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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人物
·

一代宗师光耀中华 四海学人含悲挽歌

— 追忆我国高分子物理学创始人钱人元院士

王丹红

(科学时报
,

北京 l ( xX)8 0

我国高分子物理的一代宗师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前所长钱人元先生 于 200 3

年 12 月 6 日因患胰腺癌在北京医院去世
,

享年 86

岁
。

钱人元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

教育家
,

是我

国高分子物理
、

有机固体的奠基人之一
。

从 195 6 年

起
,

钱先生就一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
,

12 月 16 日
,

化学研究所将新建成的分子大楼的一间会议室开辟

为钱先生缅怀室
,

悼念这位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 47

年的科学家
。

缅怀室里充满了菊花
、

百合的馨香
,

中国科学院

院长
、

学部主席团主席路角祥院士
、

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白春礼院士
、

全国人大常委朱丽兰同志
、

中国科学

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同志等送了花篮
。

路甫祥在唁

电中说
: “

钱人元先生是我国化学界的老前辈
,

毕生

致力于高分子物理方面 的探索
,

做出 了大批卓越的

创新成就
,

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

香港求是科学奖

等多项重要奖励
。

他的不幸逝世
,

使我们失去 了一

位杰出的科学家
,

是我国科技界的重大损失
。

钱先

生治学严谨
、

平易近人
,

他对科学事业追求和忘我奉

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 ”

1 一生最爱是科学

钱先生 191 7 年 9 月 19 日出生于江苏常熟西 乡

汤家桥
,

父亲钱育仁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

后主要从事诗文工作
,

母亲廖令芬为家庭主妇
。

钱

先生 19 3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

19粼} 一 194 3 年

在昆明西南联大理化系任助教
,

其间他读的两本书

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

一本是 J
.

C
.

lS aet
r
的《化学物

理导论》
,

一本是 R
.

B
.

U dn
s ay 和 H

.

M a e g e

aun 编写的

《物理的基础》
,

读完这两本书后
,

他确定了以物理化

学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

19 4 3 年他赴美国留学
,

在加

州理工学院学习一个学期后
,

在威斯康星大学化学

系做了 3 年的研究生并兼任研究助教
,

19 4 7一 194 8

年又转人依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学习
。

194 8 年回国

后
,

他曾在厦门大学
、

浙江大学
、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工作
。

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科学与材料联合实验室主

任
、

首席科学家韩志超曾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研究

员
,

他说他第一次知道钱先生是在 1970 年
,

那时他

在威斯康星大学做研究生和研究助教
,

当时物理化

学研究所用的教学仪器就是钱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

在威斯康星大学做研究时亲手做的仪器
,

比较古典
。

他说他要回到美国将这套仪器要回来
,

送到化学研

究所展览
。

钱人元在高聚物分子量的测定
、

高聚物的剖析
、

高分子的链结构和高分子凝聚态物理的各个方面都

有过开拓性的贡献
。

195 3 年
,

钱人元在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时就开始创建高分子物理研究领域
。

当

时
,

高分子物理学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
,

没有实验仪

器
,

他就 自己制作仪器
,

用了 4 年的时间建立起当时

国际上正在使用的各种仪器和测量方法
。

19 57 年

收到国际组织发给世界各国国家级研究机构共同测

试的 3 个聚苯乙烯试样
,

他指导下 的测定结果在最

可信区
。

1956 年
,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部分

迁至北京
,

他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负责高分子

物理方面的学术领导工作
,

其间 19 77 一 19 81 年任副

所长
,

19 8 1一 19 85 年任所长
。

钱人元先生不 断开拓研究新领域
,

20 世纪 70

年代
,

他开创了有机固体研究
,

80 年代开展了高分

子凝聚态基本物理问题的研究
。

从 19 85 年开始
,

他

领导了我国一批优秀的高分子物理学家在高分子凝

聚态物理领域进行了独创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

他是

中国科学院一个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 ( 198 6一 1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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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7 )的首席科学家
。

在研究工作中他摒弃了按学

科分解课题
,

各自独立研究的传统模式
,

在高分子凝

聚和链凝聚态等基础问题方面获得瞩目的成就
。

他

的研究工作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等
。

2 丹青难写是精神

韩志超最后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 2 00 3 年 12 月

3 日
,

钱先生 当时已经病危了
,

但很清醒
,

他希望单

独和韩志超谈话
,

韩 志超问他有什么事情要交待 ?

他说
: “

高分子
” ,

韩志超向他报告了一个月前国际评

估的情况
,

他说
: “

很满意
。 ”

韩志超说
: “

高分子是钱

先生 的事业
,

也是钱先生的生命
,

他创建了中国的高

分子学科
,

到临终时放心不下 的还是中国高分子学

科未来的发展
, ”

钱人元先生也是我国高分子教育学的开创者和

奠基人
。

195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时
,

他与已

故的王葆仁教授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
、

也是世界

第一个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系
,

并担任高分子物理教

研室主任
。

他亲 自制定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的教学

大纲
、

专业课程设置和内容及实验规划
,

并讲授
“

高

分子物理化学
”

和
“

高分子物理
”

两门课
,

根据讲义整

理成的《高聚物的结构与性能》一书于 19 81 年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
,

199 5 年再版
,

在全 国高分子物理教

学中有重要影响
。

他认为高分子物理是一门新的实

验科学
,

强调 自己动手做仪器
,

他说过
: “

在高水平的

科研工作中一定要 自己动手建造仪器
,

靠商品仪器

是很难做出领先水平的工作的
。 ”

他曾要求化学研究

所七室的研究人员都要争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

分子系兼课
,

他自始至终要求将教学与科研结合在

一起
,

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

化学研究所的金熹

高研究员说
: “

钱先生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
,

一生执

着做学问
,

孜孜不倦
。

2加 3 年 n 月他再次住进医院

时知道 自己病重了
,

他希望能将 自己的几篇论文修

改好
,

临终前他一直在工作
。 ”

“

说得少
、

做得多
”

是钱人元先生 的风格
。

钱人

元先生 80 岁诞辰时
,

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实验室

曾为钱人元先生编集出版 了他的论文集
,

这本论文

集里除了学术论文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文章
。

一位学

生在化学研究所开设纪念钱先生的网站中说
: “

糟粕

所传非粹美
,

丹青难写是精神
。 ”

先生留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他的学间
,

更多的还是他的精神
,

一种真正热

爱科学
、

追求真理的精神
,

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

这个时代最最缺少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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