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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是我这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我是 1964 年从北京

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工作的，那时程先生是数学系副主任和党总支副书记。我那时是

半脱产，一半时间给学生上数学分析习题课，一半时间做年级政治辅导员，所以一直

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程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程先生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两项政治帽子，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斗争，但那时他给我的印

象是他非常坦然镇定。文革结束后程先生得到了平反，恢复工作后，他好像过去什么

许忠勤

程民德院士（1917-1998）

程民德与中国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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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没有发生，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程先生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品质，数学

系的老师提起来没有不佩服、没有不敬仰的。

1986 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我国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研究经费开

始有了保障。当时程先生担任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也是中国数学会的副理事长，同

时也受聘为自然科学基金委数学学科的专家评审组组长。他担任学科评审组组长后，

同北大校长丁石孙教授一起联名写信推荐我到基金委工作，担任数学学科主任，此后

十多年我一直在程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工作，同程先生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得以经常

目睹先生的风采、聆听先生的教导，本文我就说一点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感受。

提出“率先赶上”，筹建“天元基金”

程民德和陈省身、吴文俊、胡国定四位老先生是“中国数学要在二十一世纪率先赶上

世界先进水平”的提出者，是数学天元基金的创始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刚成立不久，基金评审工作非常困难，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

经费太少，在第一年国家对基金委的财政拨款仅 8000 万人民币，分到数学后不到 80
万，一个自由申请项目得到的经费也就 3000 元左右 ；二是学科老化，当时数学界人们

研究的课题国外早就没有人做了，而在国际数学界比较活跃的问题国内却很少甚至无

人问津 ；三是队伍老化，数学学科承担重点项目的数学家的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占了近

80%。

这种情况下基金项目很难评。记得 1987 年那次评审会，就很难开下去，一位评

委提出 ：“这个会没法开。建议不要评了，还不如熬一锅粥，大家都能喝一口，不至于

少数人吃干饭，多数人一口粥都喝不上，饿死。”不少评委同意这个意见。此时评审组

组长程民德院士立刻站起来发言，他说：“现在困难是很多，但会还得开，而且要开好，

只是我们这些人今后不仅要来开会，把评审的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努力，

争取国家对数学多一些支持，来改变目前这种困难局面。”会后，程先生立即与胡国定

从左至右 ：陈省身、吴文俊、程民德、胡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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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胡当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数学研

究所副所长）一起去找基金委主任唐敖庆院士，谈数学学科的困难和问题，希望委领

导考虑为数学增加一些经费。同时程先生还亲自给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院士写信，

希望科委也能给数学拨一些经费，解决眼前一些困难。

正巧的是，当时我刚从北京理工大学叶其孝教授那里得到一个陈省身先生同《美

国之音》的一位记者谈话的录音带，在这个录音中，陈先生讲“中国数学大有希望，

如果说二十世纪世界的数学中心在欧洲，后来到了美国，那么到二十一世纪，世界数

学中心将转移到亚洲，到中国”。当时《美国之音》的记者不理解，问陈先生 ：“您这

样讲的根据是什么？”陈先生说 ：“你问我要根据，那么，我告诉你，你可以去调查一

下美国最好的十所大学的数学系，了解一下这些数学系读博士的研究生的情况，在这

些数学系的博士生中，学的最好的前十名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中国人，这些年轻人了

不得，将来学成后，他们中许多人将成为数学各分支领域的带头人，那个时候他们回

到自己的国家，把中国的数学就带上去了，中国将成为一个数学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成为一个数学大国。”

我拿着这个录音带，立即向程先生和胡先生汇报，他们听后都非常高兴。程先生

说 ：“陈省身先生这个讲话太好了，应该让基金委的领导听一听，这对争取国家对数学

的支持会有很大的帮助。”胡先生立刻把录音带拿到委里，向唐敖庆主任报告，基金委

领导听了陈先生的谈话录音都很兴奋，当即决定派胡兆森、胡国定两位副主任亲自到

南开拜访正在那里的陈先生，当面向他请教 ：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数学大国”。在

听了陈省身先生的建议后，又立即决定请我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程民德、谷超

豪、王元、冯康、杨乐等发起和组织召开“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的大型学术会

议。在 1988 年 8 月 21 日的开幕式上，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程民德院士作了“群策群力，

中国数学要在二十一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主题报告，把“率先赶上”的伟

大目标提到了全国数学界的面前。

作者在南开大学陈省身先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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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赶上”的提出得到出席大会的中央领导李铁映的热情支持和高度赞扬。他说：

“前一阵我经常听到发牢骚，你们数学家不发牢骚，还给自己提出这么高的目标，真是

太让人感动了。”他形象地把陈先生提出的数学大国比喻为“陈省身猜想”，表示他本

人愿意向中央反映，要求我们抓紧写出报告。报告写出后程、吴、胡三位先生连夜修改，

第二天交给了李铁映，他立即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做了汇报。很快李总理做出批

示，要求由财政部拨出专款，设立数学专项基金（即后来称为数学天元基金），支持数

学家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为使“率先赶上”这个崇高的事业能很好地实施，

李铁映还特别指出“这个专项基金由数学家来支配”。基金委领导也非常重视如何用好

管好天元基金的问题，胡国定先生在传达基金委的精神时说 ：“天元基金的任务不仅仅

是评审基金，更重要的是要抓大事，如规划中国数学的发展，组织和协调中国数学界

的重大学术活动，抓好影响中国数学发展的全局性和关键性的问题，为此要成立一个

权威性很强的学术领导小组，来领导和指挥这一切。”

不久，基金委选定吴文俊、程民德、胡国定、谷超豪、王元、杨乐、冯康、齐民友、

邓东皋、堵丁柱、李克正等 11 位专家组成第一届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并指定程民

德先生作组长，胡国定先生和堵丁柱教授作副组长，还聘请陈省身先生当顾问。数学

界普遍认为，数学大国和率先赶上的提出，展望会议的召开以及天元基金的设立是上

个世纪中国数学界的三件大事，这三件事对中国数学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规划数学发展，重视人才培养

程民德先生和陈省身、吴文俊、胡国定是中国数学发展的总设计师和杰出领导人

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碰头会上，陈先生讲 ：“现在大话已经说

出去了，下面就看我们怎么做了，光说不干那就是空话了。”程先生讲 ：“是啊，现在

领导在看我们，数学界也在看我们，怎么率先赶上应有一个规划，要有一套切实的措

施和办法。”经过多次议论和开会，程、吴、胡、陈四位先生和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

从左至右 ：姜礼尚、姜伯驹、钱克仁、程民德、谷超豪 1991 年于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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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共识。程先生归纳大家的意见指出 ：“看来实现率先赶上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

准备阶段，用十年左右时间，争取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有较大改善，能与国际

接轨；第二步用二十年时间赶上日本，在亚洲领先；第三步再用三十年时间，赶上美国，

使中国数学在世界领先。”程先生还说 ：“现在关键是第一步要走好，准备阶段的事情

要办好。”经过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会议热烈讨论，大家认为第一步准备阶段要做好

三件事，第一要继续争取国家对数学的支持，不断改善数学研究的条件 ；第二要抓好

学科建设，使中国数学尽快与世界接轨 ；第三要大力抓好队伍建设，特别要加强对青

年人才的支持和培养。大家认为这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抓好了，就能保证第一步与世

界接轨任务的完成。

为改善数学研究的条件，首先要做的还是继续为数学学科增加经费。数学学科虽

然有了天元基金，虽然增加了 100 万元 / 年，但还远远不够。程、吴、胡三位先生为

此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例如，程先生为让财政部增加天元基金的经费，

一个月内两赴中南海同国务院秘书三局尹志良局长沟通。记得第二次约好上午九时半

到，但尹局长临时被总理找去谈工作，程先生和我在他办公室待了三个多小时尹局长

才回来。同他谈完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下午三点半程先生还要主持一个国际会议，

所以他中午饭都未吃，就直接回北大主持会议了。还有一次为向科技部争取 50 万元经

费给数学家配计算机，程先生一周内三次给科技部高科技司写信。后来宋健部长知道

此事后专门作出批示 ：“我们为何为这一点小钱，让咱们的老科学家忧心如焚？”在那

段时间，程先生、吴先生、胡先生还多次给基金委的领导打电话，希望能为数学再适

当增加一些经费。由于几位老先生的不懈努力，从 1992 年到 1998 年，数学学科和天

部分由天元基金资助出版的数学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