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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从未停止勇攀数学“珠峰”的脚步
她 深 耕 学 术 ，成 就 卓 越 ，

长期从事微分几何研究，在微

分 几 何 和 数 学 物 理 领 域 享 有

盛誉，推进我国数学学科长足

进步。

她长相秀气，身材娇小，一

生保持自信、独立和坚强的气

质。她说：“在任何时候，我都

要进取，特别是女同志，更要有

自强不息、刻苦钻研的精神。”

2 月 2 日，著名数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优秀盟

员，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

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中国数学

会副理事长，第七届上海市数

学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胡和生先生因病于上

海逝世，享年96岁。

胡和生是中国数学界第一

位女院士，曾荣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复旦大学校长奖

等奖项。2002 年应邀为国际数

学家大会诺特讲座演讲人。

立志“科学救国”

胡和生 1928 年生于一个艺

术世家，原籍南京。在家庭熏

陶下，胡和生爱好书画，但理想

并非成为画家，而是考上大学

继续深造。战乱让她深刻认识

到，国家不富强，人民就会受欺

侮。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

她立志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抗战胜利后，胡和生考入交

通大学数学系，高校调整后，于

1950 年 1 月毕业于大夏大学数

理系。1950 年，胡和生进入浙

江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数学

家、中国微分几何创始人苏步

青教授读研究生。

苏步青对学生要求严格，胡

和生和同学们在功课之余还要

参加独具特色的讨论会，每周

做读书报告，除了准确深入地

介绍阅读内容和作者思路，还

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答不

好就会受到批评。

胡和生每次都准备充分，令

苏步青印象颇佳。当时，阅读

的论文涵盖英、俄、德文的最新

研究成果，有的长达百页。胡

和生很快学会了如何正确高效

地阅读文献，这也为她日后的

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后

来，胡和生感叹：“老师严厉有

好处，我就是在读研究生时养

成了勤于思考、反复体会的习

惯，不懂不装懂，读书不读深、

不读透决不罢休。”

1951 年，经苏步青推荐，胡

和生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任实习研究员，正式踏上了

数学研究之路。1952 年院系调

整 ，苏 步 青 与 她 转 入 复 旦 大

学。复旦这个以苏步青为首的

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策源地，人

才济济，加之老一辈数学家的

鼓励指导、同行的互勉竞争，托

着这颗新星冉冉升起。

“有人批判我，说我理论脱

离实际，我不服气，学了弹性力

学、相对论、核物理，视野和研

究能力又前进了一步。”

在科研中，胡和生强调了思

想要有深度，要有冲击困难问

题的勇气和拼劲。1991 年，胡

和生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成为中国数学界第一

位女院士。

苏步青在推荐发言中对其

给予了极高评价：“我毕生效力

的微分几何方向长期以来靠她

来主持……她是我的接班人。”

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胡和生在微分几何和数学

物理领域展开了许多具有重大

意义的研究工作，成为中国数

学界第一位女院士，更是首位

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诺特报告

讲台的中国女性。

在射影微分几何、黎曼空间

完全运动群、规范场等方面，胡

和生持续独立开展深入研究，

并提出了确定黎曼空间运动群

空隙性的一般方法，成功解决

了这个国际数学界研讨了 60 多

年的重要问题，引起广泛反响。

她巧妙地将规范场的作用

量 与 调 和 映 照 的 作 用 耦 合 起

来，提出了有质量规范场的一

种生成方法。在研究规范场团

块现象和球对称规范势的决定

等问题上，取得了高难度、高水

平 的 重 要 成 果 。 在 线 性 汇 理

论、Toda 方程及调和映照的研

究中，她发展了孤立子的几何

理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了解世界前沿研究成

果，胡和生积极参与国际数学

交流活动，曾前往德、法、美、

日、意、瑞、英、比等国著名学府

讲学，在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上

作大会邀请报告 30 多次。2002

年，胡和生受邀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并作诺

特讲座报告，成为我国第一位

在大会上作此报告的科学家。

面对数学学科中男性学者

占据绝对优势的现状，胡和生

毫不畏惧。相反，她从不希望

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在数学

研究上受到区别对待。

“我所选择的专业是数学，

这往往被认为不是女同志所适

合的专业。的确，搞数学很难、

很艰苦。世界历史上能够登上

数学高峰、很有建树的女数学

家当时寥寥可数，我就下定决

心，一定要沿着这条崎岖的路

走下去。”

女生能不能学好数学，能

不 能 在 数 学 上 取 得 大 的 成

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

学 数 学 科 学 学 院 教 授 李 大 潜

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每一

次 我 都 以 胡 老 师 作 为 例 子 向

他们说明，女同学和男同学一

样，也可以学好数学，而且可

以学得非常出色。”

要求学生做“大结果”

胡和生秉承老师苏步青的

育人理念，满腔热情、深入细致

地从事各项教学工作。她以严

格要求著称，但在生活、就业、

深造上爱护帮助学生，深受爱

戴。作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

师，胡和生为国家培养出了 40

多位教授。

除参与我国首本引入整体

微分几何内容的大学教材《微

分几何》的编写工作，她还坚持

给高年级本科生讲授微分几何

课程，年逾古稀后还坚持组织

讨论班，亲自指导毕业论文。

王红从 1985 年跟随胡和生

读硕士，至今还记得老师 40 年

前开的课程《微分流形》。胡

和生讲授精彩，为她打开了进

入 几 何 学 领 域 这 个 新 世 界 的

大门，“非常奇妙，像进入仙境

一样”。

正是“着迷”于胡和生在课

上 教 授 的 几 何 空 间 的 各 种 结

构，她决定深入该领域研究。

如今，她是南开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教授，从事非线性控制系

统的几何理论及应用研究。

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嵇庆春心中，胡和生毫无

疑问是位“严师”，常常会直白

地指出学生的错误。胡和生和

丈夫谷超豪一起带学生，但嵇

庆春和其他学生在心里不约而

同达成共识——“谷老师更和

蔼，胡老师更严厉”。

与学术上的严格要求不同，

生活中的胡和生爱生如子。每

个学期，胡先生都请学生到家

中做客或与学生聚餐畅聊。她

还资助学生走出校门在近郊开

展户外活动。嵇庆春读博期间

偶患胃病，胡和生无微不至的

关心让他终生难忘。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上海数学中心主任、数学科学

学 院 教 授 李 骏 在 复 旦 求 学 期

间 ，胡 和 生 是 他 的 硕 士 生 导

师。为了让学生更快与国际接

轨，胡和生特批李骏提前毕业，

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并将他推

荐给了数学家丘成桐。

“胡老师一直强调，我们要

向苏先生学习，要做大结果。”

在李骏看来，大的结果就是要

做大的题目，要培养自己找题

目、找思路、找解决方案的能

力。“她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

并且鼓励我们坚持下去。”

1989年，李骏在哈佛大学获

博士学位。2019 年，李骏全职

回到复旦大学，担任上海数学

中心主任和上海国家应用数学

中心联席主任。“胡老师告诫我

们，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听

说我准备回国时，她高兴得都

快 跳 起 来 了 。 而 我 只 能 默 默

说，我回来晚了。”

学术届神仙眷侣

胡和生一生中还有一段佳

话，那就是她与丈夫谷超豪是

一对神仙眷侣。两人同为苏步

青弟子，后又都成为我国著名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因

数学结缘的他们不仅是生活上

的伴侣，更是学术上的搭档。

两人结婚之初，就商定好过

简单的生活，将时间和精力都

留给科研，还制定了“二保二”

原则，指两人一起持家，在事业

上共同进步。他们住在 12 平米

的房子，请一位钟点工烧饭。

有时，夫妻二人也会为了帮对

方 节 省 时 间 ，互 相 为 对 方 烧

菜。为了挤出外出排队理发的

时间，谷超豪和胡和生还学会

了互相剪发，谷超豪甚至会给

胡和生漂染头发。

“她在生活方面要求极其简

单。”在李大潜记忆中，胡和生

为人朴素，却将整个身心都投

入了科研教育事业，其专一和

热忱令人感动。

在外人眼中，这对夫妻个性

互补、恩爱有加，谷沉稳内敛、

温文尔雅，胡开朗外向、做事麻

利。谷超豪认为，夫妻二人“互

相理解，互相激励，就是最大的

乐 趣 。 当 然 还 可 以 互 相 提 问

题、建议和相互核验”，还曾说

自己是 X，她是 Y，共组了一道

牢固、和谐而充满爱意的二元

一次方程。

自强不止，激励学子

“一座高山”，是胡和生在嵇

庆春心中的形象。而在晚年，

这座高山渐渐化作一潭湖水。

胡和生在医院长期卧病疗

养，最爱与前来探望的学生畅

聊。她关心学生的孩子们读什

么 书 ，还 会 给 出 一 些 育 儿 建

议。那时，嵇庆春感到，胡和生

真正地从一位“师长”转变成了

一位“家长”。

当然，胡和生每次还会关心

学生们在做什么研究，关心微

分几何领域的最新进展。嵇庆

春说：“这是老师在督促我们努

力做研究，也是老师的心愿之

一。”

在李骏看来，从专业发展到

人才引进，胡和生对复旦大学

建设一流的微分几何专业花了

极大心思。“这是她和谷先生一

起带动起来的。”

一直以来，胡和生都希望学

生能接续自己的工作，继续为

复旦数学系的发展贡献力量，

并推进自己在微分几何领域的

研究，将孤立子几何理论发扬

光 大 。 胡 和 生 晚 年 曾 撰 文 写

道：“回顾自己从事数学工作的

历程，我深深地感到，要取得成

就，就必须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就必须不断学习，深入思考，刻

苦钻研，持之以恒。在人生的

道路上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挫折

和困难，这时就需要目光远大，

有勇气面对困难，坚持正确的

方向，化困难为机遇，并以此作

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岁月流逝，时代前进。胡和

生为自己能生活在祖国正在腾

飞，人民生活不断地改善的时代

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能为祖国

的建设事业竭尽绵薄而自豪。

高龄的她仍在思考如何努力保

持朝气，继续发挥自强不息精

神，为数学学科的发展，为青年

优秀人才的成长再贡献力量。

在数学研究的无人之境，胡

和生从未停止攀登的脚步，为

我国微分几何在国际数学界赢

得了崇高地位。斯人远去，她

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的学术精

神，仍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

才俊，勇攀新的学术之巅。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胡和

生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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