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世纪后的相聚——纪念数学系 1957 届毕业 50 年 

 

2007 年 9 月 15 日，1957 届学生于毕业 50 年后回到母校，这是一次激动人

心的久别重逢，是一次难得的聚会。郝炳新先生说得好：“一晃 50 年，半个世

纪就过去了。当年我们以最大胆的设想也不会想到能有现在的聚会。今天我们都

进入古稀之年，成了老爷爷、老奶奶，可是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大家欢聚一

堂，叙不完的师生情、同学情。参加聚会的还有校党委书记、院长、书记、当年

的系领导、老师们近百人。 

  老校友，张家口市原副市长，会议主持人高启明说：“回到当年生活过、学

习过的母校，非常激动。又想到当年陈垣校长作过的鼓舞人心的报告，想到自己

的老师们，傅种孙先生、赵慈庚先生、钟善基等老先生们，他们诲人不倦、循循

善诱、风趣幽默、逻辑严谨的教育，把我们引进了数学科学的殿堂。是北师大的

校风培养了我们的品格，是老先生的教育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功底。我们这批同

学在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受到好评。可以说，我们无

愧于学校对我们的培养，无愧于先生们的教育。再一次感谢先生们。今天回到母

校，校领导、院领导、老师们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母校对我们的关

怀，心中倍加温暖。”他的讲话表达了 1957 届校友们的心声。 

 

 



校党委书记刘川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非常高兴见到我们这些老教师。

校友是我们的财富，学校规定，为了加强校友会工作，校友 50 年聚会时校领导

一定要亲临。今天见到你们特别兴奋，因为你们是 1957 年新中国培养的较早的

一批教师。你们的贡献是载入史册的。无论你们到了哪里，都在为教育事业作基

础铺垫。没有教育就没有国家的未来。一年多以来温总理两次来我校，特别重视

师范教育，他说‘师范教育可以兴邦，北师大应该培养出堪为人师的教育家。做

老师要有爱心，要有知识。’‘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师范教育是最基

础的工作。’他对我们学校寄予了厚望。我们百年老校有百年底蕴、百年风范。

过去一直培养师范生，现在要建成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世界知名的大学。

希望校友和母校心连心，共同为建设北师大而努力奋斗！母校不会忘记从这里走

出去的校友，会牵挂你们，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母校办的，我们会尽力而为。”

院党委书记李仲来教授回顾了历史，介绍了数学科学学院的现状，还回忆了本届

毕业生李艾青老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及所受到的还有其他老师的专业教育。

从他的讲话中体现了我院一代代传承着她的文化与德行。院长保继光教授向老校

友汇报了我们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最新，数学被评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数学师

资力量在全国排名第三。他再一次强调这些成绩标志着数学科学学院的强大，走

到今天是一代代教师、学生们、校友们的努力结果。 

  原甲班同学王淑媛是内蒙师大附中的特级教师，她回忆起当年毕业时，从北

京拉去了整整一车皮的毕业生，她说：“当时那里还很荒凉，经过几十年的艰苦

奋斗，我们这些数学系的学生在教育岗位上都是顶呱呱的人。我们北师大的毕业

生在内蒙古名声非常好，在学生、家长心目中让人敬重。感谢我们的老师，教给

我们知识，还让我们学到了怎么做人，尤其是学到了怎么做一个称职的教师。” 

原乙班同学黄汉光原是归国华侨，他非常动情地说：“50 年前的老师们，以你

们的知识、思想像母亲一样点点滴滴地浇灌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懂得了怎样做

人，做什么样的人。同时懂得了应该怎样当好人民的教师，为国家、为人民培养

栋梁之才。当年就是抱着这样的愿望从事了教育事业，在最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

国家需要我们，从没有后悔过。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是我们没有让母校

失望，我们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点滴的贡献，都归于母校的培养。” 以国

家需要为己任是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原丙班的同学，景山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广东省教育学院原副院长苏式冬说：“回顾 50 年的经历、70 多年的人生百感交

集，我们的童年是在抗日烽火中度过的，在我们成长学习时遇上了解放的好时光，

在高中、在大学我们好好念书了，特别是在北师大的 4年里，为我们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学习的基础、做人的基础，特别是帮我们立下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

志向。在学校时有老师的教育，出了校门数学系还是我们的后盾，仍然得到丁尔

陞、孙瑞清等老师们的具体指导。我们的成长是离不开社会的，在北师大时赶上



了‘向科学进军’的大好形势，认真地读书了。毕业后是在反右风暴中起步的，

而立之年遭遇‘文革’痛苦挣扎了十年，不惑之年才赶上改革开放。50 年在艰

苦奋斗中取得了好成绩。曲折的人生，说明我们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学

习的精神。” 积极向上是他们最突出的特点。谢文泉戴着‘右派’ 的帽子走上

了工作岗位，50 年中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仍然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绩。他们

的特点还有永不服输。 

 

郝炳新先生是他们的老师，他说：“这个年级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回忆，1953

年你们入校后是在北校的工棚里上的课，后来搬到现在的新校物理楼上课，数学

楼建成后搬到数学楼来，记得吗？你们上课的教室最多。我印象很深，那是我第

一次教高等代数，张禾瑞先生选了托洛夫斯基的书，虽然内容深但水平高，张先

生是有远见的。那时第一次试行口试也是在你们年级，面谈后当场给成绩。有的

人高兴，有的人就不太高兴。”老先生回忆起当年的细节仍然那么清晰。郝先生

早已经退休了但一提起他著的《高等代数》，数学系的学生没有不熟悉他的名字

的。这个知识的传承一下就是 50 年，我们有多少知识和思想品德的传承不是近

百年的呢。我们后人承载着这些宝贵的文化责任更重，更要努力。 

  古来稀的老校友们以他们青春时的热情抒发着他们当年的理想，艰苦奋斗、

百折不挠的创业过程。他们饮水思源，以他们真的心、纯的情表达着对母校、对

老师们的眷恋和热爱。看着他们以 70 多岁的身形像孩童似的围在老先生们身边，

谁不为他们感到幸福呢！祝愿他们永远快乐、健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