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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关

·

西北大学学报史料选载
·

世纪 年代的学报与数学研究

亢 小 玉
,

陈捻文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

陕西 西安

摘要 通过对 至 年 间《西 北 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所载论文的研究
,

理清了 世纪

年代 西 北 大学数学研究的基本线索
。

认为杨永芳的点集拓扑研究
、

刘 亦街的橄分几何研究
、

刘书琴

的 复 变 函数研究
,

代表 了 年代西 北 大学数学最主要的研究方 向
,

并认为这些成就代表 了整个西

北地 区数学研 究的水平
,

而《西 北 大学学报 》亦成为 当时西北地 区最高的学术论坛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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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的学报简况

年 月 日
,

《西北 大学学 报 自然科学

版
,

以下简称学报 复刊
,

定为季刊
,

当年共出两期
,

月 出版第 期
。

其稿约 中说明 “ 学报为学术性刊

物
,

专载校 内有关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
。

校外稿件亦

所欢迎
’

, 〕。

学报 由西北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编辑
,

西北大学 出版
,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 印刷
,

西安市邮

局总发行
,

全国各地邮局订购
,

全国各大中城市新华

书店代售
。

学报内容包括有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

学
、

地理学
、

地质学等
。

学报复刊号 年第 期刊载的数学论文有

杨 永芳 的 重解析运算及其基底表现 》刘亦衍 的

《芬氏空 间的共形变换 》刘书琴 的《单叶函数的某些

问题 》胡希正 的《 雅科勃逊密定理 的一个附记 》

王 戍 堂 的《解 析集第 二分离原则 逆定理 的推广 》和

《论托尔斯托夫的有界变分 函数 》张书选
、

边培勤
、

王焕章的《单叶函数系数的估计 》侯 明书的《单叶 函

数 的偏差定理及系数模之差 张玉麟 的《单叶 函数

系数模之差的估计 》蒋传章
、

杜思虎的《对称单叶函

数 的开始多项式 的单叶半径 》陈直 的《九章算术著

作 的年代 》等 篇数学论 文
,

第 期共载 篇论

文
,

数学论文 占 左右
。

年 月 出版的第

期学报上刊载的数学论文有 刘书琴的《一族单叶函

数 王 元
、

任建华 的《论 尤 拉 函数 抓 的一 些 性

质 张棣 的《
,

型徽 分方程式 的极 限环线

栗 延龄 的《 重解析运算结果 的几何解释 》边培勤

的《对称单叶 函数系数序列 相互增 高 的牵制 》侯 明

书的《关于 一族单叶函数的讨论 》和《单叶 函数相邻

两 系数模之差 》蒋传章的《凸形 函数 的开始多项式

的单叶半径 》等 篇数学论文
。

年的学报共 出 期
,

第 期数学论文较集

中
,

有 篇
,

其余各期多 以地学或生物学 为主
,

数学

论文仅有一二篇
。

第 期有 刘书琴的《对称单叶函

数的系数 丁春华的《论 曲线的全曲率 胡希正

的《线代数学中一个定理的明显证 明 》王戍堂的《关

于致密性 的一个定理 》和《抽象空 间的两个定理 》侯

明书的《单叶函数的系数 》, 孔庆新的《常曲率空间中

的爱 因斯坦空 间 一级 杨景 明的《有界单叶函数

的偏差定理 》
。

第 期有邓祟云 的《另一类型 的序数

方程 》和王 国俊的《什菲尔定理的推广 》
。

第 期有数

学 系预应力基地调查研究组 的《任意定双 曲度薄壳

设计 中一组偏微分方程 》和数学 系西北第六棉纺织

厂 调 查研 究 小 组 的《关 于 国 营西 北 第六 棉纺 织 厂

优级纱 的控制 》等
。

收稿 日期
一 一

若金项 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 目
一

中国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辑学研究荃金
一

资助项 目

作者简介 亢小玉
一 ,

女
,

陕西汉 中人
,

西北大学编辑
,

从事中国科技期刊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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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 亢小玉 等 世纪 年代的学报 与数学研究 一 一

年的 期学报
,

第
, ,

期均为生物学或

地学专辑
,

仅第 期有数学系调查研究小组 和西北

水利科学研究所 的《具有水平排水层 的梯型断面土

渡槽 的渗流 问题 》曾令侯 的《最小二乘平 差计算方

案 》丁 春华 的《关 于 正 规 卵形 线 的一 些 定 理 》等
。

年 月学报暂时停刊
。

数学论文显示的研究方向

世纪 年代这 期学报 的数学成果 中
,

尤

以杨永芳
、

刘亦沂
、

刘书琴 位先生为代表
。

年代

初
,

西北大学数学系在国家提 出“

高等学校既是教学

机构
,

又是科研 中心
’‘

的指示下
,

决定 以杨永芳
、

刘亦

琦
、

刘 书琴 位教授为专业方 向带头人
,

创建点集拓

扑
、

微分几何
、

复变函数的几何理论科研基地
。

学校

为 位教授配备 了助手
,

并招收硕士研究生
。

杨永芳 一 是 国内外一位德高望重的

数学教育家
,

从 年起
,

长期担任西北大学数学

系教授兼系主任
、

校务委员会委员
,

曾任陕西省数学

学会理事长
、

西安市数学会主席等
。

他通 晓 日
、

英
、

法
、

意
、

德
、

俄等多国语言
,

译著有 《集与函数的泛论

初 阶 》上
、

下册
、

《广义 函数 》
、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

用 》等
。

在教学中
,

他经常采用外文经典教材作为参

考
,

或 以最新学术论文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讲

座
,

引导学生进人科研前沿阵地
。

他长期从事实变函

数论
、

集合论
、

点集拓扑
、

广义 函数和泛 函分析等的

教学和研究
。

在学报复刊号上发表的论文《 重解析

运算及其基底表现 》中
,

运用归 纳法
,

推广 了苏联学

者坎托洛维赤与李汉孙 于 年提 出的关 于点集

的解析运 算
,

以及 奥禅 年提 出的重 复解 析运

算
、

年提出的利用康妥不连续集表示解析运算

基底 的方法
,

得到 重解析运算及其基底的表现法
。

他先介绍一般 的具有基底 的解析运算
,

后推得三

重
、

四重解析运算的基底
,

进而推得 重解析运算及

其基底表现
。

他对弟子们精心选择和栽培
,

在学报

年第 期即有所体现
,

王戍堂的两篇论文就是

杨永芳慧眼识珠的结果
。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
,

王戍堂

在教学 和 科研 上 很 快 就 成 为数 学 系 的骨 干 教 师
。

年
,

王 戍 堂 在 波 兰 年 第

卷 杂志上发表 了成名作“ , 一 ” ,

在 国际上第一个提 出
“ , 一

度量化定理 ” ,

引起强 烈

反响
。

该文即得力于杨永芳的建议
、

指导
、

修改和推

荐
。

刘亦听 一 为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
,

曾任中国数学会西安分会常务理事
。

他编写的讲义

和教材有《微分几何 》
、

《黎曼空间几何学及其推广 》
、

《联络几何学 》等
,

译著有《远东数学之国际化与产业

革 命 》
、

《一次代数学 》
、

《线性代数学 》
、

《微分几何 》
、

《塑性论 》
、

《有限变位弹性论变 形几何学 》
、

《工程力

学 系统 》
、

《平 面弹性论 》
、

《粘性流体理论 》
、

《可压缩

流体理论 》等
。

他的研究重点是几何学
,

特别是现代

微分几何学
,

其 中尤 以 空 间形成 的联络
、

变换
、

安装

个 问题为重 中之重
,

这在刘亦晰所撰写 的学术论

文及指导学生写 的毕业论文 中有充分 的体现
,

而这

也正是 年代微分几何研究领域 中最活跃 的 个

分支
。

学报 年复刊号上的《芬 氏空 间的共形变

换 》一文
,

是刘亦琦先生 的代表作
。

该文的讨论重点

在
‘

℃ 的欧氏联络芬氏空 间 ”上
,

文章引证 了“
几

个 基 本 量 的变换 式 ”作 为预备 知识 后
,

仿 照 丫

的方法求出了适应于芬 氏空 间的一种共形

联络系数
,

同理又得到两个共形不等式 接着分别讨

论 了共形导数与共形微分
、

挠率张量与曲率张量的

变换及共形 曲率张量
、

共形 欧 氏的与共形 明氏 的芬

氏空间等基本问题
,

并加 以推广
。

届 的马家骚
、

陈文福
、

李泰基等都是刘亦琦指导 的黎曼 函数专门

讨论班 的学生
,

他们
“

关于李奇空 间
”

等 篇论文 曾

被 推荐在 年 召 开 的 “
全 国微 分几何 学 术讨论

会 ”上交流
。

刘书琴 一
,

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
,

我

国几何函数论专家和数学教育家
。

曾任陕西省数学

会理事长兼学术 委员会主任
、

陕西省数学会名誉理

事
。

世纪初
,

他开始步入数学领域
,

是复分析在我

国早期 的传播者
,

也是几何 函数论研究在 国内的开

拓者之一
。

他在几何 函数论方面进行 了系统而深人

的研究
,

发表学术论文 余篇
,

出版有《范氏高等代

数学 》
、

《复变 函数论 》
、

《单叶函数 》等专著
、

译著
、

教

材多部
,

由他领导 的西北大学几何 函数论课题组 的

研究工作在国内外也有较大影响
。

学报 年复刊

号上 的《单叶 函数的某些问题 》
,

第 期上 的《一族单

叶 函数 》
、

年第 期的《对称单叶 函数的系数 》

等
,

均为刘书琴 年代的代表作
。

他系统深入地对

单 叶 函数的各类性质进行 了研究
。

年
,

刘 书琴

在西北大学建立起继复旦大学陈建功教授后我 国几

何 函数论 的又一个研究基地
。

他一方面组织数学分

析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成立讨论班
,

学习苏联著名

数学家戈鲁金 的经典著作《复变 函数几何

理论 另一方面
,

在
,

届学生 中开设单 叶

函数专门化课程
,

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

学生在他 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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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下
,

很 快 取 得 了 一 批 可 喜 的科 研 成 果
,

这 些 在 加 了一倍
,

质量也有较大提高
” 。 “

我校数学 系提 出

一 年 间的学报 中可 以 反 映 出来
。

这期 间
,

篇论文
,

是全校提 出论文最多的一 系
。

其 中大部

学报共登载其学生张书选
、

侯明书
、

张玉麟
、

蒋传章
、

分 论 文 都 是 青 年 教 师 在 老 教 师 热 心 指 导 下 写 成

边 培勤
、

杨景 明等有关单叶 函数 的论文 篇
。

的
”闭

。

届 的孔庆新也是黎曼几何专门化班 的

年
,

这些成果得到了 中国数学会的表彭
,

有文字报道 学生
,

他在刘亦衍教授指导下撰写的毕业论文《常曲

指 出
“

⋯⋯如西北大学
,

过去一 直被认为是数学力 率空间中的爱因斯坦空间 一级 在学报 年第

量薄弱的
,

今年这个学校里 的四年级学生
,

在教授指 期刊出后
,

被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所著的《现代微分

导下写作的毕业论文
,

也包含 了一些新的结果
,

其中 几何学 》一 书给予评介
“
最后

,

要叙述 中国数学家在

某些 如系数估计
、

开始多项式 的单 叶半径等 与复 最近几年来关于安装问题 的研究成果
” 。 “

孔庆新按

旦大学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结果相同
’

, 〕。

照 阿联朵弗 的类似方法求 出 了一 个爱 因斯坦空 间
,

能够安装在常曲率空 间 。 ,

中的充要条件
’

心 〕。

结 论 又 据《十 年 来 的 中 国 科 学 —数 学 一

》一 书 中提供的材料
,

在微分几何
、

函数论
、

拓

年代 的西北大学数学 系的科研工作 方兴未 扑学
、

微分方程
、

数论
、

代数学等领域评介 了西北 大

艾
,

从 年开始
,

数学系每年招 收新生 人左右 学数学系的研究成果
,

包括刘亦琦
、

刘书琴
、

杨永芳
、

年以前每年仅五六人
。

在几位资深老教授的 王戍堂
、

张棣
、

任建华
、

边培勤
、

张书选
、

侯 明书
、

杨景

呼吁下
,

通过各种渠道订阅外文 图书资料
,

西大数学 明
、

蒋传章
、

杜恩虎等共 人次
。

这些在《西北大学

系资料室在 年代 中期 的藏书量
,

已 在全国综合大 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一 年 间发表 的论文 中

学 中名列前茅
,

为教学科研创造 了必要 的条件
。

都有充分地反映
。

各种学术研讨班蔚然成风
,

每个教

年
,

为 了响应党 中央制定 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 师都参加一个或几个讨论班
,

有些讨论班还跨系跨

划 一 》的号召
,

刘亦寿 与刘 书琴在 校
,

形成 了 良好的科研环境
,

并借助学报这一学术论

级学生 中分别开设 了“
黎曼几何

”
与

“
单叶函数 ”两个 坛

,

将研究成果公诸于世
,

与学界保持交流
。

专 门讨 论班
,

杨 永芳 与纪 珑相 继 在 级增 开 了 参考文献
“ 函数论 ”与

“

微 分方程
”
两个专 门化讨论 班

,

位德 编者 西北 大学学报稿约 〔〕西北 大学学报
, ,

高望重的学者带领一批朝气蓬勃的高年级学生 向科 封底

学 高峰攀登
。

年后
,

据《西北大学校刊 》 年 〔幻 中国数学会 从数学会全 国论文宜读大会看今 日的中国

月号《我校举行第二届科学讨论会 》一文的报道
“

我 数学 〔 〕光明 日报
, 一 一

校于 月 日至 日举行 了第二届科学讨论会
,

〔习 程民德
·

中国现代数学家传 第 一 卷 〔 〕南京 江

这 次科学讨论会 以 系别和政治课教研组 为单位
,

共 苏教 育出版社
, · 一 一 , 一

山
, 。 ,

, 人 、 , 二 。 十 肪 , 。 ,

‘ 、 。二 编 辑 徐象平提 出 篇论文
,

数量 比去年第一 次科学讨论会增
、

用 科
’小 冬

一 , 产

一 , 一

, ‘ ,

,

, 娘
一

一 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