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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关荣 

 

 

2020年 3月初，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网站上发表了一则纪念该

校校友夏培肃女士的网志： 

“为了纪念这个周末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我们向读者介绍一位先锋人物、国际

校友夏培肃（1923-2014）。她于 1950 年从电机工程系博士毕业后，领导了中国

第一代通用计算机即 1960年启动的 107型计算机的设计，被誉为‘中国计算机科

学之母’。她也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小组的创立者和极具影响的教育家。” 

爱丁堡大学同时决定，将 James Clerk Maxwell Building 教学楼的一间新的培训教室以

夏培肃命名，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 

 

 

夏培肃（1923 年 7月 28日-2014年 8月 27日） 

 

夏培肃于 1923 年 7月 28日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教育世家。祖父夏风薰原籍四川江津，毕

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夏鸿儒则在江津办学和办实业，母亲黄孝永曾任江津女子小学校长。 

https://baike.baidu.com/pic/%E5%A4%8F%E5%9F%B9%E8%82%83/2155915/0/9e3df8dcd100baa1891503ed4810b912c8fc2eae?fr=lemma&ct=single


夏培肃读了四年半小学便因病辍学，由父母家教。1937 年，14 岁的她直接考入了重庆南

渝中学（现南开中学）的高中部。两年后，她转学到了重庆国立第九中学。 

1937 年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40 年，夏培肃考入了中央大学，

就读于电机系。1945 年她本科毕业后，经推荐免试进入了交通大学重庆分校电信研究所

攻读硕士，师从张钟俊（1915-1995），研究电路张量分析。其间，她爱上了中央大学校

友、物理系的研究生杨立铭。不久，杨立铭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马

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1947 年，夏培肃也来到了爱丁堡大学电机系，与

杨立铭重逢。她继续研究电路基本理论、自动控制系统和非线性常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1950 年，夏培肃以博士论文“电路中的参数振荡和非线性系统的图解分析”获得了博士

学位。之后她留校做博士后，并和在数学物理系当博士后的杨立铭完婚。 

 

 

杨立铭与夏培肃 1945 年在英国 

 

1951年 10 月，夏培肃夫妇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的邀请回国，两人同时到

了清华大学任教。杨立铭到了物理系，夏培肃在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当助理研究员。期

间，她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型模拟计算装置，可以用来求电讯网络的瞬态解和稳态解，以及

求高次代数方程式的根。 

1952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约见了夏培肃等几位相关人员，组织

她们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华罗庚在 1946 年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时，

参观了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的物理实验室，看到了世界第一台

可编程二进制电子计算机 EDVAC（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

华罗庚 1950 年 2月回国后，便积极主张中国发展自己的电子计算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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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初，在华罗庚的领导下，中科院数学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当时

这个科研小组只有三个人：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闵乃大（1911-2002）任组长，掌

控全局，主要研究计算方法和布尔逻辑，夏培肃负责计算机的总体逻辑设计，王传英则着

重于脉冲电路试验和实验室建设。三人中闵乃大的资格最老，他于 1936 年从清华大学电

机工程系毕业后赴德国皇家柏林工业学院留学，1944 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清华大学

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最后于 1958年折回德国定居至去世。王传英（1929-）最年

轻，他 195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4 年由钱三强安排转向去研究原子能，从此离

开了计算机领域。之后他到过苏联留学，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副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局局长，核电部科委副主任，以及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两

位同事先后离开了课题组，夏培肃则留了下来，并为中国电子计算机事业发展奉献了余生。 

 

 

1953 年，国内没有任何关于电子计算机原理的书籍，他们三人只能从英文期刊中去找参

考文献。夏培肃回忆说：“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那时候连实验室都没有。”经过半年

的调研和讨论，他们三人提出了研制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初步设想和技术路

线：规模与 EDVAC相当，但采用示波管存储器，不模仿 EDVAC计算机去使用延迟线存储器。 

1954 年，夏培肃从清华正式调到了中科院数学所工作，被聘为副研究员。她继续对那台

计算机进行研制和改进，其间编写了我国第一本计算机专业讲义《电子计算机原理》。当

时，示波管存储器的研制由吴几康（1918-2002）负责，而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则由夏

培肃负责。吴几康是从丹麦留学归来的计算机专家，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技术科学教学部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1956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夏培肃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负责其中“计算机技

术的建立”这一项目的计划拟定工作。 

同年，中科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华罗庚亲自组织了计算机训练班和计算数学训练班，

每期一至两年，第一期就接收了 142位学员。夏培肃负责计算机训练班的主要课程，并给



计算数学班讲授计算机原理。后来，计算数学训练班出了三个院士：高庆狮、沈绪榜、董

韫美。 

1950 年代初期，苏联开始援助中国发展科学技术。1956 年，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规划，将

电子计算机选定为中国国防建设四大关键科学技术领域之一。当时国内在计算机技术领域

方面几乎一片空白，因此中国政府派遣了几个科学考察团出访苏联。夏培肃作为访问莫斯

科和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成员，认真地学习和观摩了苏联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产和

教育模式。回国后，她将苏联有关计算机设计的俄语文献翻译成中文，包括一份上千页的

使用指南，为后来中国学生学习先进计算机技术提供了一份比较标准完整的教材。可是到

了 1956 年后期，有关部门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简单地向苏联购买计算机图纸和资料，直

接仿造电子计算机，叫停了夏培肃正在顺利开展的自行研发计算机的工作。 

然而，事与愿违。1956 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问题上出

现了严重分歧，两党关系迅速恶化。从 1957 年开始，苏联陆续地从中国撤走各种技术专

家和工程师。 

1958 年，上级指示让夏培肃恢复原来的计算机研制工作。同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

夏培肃在中科院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和中科大先后开设了计算机科学课程，还在中科大创建

了计算机专业。 

1959年，夏培肃团队分别以苏 M-3和苏 BESM-II型计算机为模板成功地复制出两台苏式计

算机，命名为 103型机和 104型机。 

1960 年，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关系达到了冰点。这一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全

部专家，带走了全部资料和设备，封锁了全部工程技术。 

但就在这一年，夏培肃研制成功了 107型计算机。那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通用数

字电子计算机，实现了零的突破，在中国计算机科学发展史上是个里程碑。夏培肃的主要

贡献是完成了对计算机的总体功能设计、逻辑设计、工程设计、部分电路设计以及调试方

案设计，并参与电路测试和部件及整机调试。特别是，她把示波管存储器改为了当时最先

进的磁芯存储器。 

107型计算机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调试成功后，全国只造了两台，其中一台交给了在

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为了避免技术泄露和敌人破坏，中科大还专门为它成立

了一个保卫处。结合 107 型计算机，夏培肃编写了计算机原理和程序设计的讲义，作为中

科大计算机、力学、自动化、地球物理等专业的教材。107型计算机除了为教学科研服务

之外，还接受了一些外单位的计算任务，包括潮汐预报计算、原子反应堆射线能量分布计

算、原子核结构理论中的矩阵特征值及特征向量计算，等等。之后，这台计算机被复制并

安装在多家高等院校和计算机技术培训机构中。 

夏培肃回忆说：“那一段时间，我简直太着迷了，太喜欢计算机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

计算机。” 



不过，夏培肃也说，“我做出 107 的时候是 1960 年，那时在国际上像我这种类型的机器

是很简单的机器。我当时做的，就是按照国际上能够做出来的，就是冯·诺伊曼最初做的

那种机器，就是当年华罗庚看到的机器。那种类似的机器，1949 年英国做出来了，1951

年美国做出来了。我们是 1960年做出来的，比他们相差了差不多 10年。很可惜，我们在

中间停顿了好几年。" 

1960年 6月，全国第一次计算机学术交流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夏培肃作了关于 107

计算机的设计方案和研制经验的大会报告。 

之后，夏培肃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提升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探索高性能计算机技术，并负

责研制成功了多台高性能计算机。期间，她有效地解决了大型计算机运行中的稳定性和高

速信号传输时出现的波形畸变问题。她对此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析和大量实验，提出

全机特性阻抗匹配的概念、导线不分支原则、分布式地网等思想。此项研究成果为国内多

个研制大型高速计算机的单位所采用。 

1968 年，夏培肃提出了最大时间差流水线原理，大大提高了流水线计算机的时钟频率，

能够使用较慢的电路去实现只有高速电路才能实现的高速计算机。其基本原理是让电路系

统的工作速度不再由系统关键路径来决定，而是由各条数据传输路径的最大延迟时差来决

定，即如果将系统中的各条数据路径的延迟尽可能地调节成一样也就是“同步”的话，就

有可能获得很高的系统工作频率，甚至有可能使系统的工作速度接近加工技术所能提供的

物理极限速度。 

时值文化大革命，夏培肃因“里通外国”等罪名受到隔离审查。她幸得时任中国科学院党

组书记张劲夫（1914-2015）保护，免于一难。但据说因为保护知识分子的举措，张劲夫

自己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 

文革结束后，1977 年夏培肃主编了《英汉计算机辞典》，后来于 1984 年由人民邮电出版

社正式出版，并被香港三联书店影印。该辞典主要阐明计算技术术语的基本定义和含义，

内容包括计算机的理论、硬件、软件和应用，并包括各种系列机、巨型机、微型机、外围

设备、计算机网络、数据通信、数据库、软件工程、操作系统、磁记录技术、信息存储技

术、计算机元件和工艺、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图像处理以及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词条。

该书于 1988 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此外，她还担任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

书》的副主编。 

1978 年，夏培肃创办了《计算机学报》并任主编。该刊物由中国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

中国计算机学会共同主办。 

1981年，夏培肃主持研制的高速阵列处理机 150-AP获得成功。她提出总体功能设计、逻

辑设计和工程设计一体化的设计思想，使运算速度显著提高。该计算机的最高运算速度为

每秒接近 2000万次，而当时的苏式 104型机只运行 1万次。 

1980-90 年代，夏培肃着重研究分布式计算机和并行式计算机，先后负责 GF-10 功能分布

式阵列处理机系列和 BJ 并行计算机系列的研制。之后，她多次以书面的形式向领导部门



建议中国开展高性能处理器芯片的设计，并建议国家大力支持通用 CPU 芯片及其产业的发

展，以避免日后受制于人。期间，夏培肃提出基于反图拓扑的可伸缩高速互连网络，并在

国内外获得了 3项专利。 

1985 年，夏培肃作为中国科学院对英国皇家学会的互访教授，到过英国多所大学讲学。

Heriot-Watt 大学为了表彰她对计算机技术的贡献，在隆重纪念蒸汽机发明者 Watt（瓦

特）命名 100 周年的日子，授予夏培肃荣誉博士学位。 

1986年，夏培肃创办了英文学报《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担

任主编。该刊物也是由中国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学会共同主办。 

1991 年，夏培肃和丈夫杨立铭一起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杨立铭时

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后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他于 2003年 1月 12日因脑瘤去世，享年

84岁。 

1993年，《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夏培肃任副主编。 

2000年前后，年事已高的夏培肃逐渐淡出了科研工作第一线。 

2011年，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把首届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夏培肃院士。 

2014年 8月 27日，夏培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91岁。2014年 9月 2日上午，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为她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中国计算机协会在 2014 年开始设立了“夏培肃奖”，表彰“在计算机科学、工程、教育

和工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和成就的女科学家和工程师”。 

 

 

年轻时的夏培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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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话，夏培肃夫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小时候不幸意外掉进房后下水道淹死。两人后

来有了二儿子杨跃年，是个计算机专家，而小儿子杨跃民则是个物理学家。 

夏培肃从 1963年开始培养研究生，一共带出了 60多名，其中有两名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奖和三人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学生群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他曾

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系主任和计算机与控制学院院长，以及工程院院士韩承德，他是计算机体系首席科

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此外，夏培肃欣喜地回忆说，还有“江姐的

儿子也到我们那儿去学习计算机。我觉得他非常亲切，就是那种感觉。”江姐（江竹筠，

1920-1949）的儿子叫彭云（1946-），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了美国，在密歇根

Wayne State University 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定居美国，为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夏培肃终生严谨治学、认真教学。她说：“每一个人都是下一代人的人梯。合格的人梯一

定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愿望和决心。”她一向认为，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承的：“你不做

计算机就不知道教书怎么才能教得好。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问题。光按书本照本宣科那是

没有用的。” 

她的学生唐志敏院士回忆说：“夏老师给我们印象至深的还有‘恬淡自如、优雅生活’。

她也这样要求我。她很愿意提携后进，给年轻人更大的舞台，但仍希望年轻人多花时间在

学术上，尤其不要为行政事务分心。” 

夏培肃向来对媒体关于她们夫妇不厌其烦的渲染颇为抗拒，说：“我们都不希望炒得太热，

就希望安静一点。...有很多人来采访什么的，我们都不愿意。介绍他们去找别人吧。” 

 

 

夏培肃常说：“做人做到什么境界，做学问才能做到什么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