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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封信件寄情怀

—
记著名理论化学家唐放庆教授

滕 家 春 王 淑 琴

(吉林大学)

看着案头这厚厚的一攘信件
,

我们的视线模糊了
,

一种崇敬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

翻阅

着这长达 60 0 多页的 l 。组封信
,

无论是 16 页的长信
,

还是几页的短函
,

字迹之工整
,

公式之

周严
,

结论之自洽
,

简直令人惊叹
。

有谁能相信
,

这竟是出自于已过古稀之年
、

眼睛高度近

视
、

工作非常繁忙
、

身兼数十职的老科学家之手呢 ! 这 l 。花封信
,

就是我国著名理论化学家
、

量子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主任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誉

主任
、

吉林大学名誉校长唐敖庆教授亲笔写给他的科研合作者和博士生的
。

19 8 6 年
,

组织上调唐敖庆教授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

他欣然从命
。

几年来
,

唐敖庆教授从政不弃教
,

一方面潜心于 自然科学基金的评估与管理工作
,

为自然科学人才的

成长铺路架桥
;
一方面悉心指导研究生

。

在科研上仍攻关不息
,

攀峰不止
。

用唐老自己的话

说是
“

两栖
”
型地工作

。 “
七五 ”

期间
,

唐敖庆教授领衔承担了
“

高分子 固化理论与标度研

究
” 、 “

原子簇的结构规则的研究
”

课题
。

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七五
”

期间资助的

重大项目
“

量子化学及其应用
”
的子课题

。

这 1 04 封信
,

正是唐敖庆教授在攻克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这一课题 5 年间
,

写

给孙家钟教授
、

李泽生教授和巴信武博士等的亲笔信
。

它是唐敖庆教授从事科研
、

指导科研

工作的真实写照
。

它可以反映出唐敖庆教授运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科研实践的崇高境界
; 一

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
培育新秀的人梯精神

;
志在千里的博大胸怀和勇攀高峰的顽强意志

。

(一 )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课题
,

是属国际前沿课题
,

既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意义
,

又

有重要的实际应用背景
。

唐老在
“

六五
”
后期就已着手准备这一课题

。

在唐老确定开展此工

作时
,

给孙家钟教授的信写道
: “

高分子化学在 70 年代以来有很大发展
,

主要是用理论物理

中的一些成就来研究高分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

我们要奋起直追
,

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

不含和包含内环化的溶胶— 凝胶理论
,

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突破 口
” 。

解决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课题中的若干问题
,

一直是国际上难于解决的间题
。

唐老在信中写道
: “

一个好的理论
,

不在于它的复杂程度
,

在于抓住主要矛盾
,

抓住本质 !’
。

唐

老的信中又写道
: “
不能宏观和微观统计并用

。

机率要建立在每个官能团上
,

这是真正的从微

观考虑作基础
” 。

唐敖庆教授就是这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科研实践
,

使科

研工作不断登上新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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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马克思曾说过
,

科学就是科学
,

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

在科研工作中
,

唐老坚持一丝

不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

由于
“

高分子 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是一个新开辟的课题

,

首先在课题组人选上唐老非

常严格认真
,

因人而异
,

各有分工
,

由浅入深地进入科研工作
。

唐老在委托孙家钟教授找一

位研究生来做标度理论工作的信中写道
: “
如果上一个问题解决

,

所有高分子凝胶点附近的问

题也就解决了
。

标度理论应用于高分子凝胶化也就一目了然
。

请您找一位研究生解决这个间

题
,

我想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博士论文
。 ”

孙教授 向唐老推荐了当时读博士生的李泽生同志
,

唐

老在回信中写道
: “

从李泽生同志的业务基础
,

搞标度理论本身更合适
。

d o D e n n es 的那本书中
,

后三章介绍计算方法
,

介绍得较简单
。

是否可以查一查自那本书出版以来的发展情况
,

希望

他能写个详细评论
。 ”

唐老在与助手和研究生们开展科研工作中
,

从不居功自傲
,

总是把自己和他们置于平等

的地位
,

无论是谁的思想新颖
,

计算方法先进
,

就采纳其意见
。

唐老在处理内环化 sA 交链问

题时给孙家钟教授等人的信中写道
: “

关于内环化交链问题
,

我发现以往推导的公式有一处稍

有不妥
。

这个间题我在西德访间时已有所觉察
,

接读您 {I’ I的来信
,

问题更明确了
,

我重新推

导公式
,

附在后面
,

请泽生同志作些具体计算
,

加以验证
,

看是否正确
。 ”

唐老治学严谨
,

对待科研工作一丝不苟
,

即使有一点点的遗漏他也毫不放过
,

力求完善
。

唐老在写给孙家钟教授
、

李泽生同志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 “

今天寄上一封信
,

回想起来
,

可能

有笔误
,

再把公式复述如下
: … …理论的推导见前信

,

可能在 ( l) 和 (4 ) 式中左端最后一

项有笔误
,

这是容易发现的
。 ”

在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理论工作中唐老在信中写道
: “

稍有错误
,

就能导致不自洽的结

论
。 ”

对于本课题发表的数十篇学术论文
,

唐老总是认真审稿或亲自执笔
,

如
: “

关于写文章
,

我想提一个意见
,

C
。 ; ,

( K
, K :

) 的推导
,

有两种办法
,

一个是从 aS
、

S b
、

S e 和 L a邵 a n g e 展开得

来
,

一个是从组合考虑得来 (当然还有从解动力学方程得来
,

我们未涉及到 )
。

后者的优点是

概括性大
,

可以概括 A a 和 B b ; A a 和 B b
、

c 。 ; A a 和 B b
、

cc
、

dD 等 (我想也可用此方法推导

A a
交链

、

A a B b 反应等 )
。

因此文章可以介绍二种方法
,

或把一种方法放在附录中
。

这样我们

把 A a 和 B b
、

e 。 、

n d
、

E e … 的类型全概括了
。 ”

“

家钟同志
:

寄上二封挂号信
,

想 已收到
。

一封信谈了 A a
链反应的间题

,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满地

解决了
。

另一封信谈了 A a 和 bB 的缩聚反应
,

还需做工作
。

我又想了后一个问题
,

写了些结

果给您
。

这份材料是对前一部分的补充和修正
,

…
。 ”

唐老在这封长达 11 页的信中
,

写了 20

个计算公式及其推导的全过程
。

唐老一丝不荀地科学态度
,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科研合作

者及学生
。

唐老不仅在科研上一丝不苟
,

在教学上也是如此
。

198 6年他讲授
“

分子反应动力学
” ,

这

是国际上的前沿课题
,

也是唐老新开的一门课
,

数月前
,

唐老曾在复旦大学讲授过这门课
,

再

讲授这门课时
,

尽管轻车熟路
,

唐老还是认真地重新整理材料
,

重新制作幻灯片
,

吸收最新

成果
。

唐老在教学上从不误人子弟
,

把高深的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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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唐老说过
: “
长江是后浪推前浪

,

大海是一浪高过一浪
。

我们教书育人
、

科研工作也应做

到
: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这样我国的科学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

继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

才

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 ”

唐老既教书育人又甘为人梯
,

愿意学生在 自己的肩膀上站立起来
,

成为栋梁之才
。

他在给研究生讲课
、

谈话和写信时
,

总是教育学生要有开拓精神
,

要理论联

系实际
。

对研究生的论文和科研工作
,

唐老也是亲自帮助他们写好课题思想
,

写好理论
、

写

好科研工作计划
。

唐老是一位德高望重
、

功绩卓著的教育家
。

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与

科学事业
。

五十年代以来
,

他不仅立足校内培养了一批基础理论扎实
、

治学严谨的教师
,

带

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
, “
七五

”

期间培养出博士后 2 人
,

博士生 10 人 (其中有 6人 已获

学位 )
,

硕士生 12 人 (其中有 6 人已获学位 )
。

而且从校内扩大到全国
,

通过办进修班
、

讨论

班等多种形式
,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理论化学学术带头人
,

其中仅校内就有 4人

新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

1 9 8 8 年唐老为了在高分子物理化学方面
,

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而作计划时
,

给孙

家钟教授的信中写道
: “

我准备今年暑假到长春
,

做高分子链的统计理论
、

w i en er 泛函积分的

应用
、

标度理论等报告
,

估计 5一 6 次
,

在这个基础上
,

明年就可搞个讲习班
,

面向全国了
。

这也是我们培养高分子物理化学人才所做的贡献
。 ”

唐老说到做到
,

当年暑期举办
“

长春地区

高分子标度理论讨论班
” ;
次年

,

还是利用暑假
,

举办了面向全国的
“

高分子物理讨论班
” 。

70

多岁高龄的唐老
,

不顾炎热
、

顶着酷暑
,

每周为学员讲课高达 24 学时
。

通过这两次学术讨论

班
,

使我国高分子物理
、

高分子固化理论和标度理论研究工作向前迈出一大步
,

带动和培养

了一批高级专门人才
。

19 5 8年 以来
,

唐老在全国举办了 6 个这样的学术讨论班
。

这次新当选

的 4 位学部委员均参加过他在 50 一 60 年代举办的高分子物理化学学术讨论班和物质结构学

术讨论班
。

由他和卢嘉锡
、

戴安邦
、

徐光宪教授等共同培养而成为学部委员的有孙家钟
、

江

元生
、

张乾二
、

沈家驰
、

徐如人
、

黎乐民与游效曾
,

博士导师邓从毫
、

刘若庄
、

焉巧国森
、

戴

树珊
、

汤心颐
、

李伯符等
。

唐老在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
,

他始终倍守基金委的职责
:

根据国家发展

科学技术的方针
、

政策
、

规划
,

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
,

指导协调
、

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

研究工作
,

… …
。

在国家基金委第一次全委会上
,

唐老就提出了基金委评审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

十六字方针
: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

唐老言传身教地要求全委人员

做到
: “
不走后门

,

不递条子
,

… …
。 ”
唐老以身作则

,

在任期间从来未给委内外同志在评审

中递过一个条子
,

未打过一个 电话
,

从不干扰专家们对项 目的评审工作
,

对求他在评审资助

项 目上给予关照的同志
,

唐老总是婉言回绝
,

让这些项 目平等参加评审
,

对于未能命中的课

题
,

唐老客气地指出不足之处
。

对吉林大学的同志申报的课题更如此
,

从不搞任何特权
。

就

连他承担的课题也是把 自己当做一名普通受资助者
,

亲 自写课题
“

申请书
” 、 “

研究工作计

划 ” 、 “

年度进展报告
” 、 “

研究工作总结报告
”

等
,

就连 自己发表的论文也按基金委要求标上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而且唐老还告诫研究生
: “

在论文中
,

注明这项工作
,

得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

他在给孙家钟教授的信中写道
: “

这次评审
,

某同志未得到资助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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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经费有无困难
,

如有
,

我请他带一名硕士生
,

题 目和我商量后确定
。

目前 的量子化学计

算
,

关键在于选题和计算方法
。

如照原样
,

明年他也可能得不到资助
。 ”

唐老每次有了好的科研思想
、

好课题
,

他总是先想到别人
,

总是积极向他人推荐
,

并帮

助其工作
。

一次唐老在给孙家钟教授的信中说
: “

最近我读了些重整化群用于高分子的文章
,

对如何计算初步掌握了
,

如有人要在这方面工作我可以告诉他题目和参考文献
。

计算几个题

目
,

就对这个领域熟悉了 (这里说计算
,

实际是推导
,

不是指计算机 )
。 ”

对于组内的科研工作
,

唐老总是把难度最大的工作留给自己来完成
。

在发表文章
、

出版

专著时
,

唐老却总是要求把 自己名字放在最后
。

体现出唐老吃苦在前
,

培育新秀
,

甘当人梯

的高 尚品质和宽广的胸怀
。

有一次
,

唐老在给孙家钟教授信中写道
: “

关于内环化文章
,

我读了
,

很好
,

请心颐同志

修改后
,

可寄出
。

建议把李
、

巴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

我的名字放在最后面
,

因为计算都是他

们做的
,

理论工作早 已发表 了
。

千万不要再做变动
。 ”

唐老不仅对 自己的助手和学生是这样如此厚爱
,

对他人的助手和学生也是如此
。

在文章

署名上从不漏掉有贡献的人
,

无论他是教授还是学生
。

如
:

“

家钟同志
:

您好
。

三封信和泽生同志的三篇底稿都已收到
,

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

可以写成一篇

论文
。

建议分三个部分
: 1

.

机率处理 ; 2
.

分布函数 ; 3
.

多极矩和标度律
; … …

。

文章的署

名把李泽生同志写在最前面
,

我放在最后面
。

并征求汤心颐同志的意见
,

是否要把他的研究

生名字放上 ? 在下一篇文章
“

含内环化的 A a 和 B b 缩聚反应
” ,

肯定要把他放上
。 ”

在唐老的辛勤培育和指导下
,

李泽生同志在攻读学位期间和毕业以后能创造性地解决了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课题中若干难题
,

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
,

均

受到 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

正是 由于李泽生同志的贡献
,

在 19 88 年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

在 199 1年又被学校破格晋升为教授
,

成为吉林大学自然科学最年轻的教授
,

同年被国家教委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
“

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的荣誉称号
。

每当谈起这些
,

李泽生颇有感慨地说
: “

这里面凝聚着唐老师的心血
,

我永生铭记唐老师和他写给我们的这一

百多封信
。 ”

(四 )

唐老白天事务繁忙
,

由于眼睛高度近视
,

晚上不便书写
,

常利用节假日和出差的闲暇动

手写信
,

在承担
“

七五
”

重大基金课题时共逢四个春节
、

元旦
,

在这四个春节
、

元旦时唐老

都在忘我地工作
。

当人们阖家欢聚
,

把盏举杯的时候
,

唐老却展纸握笔
,

给他的合作者和研

究生写指导信
。

他在给孙家钟教授和李泽生同志的信中写道
: “

今天是年初二
,

窗外不时传来

爆竹声
,

…这几天我常想 A a 和 B b
、

cc 以及 sA 和 B bcc 的分布函数
,

得到一些结果
。

写给您

们供参考
。

…
”

信中附有 5 页 7 个公式推导的全过程
。

唐老在 198 6 年 12 月 30 日给孙家钟教

授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 “

明天就是 ! 98 7 年元旦
,

祝您
、

老江和理化所全体 同志
,

新年快乐
,

身

体健康
,

在新的一年里
,

取得更大成就 !.
二 ”
元旦当日

,

唐老又给孙家钟教授寄了第二封信
,

元月二 日唐老再次给孙家钟教授
、

汤心颐教授和李泽生同志三人寄了第三封信
。

几载年华
,

几

度春秋
,

唐敖庆教授就是这样不辞劳苦
,

不顾休息地在充实地科研工作中度过 了我国人民重

要的传统节 日
:

春节和元旦
。

在科研 岗位上辛勤忘我地工作
、

奉献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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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在高分子理论中
,

把固化理论同标度相结合
,

是一个国际前沿课题
。

唐老等人通过对各

类高分子固化反应全过程的分析
,

揭示了固化中溶胶一凝胶相转变的规律
,

并从高分子统计

理论出发
,

得到了溶胶一凝胶分配公式和各类反应的数量分布函数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计

算高分子矩的微商法
,

得到了国际上没有解决的计算凝胶前和凝胶后各矩的解析表达式
,

以

及计算各种矩的循环公式
。

从对溶胶一凝胶转变的标度行为进行深刻分析
,

得到了固化反应

的广义标度律
,

从而深刻揭示相转变的本质
。

在国际上首次考虑含内环化的交联反应
,

引入

胶联几率的新思路
,

解决了国际上至今没有解决的交联内环化间题
。

对我国高分子统计理论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美国权威杂志 《高分子科学 》 编辑部对唐老等寄去的论文评价道
:

“

我们把您的底稿还给您
,

您愿意的话
,

可以展开写
,

介绍您的贡献
,

让读者了解您的贡献
,

庆贺您写了一篇这样好的论文
” 。

再如国外另一个权威刊物—
《大分子杂志 》 收到他们的

“
用微商法计算回转半径

”
论文后

,

旋即回信
“

文中采用的循环技巧是足够新的
,

在应用上是

足够重要的
,

如果愿意
,

可以不做任何修改即可发表
” 。

唐老等人五年来超额
、

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这一课题
。

在

1 9 9 0 年 12 月下旬于北京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专家验收会上
,

唐老做为课题负

责人
,

亲自向专家组汇报了自己承担课题的完成情况
。

专家组成员对唐老等人完成的课题给

予了高度评价
。

·

唐老学识渊博
、

领域宽广
,

是一位造诣精深
、

蜚声国内外的科学家
,

也是我国唯一连续

四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 (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获一等奖 )
。

唐老在课题研究阶段
,

出

版专著 4 部
,

发表学术论文 66 篇 (包括量子化学和高分子统计两个方面 )
,

其中在国外刊物

上发表 22 篇
,

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 40 篇
。 “
七五

”

期间
,

唐敖庆教授和他的科研合作者可谓

科研成绩显著
,

硕果累累
。

(六 )

唐老的科研一直是同时开着几个课题
,

并准备着下个课题的研究工作
,

还计划着第三个

课题的研究
。

唐老还想着国内同行
,

相互联合
,

相互配合
,

共同钻研
,

做出有中国特色 的工

作
。

唐老在信中写道
: “

科研如攀登高山
,

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进
,

无平坦道路可走
,

确实是如

此
,

但只要锲而不舍
,

最后终能解决问题
。 ”

在进行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
”

课题时
,

唐老就给孙家钟教授写信
: “

很可喜的是这项研究工作
,

把化学学科的三个博士点 (信中所指

是吉林大学 ) 都联系起来了
。

这项研究对理论和应用都有意义
,

是高分子化学
、

无机化学和

理论化学的交叉点
,

搞上几年
,

一定会取得显著成绩
。 ”

至于
“

八五
”

期间
,

唐老早 已有个周密的科研计划
,

其中在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理论

研究方面
,

唐老在 199 1年 9 月 5 日写给李泽生教授的信
: “

我们在
“

八五
”

计划期间
,

准备

在
“

高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理论
”
的总标题下

,

完成下列四方面工作
:

一
、

含内环化加聚反应的固化理论和标度理论
;

二
、

高分子反应中的相转变的统一规律
,

… ;

三
、

高分子 固化过程的粘弹性能表征
;

四
、

高分子溶液的标度理论前人做过很多工作
,

我们要系统总结
,

并在此基础上做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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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琴
:

百封信件寄情怀— 记著名理论化学家唐敖庆教授

性工作
。

唐老曾说过
,

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
。

著名的理论化学家
、

中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教

授
,

正在运筹着更深
、

更远的想法和计划
,

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优秀量子化学专家
。

唐老在给

孙家钟教授的信中写道
: “

我想到量子化学这个重大项 目
。

把国内主要力量都联合起来了
,

如

何选择重大课题
,

能相互配合起来
,

而不是互无联系
,

各搞各的
。

各搞各效率不会高
,

显不

出中国的特色
。 ”

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 “

我国的量子化学已经走向世界
,

然而今后如何发展
,

确

实是一个大间题
。

我想除原有的工作方向外
,

必须在材料科学
、

生命科学和催化科学中有所

建树
,

做 出卓越成绩才能在国外站住足
。 ”
七十六岁的唐敖庆教授

,

仍老骥伏杨
,

志在千里
,

他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
,

和他的科研合作者又瞄准世界理论化学新的前沿课题
,

为祖国四

化建设继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

E X P R E S S T H E F E E L IN G S F R O M L E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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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中药化学基础研究
”

取得重要进展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梁晓天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常用中药

化学基础研究
”

取得重要进展
。

从已经完成研究计划的 15 种常用中药中分离鉴定出 3 72 个化

合物
,

其中 50 个为首次发现的新化合物
;
从正在进行的 9 种常用中药中已分离鉴定出 134 个

化合物
,

包括首次发现的 26 个新化合物
。

两批立项研究的 24 种常用中药共获得 5 06 个化合

物
,

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化合物有 76 个
,

包括各种化学结构骨架的生物碱
、

黄酮体
、

香豆精
、

木质素
、

菇类
、

街醇
、

蕙醒和贰类等
。

完成了 15 种常用中药重要成分化学研究
; 提供了新的

比较完整的化学资料或者填补了我国这些常用中药化学研究的空白
; 积累了这些中药所含主

要成分的标准品和鉴定分析所要的光谱数据以及植物标本
、

生药样 品等
,

为进一步研究和开

发提供了基础性物质和技术服务
,

已经或正在对这些常用中药的品种鉴定
、

化学分析
、

质量

控制和制剂工艺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
。

研究人员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

对 24 种中药的各种提取物和所得化合物进行生理活性测

试和药理动物筛选试验
,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有 2组个化合物显示一定的活性和药效
。

这些研究

的继续和深入无疑将会为阐明祖国医学理论和寻找中药防病冶病的科学依据提供新的现代科

学信息和物质基础资料
;
并将为新药的设计和研制提供新的思路和一些先导化合物

,

以适应

当前因知识产权 问题对我国医疗保健事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

同时各种结构骨架活性成

分的发现以及活性关系的探索
,

不仅丰富了天然有机化学的内容
,

也提高了我国传统中药整

理发掘的水平
。

(化学部 杜灿屏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