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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英

(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0640)

关肇直院士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科学家,是位著名的数学家,是位绝无仅有的
控制理论与应用和系统科学家,又是一位把自己一生
全部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祖国的伟大科学

家,他一贯克己奉公,道德高尚,忠诚党的科教事业,
广泛受到国内外知识分子崇拜、敬仰、爱戴、学习的

伟大科学家.

1958年,我就读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
学)工程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时,就非常崇拜敬仰关肇
直院士,他的科学成就,对祖国和人民,对党科教事业
的卓越贡献,都铭刻在我们同学心中,虽然我们没有
见过面,但我的恩师系主任卢文教授(数学物理学家),
1947年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和关肇直院士是同学,
都是在法国著名数学家Frechet教授指导下研究泛函
分析,且都是做我国留法学生、学者、旅法侨胞的组织
领导工作.关先生担任中共旅法总支委员,卢文教授
担任旅法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巴黎分会理事,旅
法华侨和平促进会执委,彼此十分了解,既是同学挚
友,又是老乡(关先生是广东南海人,卢先生是广东东
莞人),都是共产党员,有共同报效祖国、报效党的科
教事业的伟大理想.所以,解放前夕,他们一起回国,
投身新中国的科教事业,关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卢先
生到中山大学任教授,所以,我读书时,就经常听到卢
文教授讲述关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讲他怎样
教书育人,因此对关先生的印象极其深刻.

1962年华南工学院校庆十周年时,系主任卢文教
授作学术报告,并向我们介绍了关先生的研究成果,
特别介绍了关先生解非线性函数最速下降法及其算

法收敛性的研究,除解法、算法收敛性介绍外,重点讲
他对学术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对解决问题的分析技巧,
虽然当时我没见过关先生,但这两点一直是我后来从
事科研项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准则.如
1968年我参加国防科工委下达的〇九工程(即核潜艇
工程)915003项目(纬度罗经惯性导航系统)的研制,我
负责系统模型,系统最佳参数选择,系统快速稳定等
工作,这牵涉到解变参数非线性常微分方程问题,我
就是用关肇直院士的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技巧,把
问题线性化、状态变换、化成求解黎卡提微分方程来

解决,并用卡尔曼(Kalman)滤波方法,通过电子计算

机数字模拟估计,以快速收敛稳定为目标,选择最佳
系统参数. 这个研究结果用到系统后,经过反复试验,
系统按设计指标要求快速达到稳定状态,系统航行精
度较理想,纬度误差和经度误差都小于2角分.

在研究〇九工程纬度罗经项目期间,我与项目合
作单位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西北工业大学负责
〇九工程纬度罗经计算机系的研制)戴冠中教授(西北
工大原校长)联系较多,在业务交往中,深知戴冠中教
授对现代控制理论、卡尔曼(Kalman)滤波有较深入的
研究,他提供给我不少有关学习资料,他说,中国科学
院数学所关肇直教授早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在天
津701研究所等单位宣讲推广现代控制理论,还组织
好几个科学院学术骨干与701所合作,研究如何把控
制理论和Kalman滤波用在〇九工程惯性导航系统上,
这方面,以后要多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联系合作,向
他们学习请教.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
束,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广大
教师深感业务知识荒废了十多年,应立即行动起来,
奋发直追,但应往那个方向直追呢,当时我系搞自动
控制的老师,业务老本是自动调节原理、液压传动理
论、气动理论等等,而对现代控制理论基本不了解. 现
代控制理论与应用,六十年代初,在国际上就飞跃发
展起来了,且已普遍应用到航天、航空、航海和现代化
工业生产,而七十年代,在我国重点研究单位和重点
大学,也正在积极研究、学习、推广应用,我们是国家
重点大学,不能落后,必须奋起直追,学习追赶现代控
制理论与应用这个方向.当时我跟系里的几位教授,
如林毓西教授、周其节教授、李伯天教授、钟慕良教

授及涂其栵教授(当时涂教授还在中国科技大学)个别
交流商议,一致同意我系要向现代控制理论与应用方
向发展,系里广大教师首先要学现代控制理论用到的
数学基础,如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计算方法、矩阵
论、实变与泛函基础等,然后请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关肇直教授等专家给我们讲授现代控制理论各门

课程,这个意见经系党总支和系务委员会研究决定,
从1977年初开始对老师补基础两年.

1979年3月,我带着卢文教授给关先生的信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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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关先生,当时,关先生非常热情接见了我,我首先详
细汇报了自动化系的情况,并请求关先生和数学所教
授到华工大给我们讲授控制理论各门课程,尔后,如
果条件成熟,系里招收控制理论与应用学科硕士研究
生,他听完后,非常高兴地说,我同意你们的想法和要
求,到广东讲现代控制理论与应用,正是我想要做的
事情,现在你们主动提出,正合我意,我也是广东人,
为广东做事是应该的,我马上安排. 第二天,关先生就
找我谈,详细讲了他们到我校讲授控制理论与应用各
门课程的计划,他说派六个教授分批分期去讲,我和
陈翰馥教授、王恩平教授第一批去,我讲现代控制理
论与应用科学发展概况. 这六门课是: 1) 发展概况
(关先生); 2) 线性和非线性系统理论(王恩平、王朝
珠、许可康); 3)随机控制系统,估计理论(陈翰馥);
4)极大值原理、最优控制(秦化淑); 5)控制系统计算
机辅助设计(韩京清、王世林); 6)分布参数控制(王康
宁),时间安排不定期, 1979年至1980两年左右完成.
同时,关先生对自动化系成立控制理论与应用研究室,
招收研究生,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对我系控
制理论与应用学科的建立,教学和科研奠定了基础.

我系老师用了两年时间,通过听关先生和六位教
授的讲学,边听、边学、边提高,教师控制理论与应用
的业务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为今后开研究生课程
和从事控制理论与应用课题的研究,打下了有力的基
础.

1979年关先生和陈翰馥院士及王恩平教授第一批
到我校讲学时(住越秀宾馆),从关先生和卢文教授交
谈中,我们获悉关先生想找个单位合作,创办控制理
论与应用学报,为控制理论与应用提供一个学术交流
平台,我想华南工学院应该努力争取,我立即向校领
导和系领导报告此事,领导一致同意与中国科学院系
统所合办,我即时把校领导意见向关先生汇报后,关

先生非常高兴,欣然同意系统所和华南理工大学合
办《控制理论与应用》刊物,他说研究单位和国家重
点理工科大学合办期刊,特别理想,国内不多见,这是
我的初衷和愿望,这对控制理论与应用学科发展,有
重大促进作用,他即时找王恩平教授和我一起商谈筹
办组建问题,到了1981年,我和吴捷教授到系统所听
美国Kalman教授讲学,利用空隙时间,同王恩平教授
一起找关先生谈刊物筹建情况,这时关先生身体很不
好,病的很重,但他还是撑着把早已想好的办刊宗
旨、办刊原则、内容指向、发展方向,认真讲给我们听,
并提出了刊物编委组成的关键人选,他特别强调指出
编委既要有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也要有部队、工矿企
业的人选,特别是国防科技单位和现代化工农业建设
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人选,他初拟一组名单,他说,已给
这些学者、专家教授打了招呼,他们很乐意为这个期
刊作出贡献.
《控制理论与应用》学报是关先生呕心沥血,花

尽心血和精力创办起来的,这过程中,系统所许国志
院士、陈翰馥院士、王恩平教授、秦化淑教授等多名

专家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的老师、领导及刊物的历届

全体编委,在关先生创刊思想和工作方针的指引下,
历尽艰苦,努力工作,刊物第一期在1984年出版问世,
且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越办越出色,但非常可惜,关
肇直院士由于长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科教事业

日夜操劳、长期劳累、带病拼命工作了几十年,他未能
看到刊物第一期出版,非常遗憾,非常可惜.

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科学家、天才的著名数

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的控制理论家、系统科学
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今年是关肇直院士百岁诞辰,
我们深切缅怀他,永远怀念他,他是我们科教知识界
远见卓识的领路人,他的科学精神与品德,他的科学
思想与方法,他伟大的科学成就与贡献,给我们留下
极其宝贵的财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