拘泥于普适的数学方法，这给予我

很大的鼓舞。

我还有幸和冯康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前辈

们一起受到表彰，1979 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住在一起，开会在一起，既言笑甚欢，还能交

流各种科学研究的心得体会，享受着“科学的

春天”的阳光和清新空气，这无疑是新时期党

和国家对科技界和知识分子的高度肯定和重视

及殷切希望，大家都很感激。

大概是 1983 年起，冯康先生肩负起发展我

国计算数学与大规模科学和工程计算的重任，

纪念计算数学大师冯康先生

曾庆存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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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计算研究所，创办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

算实验室。我则于 1984 年中接过老前辈叶笃

正先生的接力棒，领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并创办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

拟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和冯康先生创办的

实验室同属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开放研究室，

后也同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由于这两个

实验室的性质和研究内容比较相近，我和冯先

生相互合作，相互借鉴，相互支持。冯先生对

后辈躬亲接引，聘我作为其实验室的学术委

员 ；我也不耻高攀，邀冯先生作为我们实验室

的学术委员，共议发展大计，相互参加两实验

室的学术会议，相互作学术报告，相互介绍各

自的博士毕业生到对方作博士后研究。我们的

实验室得以分享冯先生早年首创的有限元理

论和计算方法以及他新近首创的辛算法理论 ；

我们也敢于向他们讲我们研究得到的平方守

恒格式和自然控制论方法等。还有北京应用物

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与这两个实验室的性质也

较相似，三个单位相互交流，我们也分享到该

实验室周毓麟院士首创的离散空间的泛函分析

理论等。后来就发展为全国性的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物理等学术会议，至今成为定型。恕我孤

陋寡闻，还有许多有关计算数学

的学者的成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也许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到

九十年代，我国计算数学和大规

模计算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的局

面。冯康先生是一面大旗，在这

个发展过程中其功至伟。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

国的“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成立了，并参加到世界该学会

联合会。我国的此学会推荐冯

康先生和我二人到该联合会

1995 年的学术会上作大会特邀

报告，已获得该联合会执委的

批准，不料冯康先生因突发疾病辞世，只好我

一人作大会报告。令我欣慰的是，在由外国学

者作的前几个报告中，都指出冯康先生在计算

和应用数学领域的巨大成就，并对冯先生的逝

世表示哀悼。这表明冯康先生的巨大成就是属

于世界级的。

冯康先生离开我们了，但他对我们的熏陶

使我们受惠全生。冯先生的事业后继有人，后

起的一代代年轻学者在成长，我国的计算数学

和应用数学学科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将会更

进一步蓬勃发展，中国必定会成为数学和各门

科学的强国。

作者简介 ：

曾庆存，中国科学院院

士，气象学和地球流体

力学家，是 2019 年度国

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曾庆存院士在冯康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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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壮志未酬   后继有人

黄鸿慈

我和冯先生首次见面，是在北大读计算数

学专门化四年级时，他来北大讲第一堂课。他

讲授“数学物理方程的直接方法”， 內容主要

就是从变分原理出发构造算法及其理论。北大

老师讲课各有各精彩，冯先生给我印象也很独

特，富启发性及简洁性，他思路清晰敏捷，讲

授突出重点，每句话每个词既不可少，也没多

余，他能吸引你的注意力，有时还会引起联想。

钦慕之余，就盼将来有机会跟他做硏究。他的

课也使我对以变分原理构造算法留下深刻印象，

以后果然受用。

1957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刚成立的科学院

计算技术硏究所（后简称计算所）。先是劳动半

年，以示劳动改造思想的重要性。1958 年春进

入计算所第三硏究室（后简称三室），从事计算

数学硏究。这时冯先生也从数学所转来计算所。 
三室的主任由北大徐献瑜教授兼职，实际领导

是副主任张克明，他曾入读清华大学数学系，

四十年代初，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十多年后数

学大概忘得差不多了。室里的业务，主要由冯

先生主持，还有北大兼职的董铁宝教授及搞概

率统计的老教授徐宗济。张主任对冯先生言听

计从，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诸葛亮。 
1958 年在反右派运动后展开大跃进，批判

读文献搞科研是走“白专道路”，三室全部人员

都做实用问题。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

电动计算机 （即手摇计算机用电驱动）计算。几

十人昼夜轮班，发挥冲天干劲，但计算结果是

否正确及可用就无从得悉。直到 1959 年，计算

所才硏制出平均每秒万条指令的计算机。

我在三室原先分配在概率统计组，为接近

冯先生，我要求转到水坝计算组。水坝计算的

数学模型是偏微边值问题，是在冯先生的业务

管辖范围。做水坝计算，可用三种数学模型，

为节省存储，我们用的是重调和方程，并用超

松弛迭代求解差分化后的方程组。碰到的问题

是收敛速度太低，找冯先生求教，他介绍了一

些文献，经硏究觉得其中的切比雪夫迭代可用。

我们对文献作了改进，就是利用正交多项式的

三次递推性质构造任意阶并且稳定的迭代格式，

并在计算过程中自动找到最佳迭代参数，从而

有效地求出水坝问题的数值解。 
1961 年，冯先生倡议成立一个小组，为中

国科技大学计算专业撰写教材，由我负责，目

的是把实际计算中的好经验融合到教材中。这

想法实在是对三室的计算经验估计过髙，其时

大家都不读文章，不研究，除了上述的切比雪

夫迭代有点新意及效果不错外，其它的都是老

方法，效果更无从比较。写讲义的人与当时在

中科大任教的石钟慈，学术水平也差一大截。

我估计老石压根就没采用我们写的东西。但是，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个人收获甚大，可以名正

言顺地阅读了。在冯先生的指引下，我阅读了

一些好书和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一文

两书。一文就是 Courant、Friedrichs 和 Lewy
三人在 1928 年写的数学物理差分方法，这是

胡祖炽先生从德文翻译过来，登于当时内部刊

物《计算机动态》的计算数学专号。两书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