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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研究的一支中坚力量，培养了大量优秀的

数学人才，是众多数学学子向往的地方，在学术

上成就显著，有我国数学学科第一个国家基金委

创新群体，若干方向在我国有突出的地位和世界

影响，为我国的数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大岳教

授强调，北师大和北大都源于京师大学堂，同根

同源．在100年发展历程中的，两个院系相互支

持，共同成长．多位北大数学毕业生执教于北师

大，多位北师大数学系毕业生在北大做出了重要

贡献．祝愿两所学校数学同行在今后的征途上携

手共进，再创辉煌．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教授发言．他说，

西北师大和北师大同根同源、同气连枝．从京师

大学堂师范馆，到国立北师大，到国立西北联大

师院，再到国立西北师院，都是同一所学校．抗

战胜利后，经过复校运动，变成了两所大学，一

所是北师大，另一所就是西北师大．国立西北师

院是北师大在20世纪40年代身体力行的西部大

开发，是对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贡献．他对

北师大给予西北师大长年坚持的对口支援，特别

是众多北师大数学学者对西北师大数学专业建设

的支持和帮助，所映射出的两校不可割舍的兄弟

情谊表示感谢．

国外校友代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冠名讲座

教授、《The Annals of Statistics》主编李润泽教

授，综合大学校友代表、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

数学科学系主任肖杰教授，高师院校代表、华东

师大数学系主任谈胜利教授，中学校友代表，北

京建华实验学校李金初校长、学院教师代表王凤

雨教授，在校学生代表赵文楠同学分别表达了对

北师大数学学科创建百年的祝福和未来发展的

期望．

下午在京师学堂召开了高校特邀嘉宾：外地

高院数学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为数学的学科建

设献言献策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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