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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故事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0到1

一台台计算机刷新复旦计算机事业新高度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复旦大学官
方媒体平台开设“红色基
因，赓续百年”专栏，推出
100 集融媒体系列报道
《青年问：百年复旦光荣底
色》，100 天听青年人讲
100 个故事。通过图文、
音频、视频等形式，全方
位、多媒体、立体讲述一代
又一代复旦人听党话、跟
党走的生动故事，展现一
代又一代复旦人前赴后
继、接力奋斗的光辉画卷，
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凝聚起全体
复旦人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①陈望道校长陪同来宾参观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模拟计算机）
②复旦602电子计算机于1960年研制成功 ③复旦大学自行研制的719型电子计算机 ④原党委书记王零

②②①①
③③ ④④

1956年5月25日，中国第一台

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在复旦诞生。

1975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

中最早的计算机系之一——复旦

计算机科学系正式建立。

601、602、719、753……从无到

有，从有到精，一台台计算机刷新

着复旦计算机事业的新高度。

从从00到到11的突破的突破

“1956年，我还是学生，第一次

在复旦看到的计算机，是姚晋先生

设计的601型电子积分机。这台电

子模拟计算机在校内展出时，姚先

生解说，校党委副书记王零在场，

全校师生都去参观，盛况空前。”毕

业于数学系的吴霭成在回忆录中

说道。

她记忆中这台轰动全校、和衣

橱大小相当的601，正是中国第一

台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那一年，

复旦数学系与物理系师生借鉴有

限的苏联造机经验，合作创造了能

解四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的计算机，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

第二天——1956年5月26日

——这台“大家伙”占满了《解放日

报》头版头条。“我国第一架电子

（模拟）计算机制造成功”的消息传

向全国。

如果说601是复旦在春天长

出的头苗，那么计算数学训练班

（下称“计训班”）的成立，一如开闸

泄洪般，标志着复旦计算机事业的

第一波大潮开始奔流。

1958年，上海市委根据“科学

规划”要求，决定在复旦数学系举

办第一届计训班，101名来自复旦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

院的拔尖学子汇聚于此。不少计

算机软硬件领域的元老与顶梁柱，

都是从这个计训班走出来的。

结业后，计训班的大部分学员

被分批派往华东计算所，投入

J-501机的研制。所有人都勒紧裤

带埋头苦干，却不知道J-501机上

究竟在算什么。直到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才得知他们的事

业竟在默默助推“两弹一星”梦，稳

稳起飞。

交叉融合交叉融合 孵化人才孵化人才

1959年，一个全新的计算机研

制项目在复旦酝酿。

当年，计训班中的10人被抽

调到复旦物理学系，加入这一新项

目的研制组。徐研人就是10人之

一，他戏称研制组条件为“三无”：

没有资料、没有专家、没有专业。

“（在这样的条件下，复旦）敢于提

出这个项目就需要足够勇气与创

新精神。”

研制组从零摸索，下决心将机

架中400个部件全部重焊，日夜分

班推进调试工作。

1964年，项目通过了全机检查

与大量实际计算题的考验，宣布成

功。它就是我国第一批真正意义

上的数字电子计算机，也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木架结构计算机——

602电子计算机。

“你们创造了历史和奇迹，你

们的功绩至少可顶上半个苏步

青。”王零对602型给出了极高的

赞誉。

从电子模拟计算机“复旦

601”，到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实

用电子计算机“复旦602”，代号的

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勇攀高峰

的身影。

在 602 组成员谢铭培看来，

“育人”或许才是计训班更大的价

值：“科研不一定要马上出成果，关

键是培养人才。”而在这一项事业

的“功勋簿”上，绕不过一个名字

——王零。

1960年计训班结业，王零把班

上近30%的复旦学生留校，还从苏

步青办的数训班上“挖走”了5人投

入到计算机研制。除计训班外，

1960年在物理学系办起了电子技

术训练班，将一大批计算几何电子

技术、半导体、电子物理方面的人

才留在了复旦。

“他（王零）有两点特别让我难

忘，一是对青年教师的关照与培

养，二是常深夜与研究人员坚守在

一线並帮助解决各种必需的条

件。”计算机科学系原系主任吴立

德说。

602造机时，王零时常半夜到

机房看望徐研人等成员，知道他们

为保证机器散热而经受刺骨寒风

后，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

他在春节前夕想办法给每人送了

两斤鸡蛋以作慰问。

1964年考察东欧各国后，王零

召开了多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青

年骨干教师座谈会，计划每年至少

派一名青年骨干教师去国外留学。

在以王零为代表的校领导推

动之下，在复旦跨学科人才一次又

一次的交叉合作中，一个新的学

科，正在孕育。

承担重大工程计算任务承担重大工程计算任务

1972年12月26日，复旦广播

台停止了平常的中午节目，喇叭里

播放出了一曲《东方红》。曲未终

了，已在校园内引起了一阵阵欢呼

雀跃。这是复旦719计算机联调成

功时的一幕。那首振奋人心的《东

方红》，就是出自这台719。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包括602

等在内的第一代电子管时代计算

机，都已归入淘汰之列，有些老师

的课题需要性能、功能更为先进的

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可上海没

几台这样的计算机，“造出自己的

新一代计算机”成为了复旦的迫切

愿望。

基于电子器件的更新换代进

程，在校领导努力取得上海科委的

支持后，促成了厂（长宁拉手厂）、

校（复旦大学）、所（上海计算中心）

三结合，开启了第三代集成电路计

算机719的造机之路。

复旦科研团队刚刚进厂，上海

计算中心的设计工作已经全面铺

开。尽管采用与原有二代计算机

X-2兼容，但兼容也导致了设计中

出现了“不规范、不标准、不稳定”

的缺陷。为此，复旦给出了一套全

新可靠的设计方案，博得了各方的

认可。

复旦老师为节省经费而全员

自己绘图，到贵州凯里购买磁鼓主

体。一人花一年才能穿完48块大

磁芯板，他们硬是全手工穿完；几

千只到货的集成电路，为了防止次

品影响整台机器，他们一只只测试

……

最终，719计算机研制成功并

批量投产，它性能稳定且速度比同

类机快，不少高校、科研单位、军工

单位纷纷购买，用于承担重大工程

或课题的计算任务，广受赞誉。

数学系出身的吴立德，作为

我国最早一批程序员，曾带领信

息论小组在原有719计算机的基

础上，配套研制了相应的模数输

入设备，加速运算的褶积器等设

备，以及用汇编语言写了相应的

处理程序，解决了石油勘探等国

家 重 大 项 目 中 的 数 据 处 理 问

题。这项成果获得了 1978 年的

全国科学大会奖。吴立德作为

复旦计算机学科人工智能方向

的创始人，1982年发表中国大陆

第一篇人工智能顶尖期刊TPA-

MI论文，其所创建的自然语言处

理实验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自

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研究的

实验室之一。

计算机科学系诞生计算机科学系诞生

曾任复旦计算中心主任的

曹邦伟提到：“1975年，美国的计

算机应用和设计已达到了相当

的水准——IBM370系列与CDC

等大型计算机广泛应用，操作系

统与编译器等软件技术正迅猛

发展。”为满足更多研究团队的

实际需要，自行研制一台大型

（百万次级）通用分时（64人同时

使用）的计算机系统成了“刚

需”，753项目由此诞生。

与此同时，人才的稀缺与分

散，让复旦难以从计算机学科的

角度推动发展。此时，建立一个

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系，既是势

在必行，也是水到渠成。

1975年9月，王零、何永保等

组成筹备组，筹建新系。

何永保至今记得，建系前

夕，王零找到了他，问他系名该

选什么好？何永保回答：“世界

各国有很多种叫法，但我还是建

议叫计算机科学系——要将计

算机看作一门科学。”

1975年10月，复旦计算机科

学系正式建立，是全国高校中最

早成立的计算机系之一，也是复

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系。近

二十载学科交叉融合，终于在此

刻结出了全新的果实。

然而建系当天没有仪式。

各路科研人员汇入理化四楼（今

邯郸校区袁成英楼），快马加鞭

投入到753项目的研发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系内

多番研讨，时任系主任何永保决

定实施“走出去”政策，推荐包括

吴立德在内的系内师生赴国外

学习交流，复旦计算机学科开始

了同国际接轨的新历程……

2008年，学校成立计算机科

学技术学院，2002 年成立的国家

级示范性软件学院及 2011 年成

立的国家保密学院现均依托计

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开展工作。

今年 11 月，复旦“计算机科

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拔尖

计划2.0基地、学生队伍在全国密

码技术竞赛上更是斩获佳绩、软

件学院入选教育部首批特色化

示范性软件学院……

如今，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秉承传统，面向新时期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瞄准国际学科前沿，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继续贡献

“复旦力量”。

来源：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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