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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故事

“留苏档案见证百年复兴路图片巡回展”复旦站开展

讲述谷超豪、金重远留苏报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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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洛夫斯基院士（右）祝贺博士生
谷超豪答辩成功

金重远先生

“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

统，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

斗的道路上！”2017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

生的回信里这样写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中国留学生赴苏俄留学

100周年，由市委统战部、市教卫

工作党委、市欧美同学会联合主

办，上海市 9 所高校联合承办的

“恰同学少年——留苏档案见证

百年复兴路图片巡回展”复旦站

于12月8日起开展，一张张图片、

一份份历史资料的呈现，留苏学

生踊跃归国、投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热血场景立体呈现在

师生面前，步履之间，走过的是

一段峥嵘岁月。

而其中一同展出的还有由

学校档案馆、图书馆、数学科学

学院、历史学系等部门提供的谷

超豪、金重远等留苏复旦人的珍

贵实物档案更让师生们驻足流

连。

莫斯科大学的莫斯科大学的
第一位中国博士第一位中国博士

“这张照片我从小看到大，

印象很深，直到最近才感到它

的份量是那么重。”在展览现场

一张黑白照片前，笑面盈盈的

谷晓明停下脚步感慨道。

这张谷晓明口中“稀松平

常”的照片里正是他的父亲、著

名数学家谷超豪和当年莫斯科

大学校长彼得洛夫斯基的合影。

时光倒流至上世纪50年代，

在国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和国内“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

背景下，一大批留学人员远赴苏

联学习，像种子一样撒向苏联广

袤的土地，奋力生长，为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积蓄力量。

“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毛泽东曾这样对谷超豪的恩师

苏 步 青 说 。 在 苏 步 青 的 推 荐

下，1956 年，30 岁的副教授谷超

豪，前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开启

了为期3年的留苏生涯。

妹妹谷月卿还记得，在谷超

豪出发那天，他穿得“又脏又

乱”，但谷超豪只说：“我忙得不

得了，等开车了我再换衣服”，在

那时候，凡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均由国家提供必须的生活用品，

每人一套西装和棉大衣。但谷

超豪还是忙得顾不上打扮，就这

样踏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奔向

更远的、未知的北方……

谷超豪回忆留苏的岁月“处

处是温暖与友谊”，莫斯科大学

的俄文教师、系里的工作人员、

同一教研组的同事，从生活、学

习到文化体育活动，都无微不

至地关怀着中国的留学生。这

也 让 他 能 更 专 注 于 自 己 的 研

究，像老师苏步青叮嘱的那样，

在无限连续变换拟群理论上有

所突破，并跨入到偏微分方程

的研究中。

在当时，莫斯科大学有着更

为 良 好 的 科 研 条 件 和 学 术 氛

围，谷超豪希望趁着这个千载

难逢的机会学习更多知识，掌

握最新的方法。他辗转于两个

讨论班上，每天工作 11 到 12 个

小时，甚至在妻子胡和生前来

探亲之际，这对伉俪也是双双

扎进图书馆里，体味着数学的

“浪漫”，他们在英文、俄文原版

学术专著里废寝忘食，还抓住

机会和微分几何学家 H.K.拉舍

夫斯基教授进行学术长谈。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谷超豪

的钻研下，他不断地得出新的

成果，每隔两三周做一次学术

报告，深得同行们的赞赏，还写

出好几篇论文公开发表在苏联

和国内的杂志上。

1958 年 6 月，拉舍夫斯基教

授认为谷超豪这一年的科研成

果已经到达了“博士水平”，建

议他向学校提出申请，参加博

士学位答辩。到了第二年 2 月，

菲尼可夫、拉普切夫等几位老

师也提出建议，希望谷超豪能

申请莫斯科大学的博士学位。

由于苏联的博士论文工作

量很大，需要花费的时间长、难

度大，不少学者往往是白发苍

苍才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当时

全苏联各专业拥有博士学位的

人也是屈指可数。而年纪轻轻

的谷超豪 29 票全票通过了论文

答辩，被授予物理—数学科学

博士学位，他也是第一个在莫

斯科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且被

授予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这份 29 票全票通过的答辩

决 议 书 复 印 件 在 展 览 现 场 展

出。2011 年起，在另一位留俄

复旦人刘军梅（现任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帮助下，学

校档案馆先后数次与俄罗斯驻

上海领事馆、莫斯科大学等机

构联系，搜寻到了谷超豪在莫

斯 科 大 学 期 间 的 完 整 学 籍 档

案，这段历史也由档案馆原馆

长周桂发在现场生动讲述。

留苏生涯在谷超豪的人生

道 路 上 书 写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页，回国后，谷超豪没有继续微

分几何的探索，他敏锐地看到

了尖端科技发展对数学提出的

新要求与高要求，选择了对国

家科学事业发展更有利的偏微

分方程学科，希望培养年轻人

进入这一新的数学领域，建立

起复旦大学偏微分方程学派，

成 为 中 国 偏 微 分 方 程 的 重 镇

……

““怎么会有如此怎么会有如此
刻苦用功的学生刻苦用功的学生！”！”

当谷超豪在莫斯科学习偏

微分方程时，金重远也在苏联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城 市 列 宁 格 勒

（今圣彼得堡）奋斗着。

1952 年 10 月，金重远考入

复旦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

学专业，实际上，金重远的个人

兴趣更偏向中国语言文学和英

国语言文学，俄文只是他的第

三志愿，但由于俄文人才非常

缺乏，金重远最终响应国家需

求，开始了俄文的学习。

在专业里，由于出色的外语

功底和优异成绩，1954 年 7 月，

经中央编译局选派，金重远赴

苏 联 列 宁 格 勒 大 学 历 史 系 学

习，以学习先进文化理论知识，

建设先进富强的新中国。

在列宁格勒大学的第一年，

金重远日日夜夜苦学俄语，经

过一年的勤奋学习，他从最初

的云里雾里，慢慢到在课上能

听懂、记笔记，还能阅读一些俄

文的课外书籍。此后，金重远

又深深地被法国史迷住，于是

法语成为了他主动迎难而上的

第二门语言挑战。

金重远参加了一个专为中

国学生开设的法语学习班，不

久后，学习班中的其他同学纷

纷离去，最后只剩下金重远“孤

家寡人”，不离不弃那迷人的法

语。苏联教师对他的学习精神

表示赞许，破例地采用一对一

的教学方法，在一学年中帮助

他修完全部教学大纲。到了三

年级，金重远开始学马克思的

《资本论》，又用了整整两个学

年 ，把 力 量 扑 在 德 文 的 学 习

上。在俄罗斯零下几十度的寒

冬中，金重远天不亮就起床，啃

几口列巴就开始一天的苦读，

直到子夜时分才休息，几年如

一日从不间断。对此，他的俄

罗斯导师都不禁感叹：“上帝

呀！怎么会有如此刻苦用功的

学生！”而他自己则学海无涯苦

作舟，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在五年级期间，金重远又自

学习了西班牙语……正是这样

的不懈努力让他日后成为了深

谙俄、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的

史学大家。

历史学的研究讲究客观公

正、重视史实，在列宁格勒大学

切身感受苏联的生活也为他之

后做俄罗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

留苏期间，他和苏联同学们

亲密无间，深深感受到了异国

他乡的温暖关怀，他也充分利

用了这个学习机会：国家补助

津贴从不用来改善伙食、体验

生活，而全被用来购买、复印大

量书籍资料。在金重远哲嗣金

松的眼中，父亲几乎一生都保

持着这样朴素的生活方式，“他

过着完全落后于时代的物质生

活，尽管物质上是贫乏的，但是

他的精神是富裕的。”

1959年，金重远获列宁格勒

大学欧美史专业优秀文凭，同

年，他回到复旦历史系任教，除

此之外，金重远还在国政系、新

闻系、外文系开课，他力求学生

听得懂，于是，“做个好老师，上

好每堂课”就成了他在复旦 50

年任教生涯中时时刻刻的自我

要求。

学生张国伟在展览现场回

忆起他的精彩课堂，印象最深

的是他没有教材、没有课件，从

来只带一支粉笔，口袋里只放

着几张小卡片，“我们都很惊讶

于他的知识储备，每节课都能

给我们带来惊喜”，在他眼中，

金重远是“百科全书”一样的存

在。

凭借自己在留苏生涯中打

下的外语基础以及对苏联社会

生活掌握的第一手经验，后来

的岁月里，金重远在世界近现

代史、法国史、史学理论诸多领

域做出了独创性贡献，为我国

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尽

管 他 评 价 自 己 是“A common

teacher，只 不 过 做 到 了 勤 勤 恳

恳工作，坚守岗位，对任何事情

都不马虎”，其实，这位世界史

研究领域“大咖”所作出的贡

献，远远要比他自己认为的要

多得多。

2004 年 5 月 12 日，金重远

荣获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

署命令授予的“圣彼得堡三百

周年荣誉勋章”及证书。对他

来说，那是来自“第二故乡”的

赞誉，那片土地不仅塑造了他

的学养，留学期间的生活习惯

也在后来的岁月里与他如影随

形，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

印记，“父亲留苏时随身带的皮

夹子之后都一直在用，几乎伴

随了他的后半生……”展览现

场，金松向大家介绍道。

文/项天鸽 高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