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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样人生，松柏精神 

——纪念茆诗松教授 

 

茆诗松老师 1936 年出生于安

徽省巢县，1954年参加高考，带着

对理工科的热爱进入华东师范大

学数学系学习。1958 年，茆老师毕

业后留在数学系工作，进入数学分

析教研室，开启了事业的旅程。 

 

欣然领命，结缘统计学 

在茆老师留校工作之初，数学系并未安排他上课，而是希望他与其他几位年

轻老师一同探索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茆老师欣然领命，一

头扎进了概率论的学习。虽然系里委派留美归国的统计学博士魏宗舒先生为大家

上课，但讲授的是抽样方法和保险统计，因而实际上是没有老师指导学习概率论

的，只能靠几位年轻人自学。他们组建了讨论班，共同研读苏联学者格涅坚科所

著的中译版《概率论教程》。茆老师曾描述那一段经历：“像天书一样难啊！我

们几个年轻人经常为了一个题目争论得面红耳赤！” 1960年，数学系成立概率论

教研室，茆老师成为教研室首批教师。就这样，茆老师“闯”入了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的天地，虽举步维艰，但执着坚守了六十余载。至耄耋之年，茆老师虽长期

被病痛折磨，但“一提起统计学，他便神采奕奕、滔滔不绝！统计学就是他的命！”

茆老师的夫人感慨到。 

 

三次留学，求索统计学 

1959 年下半年，囿于国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学习条件，学校决定派茆老

师赴苏联进修。大约在 1960 年初，茆老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预备部学习俄

语。一年多后，因中苏关系紧张，留学暂无着落，茆老师结束了俄语学习，回到

学校担任助教，等待留学通知。幸运的是，苏联尚接纳数学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

茆老师得以于 1961 年 9 月赴苏联学习。临行前，他先到北京，拿着国家发放的

图 1 儿时与在华东师大求学时的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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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元“制装费”，兴致勃勃地置办了一身行头。随后，他与其他几十位留学生

经蒙古抵达莫斯科。 

国家安排给茆老师的任务是学习概率论的一个分支——信息论

（information theory），主要研究通信中的数学问题。于是，茆老师进入莫斯

科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在达布罗辛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信息论。在苏联

期间，茆老师先是阅读美国概率论学家威廉•费勒所著的《概率论及其应用》，待

将书中的题目全部做完，他感觉开始慢慢懂得概率论了。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后，

导师给了一个研究问题，茆老师思索了很长时间，终于在一天夜里突然想通了关

键之处，立即起身写出来。论文“对称无记忆信道传输信息中错误概率的渐近估

计”（俄文）发表在1965年第1期《概率论及其应用》（苏联杂志）中，这是茆老

师的第一篇论文。用茆老师的话讲，这是他向祖国的一种汇报。1963年7月，留

学期限已到，茆老师从苏联回到祖国。在近两年的留学中，茆老师完整地接受了

概率论的系统教育，并且有机会阅读被翻译成俄文的其他国家专业书籍，这些为

他今后的数理统计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12月至1986年3月，茆老师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威斯康星麦迪逊

分校作访问学者。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时，茆老师与吴建福教授一起研究试验

设计。学校为访问学者配备了计算机，茆老师与同为访问学者的马逢时老师结伴，

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办公室中，为了研究的问题不停地计算。通常是算出一部

分结果后，他们立即查看、思索，然后修改程序并继续算，整个过程反反复复，

异常辛苦。1991年10月至1992年3月，茆老师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再次与吴

建福教授合作研究。这些访学经历使得茆老师在试验设计等方面的科研水平得到

了很大提升。 

 

为国之需，推广应用统计学 

1963 年 7 月，从苏联留学归国后，茆老师回到了母校。他非常强烈地希望

将所学的信息论知识运用到诸如密码通讯等方面。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得

知后，带着茆老师拜访了上海一些单位，寻求合作研究，但因信息编码保密性強，

茆老师没有机会施展拳脚，应用信息论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1965年春，茆老师带领1965届学生到洛阳轴承研究所，基于轴承寿命实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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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轴承随机缺陷和寿命分布估计方法。这是茆老师较早时期开展的统计学

应用工作。也许正是从那时起，茆老师体会到了应用统计学为社会服务的乐趣。

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能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资料中，理出个头绪，进而总结出

规律，那种成就感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大约自1975年，茆老师开展了更多可靠

性方法的推广应用工作。他和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参与

了四机部（后来改名为电子工业部）牵头的产品可靠

性标准制定。他们先是合作完成了《寿命试验和加速

寿命试验数据处理方法标准》（为国家标准GB/T 

2689-1981的基础），获四机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同时

获国防科工委重大技术改进成果二等奖。之后，针对

彩色电视机寿命试验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考虑到

企业拥有长期积累的试验数据，茆老师

提出采用贝叶斯方法，形成了《彩色接

收器寿命试验贝叶斯方法》（为国家标准

GB/T 9382-1988的基础），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茆老师参与

的《正态分布区间估计系数表》获得航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文革期间，茆老师曾到工厂里劳动。他一边干着体力劳动，一边思考如何以

所学为国家服务。当时，他正好看到日本学者田口玄一所著的《试验设计》，于

是想到可以把试验设计方法用到工厂中，以减少试验次数、提高试验效率。自

1972 年起，茆老师与教研室的老师们一边学习正交试验方法，一边主动到工厂

推广应用。茆老师首先来到上海橡胶厂，希望协助优化橡胶配方试验。厂长虽同

意先由茆老师为工程师们讲解正交试验方法，但最后却表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方

法，不敢用。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但茆老师并未放弃，继续联系其他橡胶厂，

一次又一次地去厂里沟通交流，明确表示完全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旨在提高产品

质量、增加效益。茆老师的诚意终于得到了接纳，他和老师们经过现场调研和实

验之后，成功指导工厂解决了橡胶配方的优化问题。之后，茆老师和教研室的老

师们继续奔走联络各类工厂和研究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老师们悉心指导下，

上海第三制药厂、上海钢铁研究所、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上海橡胶二厂、上海

农药厂、量具刃具厂、七宝酒厂和多家化工厂等，陆续开始应用正交设计方法，

图 2 1989 年茆老师参加航空航天技术成果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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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功解决了诸如抗菌素新菌株的选择与确定新工艺参数、合金钢与玻璃膨胀系

数的匹配、军用橡胶件的配方等问题。 

茆老师还积极推动与产业界深层次的交流。1988至 1993年，老师们与工厂

的工程师每三周的周日在魏宗舒先生家中开展“统计应用研讨班”，主要讨论工

厂人员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样本量的确定），也会介绍一些新兴的统计学方

法。这个研讨班在工程师与教师之间架设了桥梁，起到了沟通和促进统计应用的

作用。回忆起这些经历，茆老师曾感慨：“搞数理统计不能闭门造车，只有真正

应用到生产实践领域，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让数理统计真正在中国生根。”  

茆老师和教研室的老师们也积极为政府部门及相关单位提供支持。例如，

1979 年老师们承担了上海商品检验检疫局委托课题，研究小麦抽样检验质量鉴

定问题。老师们还曾参与上海市气象局的台风路径预报等工作，为华东电管局、

上海化工局、冶金局和机电局等单位的员工讲授统计学方法。 

 

茆老师推广应用统计学成绩突出，得到了各界肯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授予

茆老师“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1993 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技

术监督局、上海市质量管理协会联合授予“上海市优秀质量管理推进者”（1999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授予“国家质量管理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 年），中国

质量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届“中国杰出质量人”评选中授予“中国优秀质量

人”称号（2005年），上海市质量协会授予“上海白玉兰质量贡献奖”（2007年），

上海市质量协会授予“上海市质量管理功臣”荣誉称号（2012年）。在茆老师的

图 3 1980 年为华东电管局员工举办可靠性理论学习班，前排左起第 8 位是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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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下，我校数理统计系获得了上海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先进单位（1999年）。 

茆老师还积极参与各部门、单位和学术组织的工作，促进统计学推广应用。

他被教育部聘为《十五年（1986—2000 年）科技发展规划》教育部数学规划组

成员（1983年），被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聘为第四届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

会顾问（2001年），被上海期货交易所聘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学术指导专家（2003

年），被上海质量科学研究院聘为终身研究员（2005 年）。茆老师担任了第三、

第六届中国概率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质量协会副会长（1993-2008 年），上

海市质量技术应用统计学会理事长（1997-2009 年）等。 

 

创建数理统计本科专业和数理统计系，推动统计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内高校的统计学专业大部分仍依循政府统计体系，将统

计学视为社会学科，数据全部按政府系统自下而上层层上报和汇总。茆老师感到，

这种统计专业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了。与此同时，西方各类统计学方法不

断被提出和完善，大大促进了西方的工业、农业、军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

方面，到 1980 年，我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已有教授 1 名，副教授 2 名，

讲师 9名，助教 5名。教研室除培养研究生外，还为有关部门举办了各种类型的

短训班。教研室先后为工厂和研究所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在推广应用统计学方

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教研室还出版了一些数理统计方面的书籍，编写了

一些教材。在此基础上，魏宗舒先生和茆老师等认为我校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立数

理统计专业的条件。 

在此背景下，茆老师联合其他几位老师，向数学系和学校提出设置数理统计

专业的想法，得到数学系系主任和校长的支持。1980年 12月，学校向教育部提

交了《关于我校数学系增设“数理统计专业”的报告》。但是在报告送至教育部

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毫无声息，期间我校多次去教育部问询，得到的答复是：这（数

理统计专业）是非师范专业，你们应努力办好师范专业。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还

有余力，多为国家办新专业，为国家多培养一些急需人才，希望考虑教师的积极

性。最后，教育部要求学校等消息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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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统计协会的代表们受邀参加国际统计学会年会，认识到了中

国统计与西方统计的巨大差距，认为中国统计要改革。1983 年教育部科技司征

询国际上新兴学科发展情况，魏宗舒、茆诗松、周纪芗、吕乃刚等四位教师向教

育部科技司递交了报告《“数理统计”情况的调查报告》，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

分批设立数理统计专业和数理统计系，并在全国出版数理统计杂志。该报告被科

技司编印为《对科技规划的建议（第 0006号）》散发到教育部各司局参阅。这份

报告为上下沟通认识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在我校设置数理统计专业作了舆论准

备。 

以上事件使教育部认为在高校设置数理

统计专业的时机成熟了，故在 1983年 7月决

定在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置数

理统计专业，并即刻招生。实际上，南开大

学的数理统计专业与国家统计局共建，复旦

大学的数理统计专业与上海市统计局共建，

都有专项建设经费支持；唯有我校的数理统

图 4 1980 年我校向教育部申报设立数理统计专业 

图 5 1987 年首届数理统计专业本科生毕业，前排左

起第 10 位是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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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专业没有共建单位，也无任何校外经费支持，完全是老师们开辟的新天地，其

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当年 9 月，我校招收首届数理统计专业本科生共 43 人。建

立数理统计专业后，如何培养数理统计人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1984 年，应教

育部高教一司邀请，茆老师参加座谈，提出了发展数理统计教育的建议。 

 

 

数理统计专业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

矛盾就是成果的评价问题。数学传统的

评价主要标准是演绎推理，难度愈大水

平愈高。统计不仅要看演绎推理能力，

还要看归纳推理能力，更要看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两种评价标准在教师升等

考核中经常会发生碰撞。为了避免此种

碰撞，使数理统计专业能健康发展，教

研室的老师们提出将数理统计从数学

系分离出来，独立成系，直属校部领

导。校领导和数学系领导表示非常支

持。1984 年 12 月 29 日，我校数理统

计系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数理统计系。恰逢茆老师在美国访学，系主任暂

缺，于是学校任命副系主任周纪芗主持工作，1986 年茆老师回国后被任命为第

一届系主任。从数学系中独立出来建立数理统计系，这一举措在我国数学界产生

了积极影响。 

除培养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数理统计系还举办了助教进修班和暑期师范

院校教师培训班。此外，上海市经济委员会质量处与当时的数学系合作，自 1982

年起开办了四届两年制全脱产的数理统计职工专修班，学员经过成人高考入学，

图 7  1984 年《数理统计与管理》报道：华东师范大学

数理统计系成立 

图 6 1984 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印发茆老师等提出的发展数理统计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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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回原单位，成为企业质量管理的骨干。2002年 9月至 2004年 7月，我校

与上海质量科学研究院合作举办在职人员

“现代统计质量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

完两年课程后有部分学员完成论文，通过硕

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在魏宗舒先生

和茆老师等带领下，数理统计系的人才培养

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师资力量薄弱，

教师们的工作相当繁重，茆老师作为带头人，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相当之多。茆老师潜心

育人，获得了上海市育才奖（1997 年）、宝

钢优秀教师奖（2001年）等。 

 

在茆老师的带领下，全系教师齐心协力，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同时也努力推

进科研工作，在随机过程、多元分析、可靠性统计、应用统计等方向取得了卓越

的学术成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87 年，我校数理统计被国家教育部确定

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著书创刊，传播统计学 

对于著书立作，茆老师一直情有独钟，这背后其实有着一份情怀，“我刚接

触概率论的时候，苦于没有书读。我在国内读了两年，到苏联读了两年，才基本

搞懂概率论。我觉得不能让中国的青年再走这条曲折路，所以我要把自己对概率

论和数理统计的了解和认识告诉中国年轻人，让他们在短时期内，花半年到一年

图 9 1984 年首届数理统计职工专修班师生合影，前排左

起第 11 位是茆老师 

图 10 1986 级助教进修班师生合影，前排左起第 6 位

是茆老师 

图8 1981年与安庆师范学院联合举办师范院校教

师暑期进修班，前排左起第 6位是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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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夫就能够掌握这门学科的基础。”  

1963 年，茆老师从苏联回来后，在数学系开设了概率论课程。当时概率论

教材奇缺，只有一本翻译教材《概率论教程》，由于起点较高，不适宜作为本科

教材。茆诗松为了使教材结合中国实际，把在苏联学习时看到的有趣例子编写进

教材，加上自已的体会，边教学边自编，编一段就送给魏宗舒审阅修改，然后再

给学生使用。茆老师还特意在书中留了空白，让学生写体会。这本教材并未出版，

仅作为教学之用。 

教育部于 1984 年在杭州召开数理统计教学座谈会，着重指出，组织国内专

家编写和出版一套数理统计教材是当务之急，并委托茆老师负责此事。茆老师首

先梳理了教材编写体系，认为国外的教材难度较高、理论性太强，直接引进或翻

译国外教材并不合理。于是，茆老师邀请各高校专家合作编写了一套“数理统计

丛书”，根据老师们教学的情况来设计教材，同时也参考国外教材，并且用通俗

化的语言表达统计学方法原理及其应用。从 1986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八本教材：

数理统计（茆诗松、王静龙）、随机过程导论（何声武）、回归分析（周纪芗）、

试验设计（王万中）、非参数统计（陈希孺、柴根象）、实用多元统计分析（方开

泰）、时间序列分析（安鸿志）、基本统计方法教程（傅权、胡蓓华）。这套教材

出版后受到高校欢迎，解决了应急之需。 

1994 年，茆老师卸任系主任之后，更加倾力投入教材与译著编写工作。茆

老师参与编著出版的教材不仅数量多（高达 30余本），而且质量高，这些教材被

广大读者誉为“茆书”。茆诗松、程依明和濮晓龙共同编著的《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教程》于 2004 年出版，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本科生教材之一，入选国家级规

划教材和国家精品教材，第一版获得 2007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第三版获得 2021年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我国教材领域最高奖）。茆诗松、

王静龙和濮晓龙共同编著的研究生教材《高等数理统计》，是全国非常有影响力

的研究生专业教材之一，为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被教育部统计学学科评

议组推荐为统计学经典著作，获 2001 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茆诗松和

周纪芗共同编著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获 2001 年国家统计局优秀统计教材奖

和 2002 年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茆诗松和王静龙共同编著的《数理统计》

获1995年国家统计局优秀教材奖和 2001年上海市优秀教材奖。茆诗松所著的《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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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斯统计》，以及周纪芗和茆诗松共同编著的《质量管理统计方法》均获 2001

年国家统计局优秀统计教材奖。 

2001 年，我国建立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时年65岁的茆老

师又忙碌起来，积极参与相关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参与出版了《全国质量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用书》（分为初级和中级）和《六西格玛核心教程黑带读本》

等，并参与翻译《注册可靠性工程师手册》。针对工程师学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的需求，按照强化应用的想法，茆老师和周纪芗老师共同编著了《工程统计学》，

于2018年出版，时年茆老师82岁。 

 

 

 

 

在 1980 年向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我校数学

系增设“数理统计专业”的报告》中，魏宗舒

先生和茆老师等就已提议创办数理统计方面的

学术刊物。1982 年，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一届

年会召开，会议决定创办《应用概率统计》，由

中国概率论统计学会负责主编，华东师大筹办

编辑部。校长袁运开表示大力支持，为编辑部

设置了一个专职编制，且编辑部的运作经费由

我校支持。此外，办学术刊物在经济上是亏本的，每年约亏两万元。袁校长表示

杂志发行后的亏损经费可由我校支付一半，另一半则请学会设法解决。但是，由

于学会方面的资金来源无法按时汇达，编辑部不得不在上海各组织寻找资助。为

此，茆老师花了不少精力，四处寻求资助。其间上海翻译出版公司资助四年，上

海质量协会资助三年，上海的一个公司也资助了两万元，以后又收取版面费，就

这样杂志度过了难关。直到华东师大出版社有了盈余后，对这本杂志全额资助，

才解除了后顾之忧。 

 

图 11 茆老师参与编著的部分教材。《工程统计学》于 2018 年出版，时年茆老师 82 岁 

图 12 1985 年《应用概率统计》创刊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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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998 年统计系部分教师合影，后排左起第 5

位是茆老师 

时间都去哪儿了？ 

投身教育六十余载，从统计学门外汉成

长为知名数理统计学家，从一名青年教师

到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时间都去哪儿

了？茆老师在一次采访中，轻抚着一张张

代表“桃李满天下”的毕业留影，动情

地说：“我的时间都在这儿！” 

2006年，茆老师赴闵行校区与本科生

座谈。座谈会后，学生们向茆老师敬献了

书法作品“诗样人生，松柏精神”——丰

盈多姿、大爱无疆，茆老师的时间总是这

样与年轻学子相遇。如今，茆老师已驾鹤

西去，他的时间定格在2023年1月16日14

点01分；他的时间也将继续在一代代统计

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中流淌延续…… 

 

图 13 1986 届硕士生毕业留影，前排左起第 2 位是茆老师 

图 15 2018 年华东师大统计校友联谊会成立，统计学院部分

退休教师合影，前排左起第 3位是茆老师 

图 16 2006 年茆老师赴闵行校区与本科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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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光阴荏苒，带不走我们对茆老师的敬爱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