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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唐敖庆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简要经历
,

着重叙述了他从中学到大 学 以

及在美国留学时刻苦学习的情况
。

近四十年来
,
他献身祖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

,

使吉林大

学及该校的理论化学研究所和化学系跻身于国内先进行列
,

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 为国家培

养了众多的高
、

中级理论化学人才
。

至今他共发表 160 余篇学术论文
,
出版 5部学术专著

,

连续两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中国的理论化学家唐敖庆教授
, 1 9 15 年 n 月出生于江苏宜兴

,

他是中国卓越的教 育家
、

科学家
。

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

吉林大学名誉校长
,

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

名誉所长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主席团成员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

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

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第 21 届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

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

《高等

学校化学学报》主编
,

国际量子 分子科学研究院院士
,

《国际量子化学杂志》编委等
。

唐敖庆自幼勤奋好学
,

在家乡读完初中
,

迫于家庭经济困难
,

未能升入高中而考入免费的

无锡师范学校
。

人学不久
, “ 九

·

一八
”

事变发生
,

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

曾参加赴南京请愿团
。

自那以后更加关心 国家大事
,

阅读进步书刊
,

其中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和高尔基的小说

等
。

他为筹集上大学的费用
,

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本县凌霞小学教书
。 1 9 3 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化学系
, “ 七

·

七
”

事变
,
日寇全面侵略中国

, “
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 ,

于

是随校南迁
,

辗转数千里先在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 1 9 3 8年临时大学迁到昆明

,

改名为西南联

大
,

他在化学系继续学习
, 19 4 0 年毕业

,

留校任教
。

抗日战争胜利后
,

于 1 9 4 6 年
,

唐敖庆和王瑞晓
、

李政道
、

朱光亚
、

孙本旺等年轻学者
,

作为

助手随同当时我国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教授
、

数学家华罗庚教授
、

物理学家吴大酞教授赴美

考察原子能
,

尔后
,

唐经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

人学后他就紧张地奔走于化学

系与数学系之间
,

顽强地进行学习
,

为攀登理论化学高峰进一步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

他

的考试成绩
,

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二百余名研究生中名列第一
,

因而获得大学荣誉奖学金
,

并被推选参加两个荣誉化学会
。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期
,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

校

内的三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发生了明显的政治分歧
。

国民党控制的
“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

会
” ,

为消除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影响
,

扬言要以中国留学生的名义开展一系列
“
拥蒋崇美

”
的

活动
。

这时唐敖庆已第一次读到《新民主主义论》
,

真诚接受书中以质朴无华的语言道出的令人

信服的真理
: 只有革命

,

中国人民才有出路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他旗帜鲜明
,

自觉积

*
吉林大学化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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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行动
,

与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同学
,

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活动
,

使更多的中国留学生
,

正确

认识祖国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

从而不 断地粉碎了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导演的一连串政

治丑剧
,

并在斗争中成立了进步的学生组织
“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

” ,

唐敖庆当选为第一任

主席
,

与 “
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

”
等进步组织一起

,

于 1 9斗9 年 10 月在纽约国际学生公寓举

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
。

请了解国内情况的人讲祖国的形势
,

发起
“
一人一元劳军运

动
” ,

慰问人民解放军
。

在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

急于归国报效新中国的心情再也

按捺不住了
。

唐敖庆婉言谢绝了导师真挚的挽留
,

冲破重重阻力
,

终于在 19 5 0 年初踏上了祖

国的大地
。

从此
,

年富力强的唐敖庆
,

如鱼得水
,

开始了 自已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历

程
。 1 9 5 0 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

, 1 9 5 2 年调东北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前身 ) 化学系任教

授
, 1 9 5 6 年任吉林大学副校长

, 1 9 7 8 年任吉林大学校长
, 1 9 86 年初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主任至今
。

唐敖庆是一位德高望重
、

诲人不倦
、

功绩卓著的教育家
。

1 9 5 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
,

唐敖庆响应国家的号召
,

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

活条件
,

到长春支援东北高等教 育事业
,

与富有办学经验的无机化学家关实之教授
,

以实验技

术著称的物理化学家蔡馏去教授
、

有机化学家陶慰孙教授一起通力合作
,

率领来 自燕京大学
、

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交通大学
、

浙江大学
、

中山大学
、

复旦大学
、

金陵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校

的 7 名中年教师和 n 名应届毕业生
,

开创和建设吉林大学化学系
。

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工

作
,

从无到有
,

逐渐壮大
,

使吉林大学化学系跻身于国内先进行列
,

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
。

在吉林大学化学系创建时期
,

唐敖庆先后主讲了无机化学
、

物理化学
、

物质结构
、

量子化

学
、

统计力学等十多门课程
,

经常同时开两门甚至三门课程
,

有时每周讲课竟达 16 学时之多
,

以具有严格科学体系的课程内容和独特的授课风格
,

对基础课教学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

培养

了一批基础理论札实
、

治学作风严谨的主讲教师
,

现在他们已大都成为校内外教学中的学术领

导人
。

随着化学系基础课教师的逐渐成长
,

唐敖庆的教学工作又转向了一个新层次
,

培养对象从

校内扩大到全国
。

通过指导研究生
、

办进修班
、

学术讨论班等形式
,

培养更高一级的专业基础

理论人才
。

受教育部委托
,

他和卢嘉锡教授
、

吴征恺教授
、

徐光宪教授等一起
,

先后于 19 5 3 年

在青岛
、

1 9 5斗年在北京办了两期
“
物质结构

”

暑期进修班
,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物质结构师资 ;

1 9 5 8一 19 6。 年
、

19 6 3一 1 9 6 5 年在长春先后主办了以学术前沿课题为研究方向的高分子物理

化学学术讨论班与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
,

在这两个学术讨论班上
,

他首先在国内开出了高分子

物理化学方面的系列课程和群论及其在物质结构中应用方面的 6 门课程
,

即 : 《有限群表示 理

论》
、

《连续群表示理论》
、

《群论在核谱学中的应用》
、

《分子对称群的不可约张量法》
、

《群论在固

体物理中的应用》和《李代数及李群的表示理论》
。 19 7 8一 1 9 80 年

,

以吉林大学为主
,

联合山东

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厦门大学
、

四川大学
、

云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六校在长春共同举办了

量子化学研究班和进修班
,

学员来自全国高校
、

科研单位的中
、

青年教学科研人员共 2 59 人 ;

1 9 8 6 年暑期
,

与徐光宪教授等在长春举办了量子化学教学研究班
,

学员达 1 4 0 多人 ; 1 9 8 8 年

名月
,

他又在长春举办了高分子标度理论讲习班
,

有百余人听讲
。

特别是通过上述两个学术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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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班的培养和科研工作
,

涌现 出一批具有高水平的学术领导人
,

其中有 : 吉林大学孙家钟教授

(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所长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

全国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化学学科专家组成员
,

国际《分子液体》编委》 ;吉林大学江元生教授 (博士

导师
,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导师
,

世界理论有机化学家联合会会员 ) ;吉林大学汤心颐教授 (博士

导师
,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导师 ) ;吉林大学沈家骆教授 (吉林大学副校长
,

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

员会委员
、

化学学科组组长
,

博士导师
,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导师 ) ;山东大学邓从豪教授 (博士导

师
,

曾任山东大学校长 ) ;北京师范大学刘若庄教授 (博士导师
,

世界理论有机化学家联合会会

员 ) ;厦门大学张乾二教授 (博士导师
,

厦门大学化学系系主任
,

兼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

究所所长
,

国际《理论化学 》编委 ) ;四川大学郡国森教授 (四川大学校长
,

博士导师 )和云南大学

戴树珊教授 (云南大学化学系系主任
,

云南省化学会理事长 )等
。

从 1 9 5 3年开始到
“ 文革

”
的 19 6 6 年

,

唐敖庆先后指导过物质结构
、

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方

面的二十多名研究生 ; 1 9 7 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
,

唐敖庆 自己共招收了 10 名博士生
,

22 名

硕士生
。

唐敖庆教授在担任教育领导工作中
,

对吉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19 5 6

年他作为副校长
,

协助著名教育家匡亚 明校长使学校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

吉林大学于 19 5 9

年进人了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行列
。

从 19 7 8 年起
,

他就任吉林大学校长
,

主持和领导学校

的全面工作
,

自觉地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点高等学校要办成
“

既是教育中心
,

又是科研中

心
”

的指示
,

使学校各项事业又取得了新的发展
,

在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提高上又有若干新

的突破
。

经国务院批准
,

吉林大学于 1 9 84 年被列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重点院校
,

使学校进

人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唐敖庆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
、

造诣精深
、

蜚声国内外的科学家
。

50 年代初
,

美国著名量子化学家皮泽提出了
“
分子内旋转

”

公式
,

但它的适用范围有其局

限性
,

只能用于解释某些比较简单的分子内旋转
。

唐敖庆在此基础上
,

利用国外现有的数据和

资料
,

重新进行深人分析
,

提 出一个可以计算许多复杂分子内旋转的能量变化规律的公式
,

即

“
势能函数公式

” 。

利用这个公式可以推算出物质的一些性质
,

为从结构上改变物质的性能提

供了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 19 5 5 年

,

这项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之后
,

美国著名量子化学家威尔

逊给予很高评价
。

中国国内和苏联都把这项成果写进教科书和学术专著
。

此项成果于 1 9劳

年 1 月获得我国首次自然科学奖— 中国科学院颁发的自然科学三等奖
。

19 5 6 年
,

在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鼓舞下
,

唐敖庆教授为解决国家建设急需的高分

子材料合成和改性问题
,

他毅然暂时搁下了自己熟悉的课题
,

转人从事高分子结构和性能的

研究
。

以高分子缩聚反应动力学和高分子交联理论为课题
,

和他的高分子物理化学研究集体

(包括学术讨论班的学员 )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

北京化学研究所合作
,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

究工作
。

通过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的反复过程
,

使认识越来越深化
,

在理论认识上出现

了较大的飞跃
,

把原来的凝胶化理论发展成为高分子固化理论
,

使高分子动力学这门学科有了

一个新发展 ;同时
,

又发展了高分子交联理论
,

并对高分子反应的其它领域如加聚反应
、

共聚反

应
、

裂解反应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近几年来
,

高分子固化理论在国内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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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工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并获得国家教委 1 9 8 5 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60 年代初
,

我国在激光
、

络合萃取
、

催化等科学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
,

积累了

许多资料
,

急需从理论上总结规律
。

化学键理论中的重要分支— 配位场理论正是上述领域

所需要的
,

但还很不完善
。

唐敖庆就立即以这一科学前沿课题为研究课题
,

带领物质结构学术

讨论班的骨千成员开展研究工作
,

以两年多的时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

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

了配位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

成功地定义了三维旋转群到分子点群间的藕合系数
,

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从连续群到分子点群的不可约张量方法
,

进一步统一了配位场理论中的各种方案
,

并

提出了新的方案
。

此项研究成果被 1 9 6 6年北京国际暑期物理讨论会评为十项优秀成果之一
。

讨论会认为这项成果
“
丰富和发展了配位场理论

,

为发展化学工业催化剂和受激光发射等科学

技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 ,

并于 1 9 8 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70 年代初
,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作为理论化学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

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

泛注意
。

唐敖庆和江元生顶着
“ 四人帮

”
的压力

,

于 1 9 7 5 年就着手此领域的系统研究
。

十多年来

提出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数学技巧和模型方法
,

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三条定理 (本征多项式的

计算
、

分子轨道系数计算和对称性约化 )
,

使这一量子化学形式体系
,

不论就计算结果或有关实

验现象的解释上
,

均可表达为分子图形的推理形式
,

概括性高
,

含义直观
,

简便易行
,

深化了对

化学拓扑规律的认识
。

唐敖庆还将这一成果
,

进一步应用到具有重复单元分子体系的研究
,

得

到规律性很好的结果
。

这项研究工作
,

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和广泛应用
,

被誉为中国学派

的分子轨道图形理论
。

基于上述贡献
,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成果
,

获得 19 87

年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
。

四

数十年来
,

唐敖庆教授共发表了 1 60 多篇学术论文
,

与他的研究集体合作 出版了 《配位

场理论方法》 (中
、

英文版 )
、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 (中
、

英文版 )
、

《高分子反应统计理论》
、

《量子

化学》和《应用量子化学》等 5 部学术专著 ;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高
、

中级理论化学人才
。 19 7 8

年由他创建的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
,

是国内的理论化学研究中心
,

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

唐敖庆教授不愧为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唐敖庆教授现虽已年逾古稀
,

但
“
老骥伏沥

,

壮心不已
” ,

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繁重行政工作之余
,

仍然精力充沛地继续率领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和化学系的理论化

学研究集体
,

为进击新的科学领域 (簇合物化学
、

高分子固化理论和标度研究
、

分子动态学 )而

开拓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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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F
.

A U 一 C H I N T A N G

—
O U T S T A N D I N G T H E O R E T I C A L

C H E M I S T R Y A N D E D U CA T I O N I S T

J i a n g F u k a n g

D e Pa r t m e n t o f C hem i s t r y
,

J i l i n U n i v e r s it y

A b s t r a e t

I n t h i s p a p e r , th e a u t h o r g iv es a b r i e f i n t r o d u e t i o n t o P r o f
.

T a n g
,5 e a r e e r i n m o r e rh a n h a l f

a e e n t u r y
, a n d d e s e r i be s w it h e m Ph a s i s h o w }z e s t u d i e d d i l ig e n t l y a t hom

e a n d a b r o a d d u r i n g

h i s s e h o o l a n d e o l l e g e y e a r s ,

h o w h e h a s d e v o t e d a im s e l f t o h i g h e r e d u e a t i o n a n d t o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 e i e n e e i n t h e Pa s t f o r t y y e a r s i n C h i n a , a n d h o w h e 五a s
l

m a d e J i l i n 心 n iv e r s i t y
,

i t s T h e o r e t i e a l

C h em i s t r y I n s t it u t e a n d C h em i s t r y D e P a r t m e n t r a n k f o r e m o s t a m o n g Ch i n a , 5 l e a d i n g u n iv e r s i t i e s a n d

心 x e r t a e e r t a in i n f l u e n c e i n th e w o r ld
.

p r o f
.

T a n g h a s m a d e p r e e m i n e n t e o n t r i bu r i o n s t o t 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of t h e o r e t e e a l e h e m i s t r y a n d

与 r ou g h t u p s e v e r a l g e n e r a t i o n s o f s e i e n t i s t s a n d P r o f e s s o r s f o r o u r c o u n t r y
.

H e h a s p u b l i s h e d s

m
o n 呀

r a Ph s a n d o v e r 16 0 P a p e r s
.

H e w o n th o f i r s t一 c la s s N a t i o n a l N a t u r a l S c i e n e e P r i z e o n t w o

O C C a S S IO n S
.

魂冶召` 在省越有召 . 越弓理` 越嘴理心越` 遭 , 在` 召` 越嘴通` 越布过嘴在 , 魂` 遨书在 , 越` 碑准谊` 遨亏 越` 过` 在` 在侣遭` 越` 花` , 公 召 , 越书
,

弓` 遭 , 魂` 甚`

第 2 届亚非地区石油地球化学和勘探国际会议在京召开

我委资助的第 2 届亚非地区石油地球化学和勘探国际会议 于 1 9 8 8 年 8 月 28 日 至 30 日

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
,

来 自 巧 个国家的近 170 名代表在会议期间报告了各自取得的最新学术

成果
,

并就石油地球化学和勘探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
、

热烈和充分的学术交流
。

会议达到了

预期的 目的
,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

这次会议推动和发展了我国和亚非地区的石油地球化学和勘探研究
,

同时也是对亚非地

区石油地球化学的一次大检验
。

实践表明
,

我国和亚非地区在这一研究的许多方面已跻身于

世界先进水平
,

受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学者的重视与好评
。

经与会代表酝酿
,

初步决定成立
“

亚非地区石油地球化学家协会
” ,

一致推举范璞教授任主

席
。

体现了国际同行对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信任和尊敬
。

(汤锡芳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