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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宫先生逝世 10 周年纪念 
2009.11.7--2019.11.7 

 

 

 
 

         先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耕耘喻园五十余年；治学严谨，

养学深厚，成就斐然，于计量经济及数理统计学科贡献甚大。 
                                                                                          

                                                                                《华中大导师》 2008 年 12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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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少宫教授是我国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  

                                                               李培根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9 年 11月 15 日 
 

       大家知道，林少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和计量经

济学家，但是在我看来，林少宫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是一位造

诣深厚的教育家。林少宫教授为我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做出了

足以记载史册的贡献。  

                                                                王则柯 

                                                       著名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 

                                                       2002年  

 

        先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耕耘喻园五十余

年；治学严谨，养学深厚，成就斐然，于计量经济及数理统计学

科贡献甚大。 
 

         五十多年来，林少宫教授一直默默耕耘在中国经济学教育

这片沃土上。他不仅身体力行，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智慧，更

为可贵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注毕生精力培养人

才。他从敏锐的眼光发掘可塑之才，悉心教诲，尽心提携。  

                                                                  《华中大导师》 2008年 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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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少 宫 先 生 简 介 
 

 
 

         林少宫 （1922.12.4—2009.11.7），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信

宜。1944 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学系，1947

年赴美留学，1949 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52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IN THE VALUATION 

OF REAL NATIONAL INCOME” 被《美国经济评论》分类为统计

学与计量经济学，其博士论文导师帕登（Donald W. Paden）教授给

出如下评价:“相对其后来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堪称伊利诺伊大学

的一位杰出学生”。1953 年在俄亥俄州地顿大学经济系任讲师，讲

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1954 年放弃了当时美国统计

学界、经济学界和数学界公认的大师霍特林（H. Hotelling）教授提

供的工作机会及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在伴侣吴驯叔的支持下，

毅然回国工作。1955 年起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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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曾任数学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顾问、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和名誉主任等职。曾兼任全

国工科院校应用概率统计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工科数学编审委

员、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统计方法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概率统计学

会理事长、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副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中国数量

经济学会顾问、中美经济合作学术会议共同主席、中日、中美统计

讨论会中方组织委员、清华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数理统计与管

理》杂志主编、全国侨联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委

员、湖北省现场统计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50 年代中期，曾获中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工作邀请（搞运筹学研究），被

学校挽留下来。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

作品有:《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初版（填补

了当时国内该学科的空白）1980 再版（第 7 次印刷）、《正交设计

在农业试验上的应用（1-9 讲）》湖北农业科学（科技讲座专栏）

/1977.10-1978.12、《应用概率》上、下册（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2、《优化数学要义及在经济学和企业中的应用》（合著）商

务印书馆/1985、《质量管理统计方法》（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

/1986、《多元统计分析及计算程序》（合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

社/1987、“正交试验法”《现代工程数学手册》华中理工大学出

版社/1987、《中国现代化与开放经济政策》（主编之一）美国 JAI

出版社/1990、《简明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合著）上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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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93、《莫迪利亚尼论文选》（译）商务印书馆/1993、《计

量经济学》上、下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 3 版，

2004 第 4 版、《微观计量经济学要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3 等。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 推动了数理

统计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2] 研究并推广了正交试验设计，在我

国工农业生产试验中一度被广泛采用，给社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3] 推动了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并在研究和教学中突

出强调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培养了一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人材。

曾慷慨捐助教育事业，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 (Daniel 

McFadden) 教授在 2002 年 6 月共同发起设立麦克法登—林少宫经

济学奖学基金，为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曾获“全国

优秀归侨知识分子”称号、“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称号（3

次）和华中科技大学“伯乐奖”。其事迹先后被收入《世界（教育

界）名人录》和《中国世纪专家传略》等传记丛书。1991 年以来，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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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 1937 年（1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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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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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 50 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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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和夫人吴驯叔在伊利诺伊大学（上） 

1954 年回国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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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m.kongfz.cn/23121055/?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题目：华科四大终身教授之一 林少宫 50 年代回国时 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函 1 份 

http://m.kongfz.cn/23121055/?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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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一家  1960 年 

 
先生与夫人吴驯叔  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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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 70-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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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 9 月经学校批准，我院聘请华中工学院计量经济研究所

所长林少宫教授为兼职教授。 林少宫同志 1952 年毕业于美国伊利

诺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华中工学院教授，

现兼任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副理事长、《质量管理》杂志编委、中国

现场统计研究会副理事长、《数理统计与管理》杂志主编、全国工

科院校应用概率统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科数学编委等职。 

 

       截至 1985 年底，我院已在国内外聘请名誉教授五位，兼职教

授十位。 

                                                来源：《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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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数学系的师生们交流   80 年代初期 

 

先生与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教授、周济院士（右一）和田国强教授（左一）愉快交谈/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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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维茨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

2008年 3 月 10日写给林少宫教授的信，在信的结尾，其夫人 Evelyn 和女

儿 Sarah 也签名问候。 
 

    信中，赫维茨回顾了他和林少宫 50 年代初期在伊利诺伊-香槟-厄巴纳

的相识和友谊，在其记忆中，当时林少宫是（博士）研究生，他对林少宫在

经济理论问题上的敏锐度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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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赫维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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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生前有三大业余爱好:  网球、小提琴、桥牌 
 

 

 

 



 

— 21 — 
 

 
 

先生和夫人吴驯叔  80 -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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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起，先生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该津贴制度始于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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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刘海云、唐齐鸣、艾春荣、林少宫、麦克法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王乘、 

            徐长生、邓世兰、余海宁、张建华   2002 年 6 月 
 

 
 

“林少宫教授八旬华诞暨从教 50 周年庆贺会”在华科大举行，会后合影留念/200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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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年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中，与陈岱孙等学者研究方向有所

不同的是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林少宫教授。他 1922 年 12 月出生于

广东，1944 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1947

年赴美留学，1952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俄

亥俄州立大学任讲师，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在

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诺奖得主莫迪利亚尼 (F. Modigliani) 

和经济学大师赫维茨 (L. Hurwicz)。莫迪利亚尼还在他一本书的前

言中，提到他们这些经历。他 1954 年回国，从事的研究和教育领

域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即使在现在，计量经济学在中国也可称

得上是空白（国内出版的计量经济学翻译教材就是这位 80 高龄的

老教授翻译的）。他应该是国内经济学和数学结合教学的鼻祖了，

1963 完成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是中国这一学科领域的开山之

作，1961 年的《信息论讲义》因出版社声称没有审稿能力而未能及

时出版。其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部著作都是跟经济学有关的。 

 

        1980 年代初，他就在研究和教学中强调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在目前全球卓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中，有石寿永、田国强、艾

春荣等出自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与其他经济学者的数学背景不

同，他们都是经济学或经济管理专业，1980 年代前期毕业于华中科

技大学。放眼国内，即使考虑上年轻一代学人，可能只有林少宫可

以在学术上与西方计量经济学对话。不过，与陈岱孙等学者一样，

他是一个经济学的传道者。 

 

来源于文章: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经济理论传导者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583624.html  (2006-12-11)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583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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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少 宫 教 授 专 题 
 

--梁晶工作室与人大经济论坛合作推出 
 

2007-5-22 09:05:00 

 

写 在 前 面 
 

     有一种职业叫教师，有一种品质叫奉献，有一种收获叫敬重。

这三点在林少宫教授的身上得到了完美与和谐的统一。 不求扬名

立威于海外大学讲堂，无心纵横驰骋于国内名利疆场，50 多年来，

林少宫教授一直孜孜以求，默默耕种在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片沃土

上。他不仅身体力行，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智慧，更为可贵的

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注毕生精力培养人才，却不图

回报。洞察人才，伯乐难求。林少宫教授以敏锐的眼光发掘经济学

可塑之材，悉心教诲，尽心提携。在他的培养下，他所任教的华中

科技大学涌现出了一大批活跃于世界学术前沿的经济学者，包括田

国强、谭国富、宋敏、艾春荣、徐滇庆、李东等。林少宫教授培养

的学生，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到海外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学

生，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外经济学交流的桥梁。林少宫教授的远见

卓识缔造了中国经济学界广为传颂的“华中科大”留学现象。尽管

自己学术成果丰厚，林少宫教授从来淡然处之。真正让他欣慰和自

豪的是他的一个个优秀的学生不断向他报告成长的讯息。喜看桃李

芬芳，在这一时刻，林少宫教授收获的是包括他学生在内的全社会

人的敬重。林少宫教授的事迹感染着每一个从事经济学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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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它已经不再是林老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奉献精神的代表，一

种崇高的现象。从林少宫教授身上，后继者可以学到太多的东西。 

 

我们希望这些发自肺腑的文字能加深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经济学

家的敬仰和尊重，希望中国经济学界能够有更多像林少宫教授一样

的先生、伯乐和人梯，早日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跻身世界前列。也

希望网友们积极给林老留言。 

 

 

     

      田国强: 感念师恩 — 记我的导师林少宫教授 

      谭国富: 林少宫老师与经济学研究生培养 

      徐滇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宋敏: 我与恩师林少宫教授  

      艾春荣: 师生情深  

      李东: 回忆林少宫教授的几件“小事” 

 

 

详见梁晶工作室林少宫专题网页: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82128-1-1.html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8212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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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 留 言 
 

2007-2008 
 

2007-03-19 23:18:47 xiaowupo 

对啊!  有时一位老师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而好的老师的言行教导却能给人以终生受用的财富!!!! 

珍惜身边的拥有，让我们一起来让生活更美好！！！ 
 

2007-3-20 12:22:00 liuw 

祝林老师安康！希望更多的学有所成的、脚踏实地的数量经济学大师以林老

师为榜样，回国发扬光大中国的数量经济学！中国的数量经济学必将在不久

的将来迎来发展的春天和熟果累累的秋天！ 
 

2007-03-23 15:10:00 liyulintu 

 “林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不图名，不图利，

并通过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事实上，正是由于老师的

这些人格魅力，使得我们这些学生都跟他建立了亦师亦友、亦父亦子的深厚

情谊。” 

一个有着良好师德的老师，这正是学生最需要的。 
 

2007-03-23 15:29:00 foxdog 

这样的老师已经很少啦。能遇这样的老师指点, 是福气啊！ 
 

2007-03-23 15:30:00 ycq9527 

感谢有这样值得尊敬的老师! 
 

2007-03-24 8:30:00 mafon 

我并不认识林少宫老师，但我以为老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影响深远。楼主所

介绍的林少宫教授就是一个例子。 

当老师首先是身正为范，处处是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而不是依靠说教。 
 

CC: 218.107.132.126 2007-05-22 11:28:55 

像林老和高老这样的前辈确实令人尊敬，不仅学生水准高，而且默默无闻为

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作出贡献。 
 

sy：125.34.50.132   2007-05-22 16:39:36 

同意楼上的，希望网站也多推出更多的经济学前辈专题，我们可以从他们身

上学到很多。 
 

frozensky 发表于 2007-5-23 15:51:00 

非常钦佩，先驱啊，为什么我们碰不上这样的老师呢？ 
 

zxg0931 发表于 2007-5-23 15:59:00 

育人成功的典范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5026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3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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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pulous 发表于 2007-5-23 16:31:00 

老师强，学生也强哈 
 

tm8760065 发表于 2007-5-23 16:48:00 

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就应该有更多像林少宫这样的老师！ 
 

柳色新 发表于 2007-5-23 17:10:00 

看看什么是名师，这就是 ！！ 
 

克西 发表于 2007-5-23 18:44:00 

伟大的老师,向林教授学习,致敬！ 
 

peterf 发表于 2007-5-23 20:26:00 

我个人是很钦佩林老师的，他翻译的古扎拉蒂的《计量经济学》堪称经典，

向林老师学习。 
 

why 发表于 2007-5-23 22:43:00 

很敬仰林老师，以前在访谈中见过他老的介绍。中国的前辈大师们随着时间

恐怕越来越少了。祝林老身体健康长寿！ 
 

ccfjm 发表于 2007-5-24 13:17:00 

这样的好老师太少了! 
 

jiaxi 发表于 2007-5-24 14:14:00 

这几位学生太幸运 le！！！ 
 

tutaotao 发表于 2007-5-24 17:25:00 

林老非常朴实，我也见过几次，非常令人值得尊敬！ 
 

ljt80008 发表于 2007-5-24 18:44:00 

林老师翻译的《计量经济学基础》还在书桌上，此书对我影响颇深。感谢林

老师！衷心祝愿林老身体健康！ 
 

majoqin 发表于 2007-5-25 16:54:00 

深深的佩服林老的做人、做学术！！ 

祝愿林老长命百岁！！ wish～～ 
 

suchanglu 发表于 2007-5-25 18:30:00 

向林老致敬！！！！！ 
 

sxtc 发表于 2007-5-26 11:20:00 

为华工有这样的教授感到自豪！ 
 

ziliaoxiazai 发表于 2007-5-27 09:36:00 

哈哈，学界泰斗啊!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303485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74047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9146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46588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40843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40322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08362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63693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79082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66917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36717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67338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82605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71211


 

— 30 — 
 

现在的中国缺乏老先生这样的学者, 即肯于做学问, 又不乏创新。 

谢谢老先生给学界培养出这么多学生! 
 

sdccycc 发表于 2007-5-27 16:42:00 

现在这样的老师真是越来越少。 
 

popo_lei 发表于 2007-5-27 23:33:00 

为学为人,都是一品！ 
 

dongdongdou 发表于 2007-5-28 10:26:00 

真强啊！敬佩！ 
 

aliu850114 发表于 2007-5-28 11:11:00 

这是华工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kk22boy 发表于 2007-6-7 23:29:00 

好老师啊！ 
 

dbs：222.240.165.133 2007-06-08 20:13:59 

值得尊敬，应多推广。 
 

Annabelle：218.199.23.61 2007-06-10 00:45:11 

看了林老的事迹，不是一个“感动”或是“敬佩”就足以表达内心感受

的……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一定会更加的严要求、高标准，使自己成

为一名真正优秀的学者！我想以此来表达我对林老的敬仰之情！ 
 

wow：221.235.159.203 2007-07-21 10:43:57 

像林老师这样真正作学问的老师值得学习和尊敬。 
 

Sherry：219.136.226.108 2007-07-25 20:35:29 

林老淡泊名利，勤奋治学，桃李满天下，无论从人品还是学术上来说，都不

愧为一代宗师，向林老致敬。 
 

Majoqin：218.199.21.21 2007-09-22 14:39:49 

您让无数有志青年寻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将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您而获取成

功！ 
 

了不起：222.143.24.197 2007-09-28 10:38:05 

真了不起呀，中国正是需要像林老这样的人。 
 

luonaerkun 2007-10-26 09:56 

好人，好老师那！ 
 

良梁：222.213.236.210 2008-06-10 12:16:15 

祝您身体健康，不愧为真正的经济学家，真正的大师。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56935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88326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280503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59813
https://bbs.pinggu.org/home.php?mod=space&uid=1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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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u：218.94.142.3 2008-07-29 19:53:31 

伍德里奇的现代经济学观点是林老校的, 堪称计量经济学译著的经典了。但

是伍德里奇还有一本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书, 林老怎么不参与了呢?  现在

由别人翻的那个版本好差啊！ 
 

王红建：123.14.87.216 2008-08-13 15:50:28 
祝林老身体健康！有幸定登门拜访！学生定当努力学习，希望将来有机会能

够得到林老的指点！可否给我林老地址？我的邮箱: 

wanghongjian.8163@163.com 谢谢！ 

 

 

 

mailto:wanghongjian.81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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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大 经 济 论 坛 

 

深切悼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少宫教授 
 

2009-11-08 

 
        一个略带寒意的初冬夜晚，远在北京的我们得到消息，我国著

名数理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林少宫教授已于 2009 年 11 月 7 日

晚在武汉逝世，享年 87 岁。惊闻此噩耗，心情万分悲痛。 

  林少宫教授 1922 年 12 月出生于北京，1947 年赴美留学。首先

就读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1949 转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并于

1952 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4 年，在伴侣吴驯叔的支持下，

毅然放弃国外更好的生活条件，选择回国工作。并且在华中工学院

（后华中科技大学）期间，林教授先后在数学系、经济学院任教。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大家，林老无疑是很成功的，他的突出学

术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便是推动了数理统计这门学科的

发展。1963 年，林老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基础概率与数理统

计》一书，填补了数理统计学科的空白，由于此本书的开创性成

功，林老又于 1982 年受高等教育出版社之托，翻译出版了《应用

概率》上下两册。鉴于当时国内统计界人士对统计的认识还相当模

糊，林老的这些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扫除了统计理论发展中的

众多盲点，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其次林老研究了正交试验设计并进

行推介，给社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0 世纪 70 年代，林老推

广应用正交设计成果显著后便根据实际经验，利用极差代替 F 检

验，与吕梓琴合作，成功编制了“正交实验极差临界值系数表”。

在工业实验方面，林老也拟定了一套具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模式，这

些原创性的工作在 1994 年统计研究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评估为创

造了达 30 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林老还倡导了

数量经济（及数量金融）在培养现代经济学人才中的作用，这一点

对后来者的研究和教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林老为现代经济学特别

是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的大量工作，不只要被前人所津津乐

道，更要被后人所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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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的忠实践行者，除此之外，林老还担负

起了育国家之栋梁的重任。林老“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培养了

数十名优秀的研究生，其中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徐滇

庆等，都已经成为知名经济学家，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还记

得，当时为了感谢林老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所做的卓越贡

献，梁晶工作室专门策划了一个专辑，邀请了桃李满天下的林老的

6 位学生来谈谈林老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轶事。在现在看来，随

着林老的仙逝，当时的这些珍贵的回忆也将会被大家所永远珍藏

了。 

  在忆及林少宫教授时，我们想到的将不仅仅是林老的教学和研

究，还有林老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世的精神。林老热爱运动，有着

积极的生活态度，并且一生淡薄名利，也不爱计较得失，对环境和

条件百般忍受，不想给别人带来任何不便。对待自己执着的事业，

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对待自己爱惜的学生，倾其所有，悉心栽

培，半个世纪来，就以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默默地付出直至生命

最后一刻。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难怪有文形容林老“夕阳无限，壮心

不已”，所有学子应该铭记着林老的品格，化悲痛为力量，谨记林

老的教诲，认真学习苦心钻研，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更大发展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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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hustonline.net/html/2009-11-16/67224.shtml 

新闻网首页 > 林少宫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林少宫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来源：校报编辑部  点击次数: 5385 次  发布时间：2009-11-16 11:54  编辑：范葳 
 

        新闻网讯 “丹心耿耿，学富五车，春风化雨，夭桃艳李馨广宇；铁骨铮

铮，才储八斗，椽笔生花，巨著宏篇耀千秋。”  我国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和

计量经济学家、我国数理统计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顾问林少宫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于 11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武昌殡仪馆

举行。林少宫教授因病抢救无效，于 2009 年 11 月 7 日晚 19 时 35 分不幸逝

世，享年 87 岁。 

 

        遗体告别大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大厅中间悬挂着林少宫教授面带微

笑的遗像。遗像两边巨大的挽联总结了林少宫教授的生平事迹，一排排花圈

寄托着亲友师生的哀思。林少宫教授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遗体告别仪式由校党委书记路钢主持。他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林少宫教授

治丧委员会，向前来参加告别仪式、送来花圈、发来唁电唁函的单位和个

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校长李培根在悼词中回顾了林少宫教授的生平，高度评价了他在学术上

的突出贡献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风范。 

 

        林少宫教授 1922 年 12 月 4 日生于北京，祖籍广东信宜。1944 年毕业于

重庆原中央大学经济学系；1947 年赴美留学，1949 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2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ILL.）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

位。1953 至 1954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地顿大学任讲师。1954 年怀着建设新中

国的满腔热忱回国工作。1955 年 3 月至今，先后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

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任教，1962 年任副

教授，1978 年至今任教授。曾任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数量经济研

究所所长、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顾

问、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兼任国

家教委工科数学编审委员，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常务理事暨学术顾问，全国工

科院校应用概率统计委员会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中国现场统计研

究会副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数

学学会常务理事兼概率统计分会主任，《数理统计与管理》杂志主编，清华

http://news.hustonline.net/html/2009-11-16/67224.shtml
http://news.hustonline.net/
http://news.hustonline.net/html/2009-11-16/67224.shtml##
http://news.hustonline.net/search.aspx?key=经济学院
http://news.hustonline.net/search.aspx?key=林少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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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等多个学术职务。1983 年至 1990 年任全国侨联委员、湖

北省侨联委员，1989 年获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称号。1988 至 1993 年任湖

北省政协委员。自 1991 年以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林少宫是我国数理统计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

学术生涯中，林少宫教授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发表

学术论文近百篇。 

 

        林少宫在学术上贡献突出。他倡导并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科在我国的发

展。1963 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一书，填

补了我国数理统计学科的一项空白。由于此书的重要学术影响，他又于 1982

年受高等教育出版社之托，翻译出版了《应用概率》上下两册。 

 

        林少宫研究并推广了正交试验设计，给社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0

世纪 70 年代，林少宫积极推广应用正交设计成果，并根据实际经验，利用

极差代替 F 检验，成功编制了 “正交实验极差临界值系数表”，大大加速了正

交实验的分析和计算工作，在我国工农业生产实验中被广泛采用，创造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 

 

        林少宫倡导并推动了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1980 年，以 58

岁的年龄担任在北京颐和园举办的为期 7 周的 “计量经济学讲习班” 翻译并讲

解，当时国内很少有人能担当此任。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林少宫就在

科研和教学中突出强调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大力倡导并推介数量经济学。

他和张培刚教授等一起，使华中工学院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系统开设现

代微宏观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高校之一，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改

革开放以来，林先生撰写翻译了《简明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微观计量经

济学要义》等十多部数量经济学的著作教材，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林少宫教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培养了一批现代经济学优秀人

才。他毕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培养了数十名优

秀的研究生，其中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宋敏等，都已经成为国内外知

名的经济学家。由于他在经济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其

事迹先后被收入《世界(教育界)名人录》和《中国世纪专家传略》等传记丛

书，并获华中科技大学伯乐奖和特聘教授称号。 

 

        林少宫教授的学生代表、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

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在缅怀林少宫时表示，林少宫

教授和他情同父子，30 年来，田国强一直同恩师保持密切的联系。田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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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林老有着强烈的爱国、报国情怀，他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光阴奉献给了祖

国的教育事业。办好教育，振兴祖国是先生一生的梦想和追求。林少宫也是

我国现代经济学的真正了解者和最早的传授者之一，他一直跟踪了解学术前

沿，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恢复联系和结交了一大批当代国际上领先的经济学

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学术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将学生推

荐出去，要求他的学生做到 “国外立研，国内立业”。 

 

        林少宫教授的家属代表、长子林子美先生在回忆父亲林少宫时说，在整

理遗物时，发现父亲 1955 年回国后的手迹。林少宫在手迹中表示：“中国人

的事一定要中国人自己办。”   林少宫坚信新中国一定能给予人民最大的自

由，最大地发展生产力。所以即使回国不易，他也要百折不挠，报效祖国。

林子美说，父亲给予子女的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 

 

        湖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何正安、湖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曾照

祥，校领导丁汉初、刘建凡、杨勇、张晋，校友代表，兄弟单位代表，学校

有关部门负责人、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以及林少宫教授生前友好和亲属

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向林少宫教授敬献花圈、发来唁电的单位有：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中国

现场统计研究会，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中共湖

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省教育厅和高校工委，湖北省政府侨

务办公室，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湖北省数量经济学会，湖北省统计学

会，武汉市统计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中央

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

所，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商学院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东北财经大学数

学与数量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华

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 

 

        向林少宫教授敬献花圈、发来唁电的个人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校学

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院士及夫人，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教授及夫人，武

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谭崇台教授，湖北省社科院原院长、经济学院顾问夏

振坤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继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

融发展研究院廖建军校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教授石寿永校友及夫

人，约克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操敏，林少宫教授弟子田国强、艾春荣、谭国

富、刘安平、刘立群、文枚、李东、宋敏、涂正革、李春涛、邓湘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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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路钢博士主持林少宫教授遗体告别仪式  2009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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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李培根院士致悼词  2009 年 11 月 15 日 

校/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众多师生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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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宫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会场  2009 年 11 月 15 日 

麦克法登–林少宫经济学奖学金颁奖典礼会场  201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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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师生赴九峰山为林少宫教授扫墓 
发布时间：2010-11-09 09:06:54 

 

  11 月 7 日，时值我校著名数理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林少宫

教授逝世一周年，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教授、党总支书记邓华和教

授、副院长唐齐鸣教授、刘海云教授以及林少宫教授学生代表徐慧

玲等经院师生赴九峰山为林少宫先生扫墓。 

  下午 3 时，九峰山公墓一片静寂和肃穆。徐长生院长、邓华和

书记等学院领导认真地打扫林少宫教授墓碑并敬献鲜花。之后，前

来悼念的经院师生一起向林少宫教授墓碑鞠躬致礼并依次上香，以

表达对林少宫教授的缅怀之意。 

  林少宫教授生前作为我国计量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对国家、学

校、学院做出了巨大贡献，多项研究成果填补国内学术空白。从教

50 多年来，育人无数，可谓桃李满天下。“丹心耿耿，学富五车，

春风化雨，夭桃艳李馨广宇；铁骨铮铮，才储八斗，椽笔生花，巨

著宏篇耀千秋。” 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通讯员：谢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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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 月 8 日，先生铜像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建院 20周年暨经

济学科建设 33 周年庆祝会上揭幕。铜像高 1.85 米，青铜铸造而成，铜像基

座上镌刻着“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先生铜像由湖北武汉雕塑

公司--文星雕塑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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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