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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值此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们结集出版《南开人物

志》第一、二辑，谨以此书献给八十周年校庆。

南开大学创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

力量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私立大学典范。经过八十年的奋斗，特

别是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发展，南开大学办学成就卓

著，声名远播，已成为当代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为我国教育、科学和

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南开事业的成就，南，开精神和传统的

形成，是一代代南开人自强不息、拼搏奋进的结果。南开一向名师

荟萃，学者云集，他们以服众的人格，精深的学识，传道授业，竭诚

奉献；南开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遍布世界各

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秉承“公能”校训，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生

力军。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南开人的杰出代表。

发掘、整理和认识这种传统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为了讴歌先

驱，激励当代，垂范未来，这对于在新世纪继承和发扬南开精神和

传统，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学校决

定，编写《南开人物志》，分集陆续付梓刊世。

《南开人物志》按学校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编辑。历史人物的

入选以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先行者、对南开创建发展有卓越贡献

者、学术精深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物以有

突出贡献的专家、知名教授或毕生献身南开教育并被公认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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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主。第一辑侧重于建国以前；第二辑集中反映建国后17年的

人物。第一辑曾于南开大学75周年校庆时出版，此次重新做了调

整改写。并增补了一些人物传略。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第一、

二辑中未及收入的人物，以后酌情补编。

《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由王文俊主编，梁吉生、宋秋蓉协编。

在这两辑《南开人物志》成书过程中，得到学校和各院、系领导

以及校友、师生的指导、关心、支持和帮助。此外，也吸收了一些书

刊的有关内容。在此，谨致衷心的谢忱。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

有一些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的出版，得到浙江东港集团王云友董

事长的慷慨赞助，谨表深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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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洛荀

邢纯贵

侯洛苟，1901年8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一个贫苦家

庭。他少年时代正是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时的中国

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内战频起，外国侵略者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中国人民生活贫困，体弱多病，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在浙江

省嘉兴县浙江第二中学读书时，侯洛苟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

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强身、强种才能强国。他放学后经常到嘉兴南

湖划赛艇，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中学毕业后，侯洛苟放弃了报考中

文系的机会，毅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1924年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接受张伯苓的聘请到南开学校任体育教员。从1926年起

一直在南开工作。

1937年7月，南开遭El军飞机轰炸前夕，侯洛苟终日忙于抢

救学校设备，置家室妻儿于不顾。1937年11月，侯洛苟在长沙临

时大学任教，并兼任教室宿舍设备委员会委员。南京失守后，Et军

飞机对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师生们已不能安心上课。1938年1

月20日学校决定搬迁昆明。制定了陆、海两路入滇的计划：校本部

女生及年老体弱师生走海路；男生和身体健壮的教师组成“湘黔滇

旅行团”步行去昆明。陆路步行师生336人，其中教频Ⅻ1人，侯洛

苟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2月中旬踏上漫漫征途，他们每人每天

三角钱的伙食费，在风雨泥泞中跋涉，在高山上攀行。有时借住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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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野店，睡在稻草窝中；有时投宿破旧古庙，伴着泥塑偶像入眠，和

庙里存放的棺材为邻；有时与猪、牛同屋。沿途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5月4日开学。西南联大校舍以泥土

为墙，茅草或铁皮为顶。体育设施缺乏，条件很差。学生生活艰苦，

经常躲避日机空袭，跑“警报”，有时不得不在早晨七点上课，但学

校十分重视体育教育，规定体育是必修课，必须学满四年，不足四

年者不能毕业。侯洛苟在联大执教八年期间，克服重重困难，想方

设法坚持体育教学，对学生要求严格，认真负责。每当教授球类技

术时，他不厌其烦地为学生作示范动作。在篮球教学中，他要求学

生每一分钟投12个球。当时学生经济条件很差，上体育课时衣鞋

破烂，有的卷起长裤练长跑，有的用麻绳捆着掉了底的鞋子打篮

球。为了使更多的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侯洛苟利用纪念日、节假日

组织学生去滇池、抚仙湖或杨宗海爬山、游泳，还组成篮球、排球、

足球、棒球等校队进行训练、比赛。他指导学生成立体育协会开展

体育活动，组织运动队参加云南省教育厅举办的各项比赛。在此期

间，侯洛苟被提升为副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三校迁回原址。1946年10月17日，南

开大学在八里台举行复校开学典礼，侯洛苟被聘为体育组主任。复

校后，体育依然同过去一样受到重视。学生每周上三小时体育课；

不得无故缺课，无故缺课满10小时者，由注册课予以警告。四年

中，体育课占12学分，不修满体育不准毕业。体育课以外，还指导

学生组织体育团体，如野猿体育会、铁马体育会、南光体育会等，课

余时间组织学生锻炼身体和体育比赛，很受同学欢迎。为进一步推

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他除经常组织院系排球、篮球、划船等比

赛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举办一次全校规模的运动会，规定同学每

人必须参加特项竞赛，成绩在前四名者，分别予以金牌或银牌作为

纪念。上述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同学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因而奠定了南开重视体育的基础，形成了南开体育教育的特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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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解放时，侯洛苟担任南开大学保安组组长，为保卫学校免遭国民

党反动派破坏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晋升为教授。

侯洛苟除担任南开大学体育教员外，还积极从事社会体育工

作。1930年至解放前夕，他担任了大多数全国运动会的裁判工作。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他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

成员观摩了奥运会并对德国等九个国家进行了考察。

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天津市足球协会主席职务。1960年出任

河北省体委副主任。历任河北省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第三、第四

届政协常委，天津市第三届至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他还是中国民主

促进会成员。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

义。几十年来，他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积极宣传并带头执行党

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主动负责地向党和政府反映群众特别

是教师和体育界的疾苦和要求，诚心诚意地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

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如八里台学校门前的卫津河得以

治理就是侯洛苟等上书市长李瑞环同志的功绩。

他经常用新旧社会的对比和自己亲身经历教育青年教师热爱

党，珍惜新社会，努力工作，为人师表，无愧于南开大学体育教师的

称号。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国人说

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之所以学体育、干体育就是想甩掉东亚病夫的

帽子，但那时的政府不行，光靠个人拼搏无回天之力。只有在共产

党、毛主席领导下解放了中国，体育事业才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

在谁还敢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他对党的感激之情、自豪之感溢于言

表。

侯洛苟作为南开元老之一，谦逊朴实，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对

学校党政领导，对体育教研室历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十分尊重，遇事

共同商量，不擅作主张。学校党政领导和各系各部门的领导以及许

多名流教授不少是侯洛苟的学生。他(她)们对侯洛苟十分尊重、爱

戴；而侯洛苟对他们布置的工作，提出的要求，总是一丝不苟，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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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执行照办。

吴大任20年代在南开读书时，侯洛苟曾是他的体育老师。建

国后，吴大任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成为侯洛苟的直

接领导。吴校长对侯洛苟之尊重，侯洛萄对吴校长之敬服，两人关

系之融洽，情义之深厚，堪称学界之楷模。

一、坚持原则，刚直不阿

在侯洛苟领导下工作过的同仁们都知道，他平时对体育教研

室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很和善。但如果工作马虎不负责任，迟到早

退，玩忽职守，让侯洛苟看到或知道，他绝不轻饶，该说的说，该批

的批，该罚的罚。谁要想找侯洛苟违反原则办点私事，讨个便宜，那

算是走错了“衙门”，找错人了。初建时的南开大学游泳池是当时天

津为数不多的一个，几十年来在他的指导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不管

是谁来游泳必须遵守制度。在制度和规矩面前侯洛苟是铁面无私、

六亲不认的。

30年代天津举办“万国足球赛”。那些以主子自居的外国人不

仅平日里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在足球比赛时也称王称霸。有的还挎

着手枪上场比赛，很多人不敢担任裁判工作，而侯洛苟毅然执法，

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公正准确的裁决，使外国人也不得不赞叹折

服!

“文革”期间是非颠倒，公理不存。在一次工宣队组织的批判会

上，有的人厉声问侯洛苟“某某是不是坏蛋(指被批判者)?”侯洛苟

义正词严地回答：“不是!”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参加会的侯洛苟也

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责令他站在一旁低头弯腰，接着问他是不是坏

蛋?侯洛苟掷地有声地说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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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侯洛苟执教六十余载，为“官”几十年，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1952年调整工资时，一般人都想长一级工资，侯洛苟却上书校领

导说自己工资高，生活好，要求领导给他降一级工资，补给低工资

的同志。侯洛苟上了年纪后主要做体育教研室的行政工作，不再上

课了，他主动提出不领运动服。有个教师刚从国家队回校上课，侯

洛苟主动把自己的运动服送给这位老师穿。有一年发给他的冰鞋

放在办公室里被别人拿走了，他自己掏腰包赔了鞋钱。1976年大

地震时，他已75岁高龄，子女又不在身边。为了防震，他和夫人睡

在住宅外边，当时体育教研室有不少油毡、木板，有的同志要主动

为他搭个防震棚，他执意不肯。有时他请体育教研室的修鞋师傅修

鞋，修好后一定要付钱然后上缴学校。按侯洛苟的身份、资历、声望

以及对南开的贡献，住三间房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侯洛苟考虑到

学校经费困难，住房紧张，他和儿子一家一直挤在两问房内，不肯

向领导申请三间居室，以减少学校的负担。

1990年5月27日侯洛苟不幸仙逝，对后事安：1：-I}他留下遗嘱：

一切从简，不送花圈，不开追悼会，不惊动领导和同事们，不提任何

要求，把骨灰撒到家乡的土地上。

三、工作极端负责，爱护学校荣誉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南开大学体育教师有六七人。体育教师不

仅要带学生出早操、上体育课、指导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还要经常

组织各种球类比赛。夏天组织游泳，冬天组织滑冰，在开洼地里练

长跑。每年还要组织篮、排、足、棒球队外出比赛。在张伯苓校长的

倡导和南开老一辈的体育教师的努力下，重视体育蔚然成风，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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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蓬勃发展。体育成为南开的传统和骄傲，这其中侯洛苟功不可

没!

侯洛苟从1946年执教到1985年退休，一直担任南开体育教

研室主任。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把体育教研室工作当成头等

大事，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每天早晨都要

到操场上看看学生出操的情况，一直到80多岁高龄走路有些吃力

了，还要骑着自行车到操场上转一转，看一看。后来连骑车也困难

了，拄着拐杖也要到操场上去。

几十年来他没请过假，每天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教研室，最后一

个离开。下班后他还要到操场上看看还有没有该收的器材没有收

回来，学生有没有丢下东西，到各屋看看门锁了没有，灯熄了没有，

窗户关了没有。节假日也要到教研室巡视一遍。

“不劳动者不得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是侯洛苟的口

头禅。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几十年来，夏天游泳池的清扫管理、小

修小补，冬天冰场的修整清扫推冰，运动场冰雪、雨水的清理与修

整，教研室的卫生工作等等都是由教师、干部、工人自己动手干。自

己动手，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侯洛苟一生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能修的不丢，能用的不

弃。至今体育部还有一批50年代的冰鞋在服役，不少是补了再补，

修了再修，换了前掌包了后跟。侯洛苟提倡的这种精神、这种作风，

带出的这种传统，是应该长期坚持和发扬的。

侯洛荀对学校体育运动队的组队、教育、管理、训练和比赛成

绩十分重视，经常到训练场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每到比赛前他

都要做动员，鼓干劲，提要求。他经常说：外出比赛一穿上印有“南

开大学”四个字的运动服就是代表着南开上万人，一定要体现出南

开人的风格，赛出南开人的水平。哪个队在天津市或全国比赛中取

得了好成绩，他像年轻人一样高兴。“文革”以前，运动队没有奖金，

不能奖励为校争光的运动员、教练员，侯洛苟就自己出钱犒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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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他还经常给运动员讲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重视体育、重视运

动队建设的事迹，讲南开体育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南开五虎”威震

东南亚的事迹更是侯洛苟用以激励后人的生动教材。对历史上为

南开争光的那些运动员、教练员的人品、风貌、技术特点、比赛风

格、成长过程、重大比赛的情节，侯洛萄如数家珍，常常向教师和运

动员讲述，至今大家还记忆犹新。

四、尊贤任能，信忠纳谏

五六十年代体育教研室人员虽不多，但集中了京津和华北地

区体育教师的一批精华，用侯洛苟的话说就是“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将随众君之后，活到老学到老。”这

既是侯洛苟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写照，也是他真心实意地信任、

尊重、激励下属的肺腑之言。

侯洛荀在工作中从不居功自傲，也不忌贤妒能，而是知人善

任，量才使用，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积极性。工作做好了他高兴表

扬，从不埋没别人的成绩；工作出了问题他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帮

助总结教训，从不诿过于人。做一项工作，决定一件事情，他总是要

听听大家的意见，让大家出出主意，可以七嘴八舌，也可以争得面

红耳赤，即使反对的意见甚至过激的言词，也能耐心地听，虚心考

虑。谁的主意好，办法高就按谁的办。大家都有这种体会，跟侯洛

苟说话办事不必兜圈子，不必有顾虑。在这样的领导者手下干工

作，气顺、心舒、痛快。

古人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

忧。”侯洛苟之所以在我校教职工中、在体育界享有盛誉，受到人们

的尊重与思念，与他关心同志们的疾苦，爱护部下，提携部下有很

大关系。有一位年轻教师工作认真成绩显著，他向学校领导反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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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加薪晋级。一位老师因公病倒，他煮好牛奶亲自端到床前。一位

工人过年时手头有些困难，他解囊相助。一位教师“文革”受磨难，

房屋被抢占，住在跳坑式屋里，大雨之后他蹦着没膝深的水前去探

询。夏天教师们劳动之后，他自己掏钱给大家买冰棍、糖果进行慰

问。

解放前，在第一任校长张伯苓的关心和倡导下，在侯洛苟等体

育教师卓有成效的辛勤耕耘下，南开形成了良好的体育传统。既重

视体育教学、群体工作，又重视运动队建设、运动场地和设备的建

设；既重视运动成绩的优劣，更重视培养优良的体育道德风尚。南

开的足球队、网球队、棒球队，特别是“南开五虎”篮球队都是全国

闻名的。解放后南开体育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体育教学荣获全国百名先进校称号；群众性体育工

作受到国家体委的表彰；运动队训练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学

校称号；特别是女子排球队跻身于全国女排甲级队行列，战胜不少

省市专业运动队。南大女子排球队是目前全国甲级队中唯一的一

支大学生运动队，在全国体育界、教育界引起很大的震动。1990年

应邀访问日本，与日本七所大学队比赛七战七胜，在日本学界产生

强烈的反响，为中国大学生、为南开大学增添了光彩。

南开体育的发展，南开体育的辉煌，与侯洛苟教授的敬业精

神、辛勤耕耘、言传身教密不可分。侯洛苟教授是南开体育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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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任

王 巍

吴大任教授在我国数学界和教育界素享盛名。在建国后的30

余年中，他长期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天津市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他一生坚持真理，

追求进步，治学严谨，学力深厚，淡泊名利，勤勉敬业，为南开大学

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及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大任原籍广东肇庆，1908年出生于天津。考入南开大学后，

最初攻读物理学，1927年我国现代数学奠基人姜立夫先生重返南

开教席，他为姜先生所吸引，很快转到数学系。当时理学院每年仅

设一个奖学金名额，而他独获两次。1930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后

考取清华大学奖学金研究生，但由于家境变迁，未能前往就读，后

到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任助教。1933年，考取首届中英庚款公费留

学生，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

1935年到德国汉堡大学作访问学者，在德国发表了关于积分几何

和椭圆几何的两篇论文，由于具有较高的创造性本可以取得博士

学位，只因作为进修人员手续不完备而未实现。对此，他的指导教

授W·布拉施克异常惋惜。这一时期的学习为他在几何学研究上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任

教。1946年他谢绝几所大学的盛邀，怀着深厚的感情重返哺育他

成长的母校南开大学，从事积分几何、射影几何、非欧空间微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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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功力；在教学上，以逻

辑谨严、语言洗练著称，深受学生的欢迎。

一、在党和国家需要与个人理想之间，他断然选择了前者

吴大任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怀

着拯救国家的热望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当他从国外学成归

来后，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他在四川l大学任教时，目

睹国民党特务横行，学术空气窒息。1945年，校方指使特务学生陷

害三名进步教授，吴大任为此极为愤慨，和其他教授一起要求校方

开除特务学生。他还和其他进步教授联名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反动

政策，并以罢教行动声援全国反独裁、反饥饿运动。回到南开后，在

进步师生影响下，他的正义感更加强烈，爱憎更加鲜明。他继续积

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在代理教务长期间，曾多次保护进步

学生，而当特务学生野蛮殴打进步学生时，他则主张严厉惩处。

1948年，上海交大一名学生因领导学运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党

组织派他到北方建立党的联络站。虽经陈省身教授介绍，其他学校

亦不敢收留，而吴大任却把他留在南开作自己的助教。不仅使这个

学生从事党的工作有了方便条件，而且又在学术上得到了吴大任

的教益。这个学生就是著名数学家、南开大学前副校长胡国定教

授。吴大任追求进步的思想行为，受到地下党组织的重视。在党的

关怀教育下，这位曾经对中国的前途感到迷茫的爱国知识分子，终

于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希望。1951年，吴大任在怀仁堂亲自聆听

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周总理的亲切教诲使他

激动不已，精神无比振奋，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决心把自

己的全部知识才能贡献给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吴大任是中国较早从事积分几何研究的数学家之一。他第一

次把欧氏空间积分几何的基本成果，推广到三维椭圆空间。他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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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关于欧氏平面和空间中的凸体弦幂积分的一系列不等式。正

当吴大任准备在数学研究中一展宏图的时候，党组织要求他出任

建国后南开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1961年又被任命为副校长。这

一事业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将要放弃半生的追求。生命有限，学海

无涯。尽管在数学的海洋尽情地遨游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然而，

吴大任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党和国家及南开大学的事业紧密联

系在一起。他坚信，科学的高校管理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快速发展

的重要环节，对于祖国培养高级人才意义重大。在党和国家需要与

个人理想之间，他断然选择了前者。在此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

作为学校的领导者，以他的智慧、坚韧的意志，克服困难，全心全意

地致力于南开建设，在领导教学、科研的工作实践中，不断研究、总

结高等教育的规律。在他的辛勤努力下，南开大学无论在教学、科

研方面，还是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在培养人才质量方

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他对南开的建树，他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

业做出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多年以后，许多人仍然认为，凭吴大任在数学研究方面的深厚

功力和刻苦精神，如果以往的光阴不被行政管理所占用，他在几何

研究领域可能取得很高的成就。对此，吴大任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境

界。他说：“国民党时代我只能管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对祖国

的未来就像真理必然要胜利一样充满信心。搞管理工作是党的需

要，不是我干就是别人干，党把任务交给我，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干。

如果说我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的话，那么我就终身无憾

了。”

二、他一系列教育主张的精辟正确，一再被实践所证明

吴大任作为数学家、教育家所拥有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以及

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使他对教育管理，对教育工作的诸多问题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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