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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

倾心科教 高谊可风

—
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我国杰出的化学家
、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唐敖庆先生
,

于 2 008 年

7 月 15 日不幸因病逝世
。

唐老的逝世是我国科技

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 唐老于 19 8 6 年至 1 9 90 年担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主任
,

1 99 1 年后

任名誉主任
。

作为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的开拓者之

一
,

他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

1 我国量子化学的重要奠基者

唐老一生倾心 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
。

1 9 4 9 年

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后
,

冲破重重阻碍
,

婉言辞谢了各方面的真诚挽留
,

毅然放弃优厚待遇
,

回到刚刚解放的新中国
。

唐老

最初执教于北京大学
,

1 9 5 2 年院系调整后来到长春

参与创建东北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前身 )化学系的工

作
,

1 95 6 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副校长
,

1 9 7 8 年任吉林

大学校长
。

唐老常怀报国赤子之心
,

学术眼光敏锐
,

准确把

握国际学术前沿发展趋势
,

为推动我国化学研究在

世界前沿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

他曾在给

同事的信中写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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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中国

学者应有的贡献
。

不含和包含内环化的溶胶
一

凝胶

理论
,

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突破 口
” ,

科学远见卓

识和创新报国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
。

唐老一 生严谨治学
,

勤 于耕耘
,

硕果 累 累
。

1 95 5 年
,

他发表关于
“

势能函数公式
”

的成果
,

受到

国际化学界关注
,

该成果 1 9 5 7 年获得我国首次 自

然科学奖三等奖
。

他带领研究小组
,

创造性地发展

和完善了配位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

此项成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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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8 2 年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他和

研究小组探索发展 了一 系列新的数学技巧 和模型

方法
,

提出了本征多项式的计算
、

分子轨道系数计

算和对称性约化等三条定理
,

深化了对化学拓扑规

律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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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7 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

1 9 8 0 年代后期
,

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成

果
“

缩聚
、

加聚与交联反应统计理论
”

获 1 9 8 9 年国

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唐老甘为人梯
,

奖掖后学
。

他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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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也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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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唐老一生桃李满天下
,

他立足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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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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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

有的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

有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

2 科学墓金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198 5年 3 月 13 日
,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

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 “

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工作
,

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
” 。

邓小平同志指出
: “

成

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大家都会赞成
,

不会反

对
。

这是新生事物
,

先干起来再说
” 。

1 986 年 2 月

14 日
,

国务院发出 (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的通知》
,

标志着以
“

宏观引导
、

自主申请
、

平等

竞争
、

同行评审
、

择优支持
”

为基本特点的科学基金

制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
。

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

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

它突破了传统的计划

拨款体制
,

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开辟了一条稳定持

续的资助渠道
,

极大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爱国奉献
、

开

拓创新精神
。

如何将国际上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与

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

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科学

基金制是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

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这一历史形势下
,

唐老受命担任第一届 自

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

他把几十年科研经历中形成的

对科学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

凝成科学管理的先

进理念
,

以战略科学家的视野
,

为发展中国特色科学

基金制
、

繁荣我国基础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唐老始终强调国家实施科学基金制的重要意

义
,

要求科学基金工作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

他认为
,

实施科学基金制
,

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

要内容
,

首先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用行政手段
,

按部

门
、

按地区
、

按单位
、

按人头层层切块分配经费的拨

款方式
,

打破了过去
“

吃大锅饭
”

的局面 ;在选择科研

项目上
“

优中选优
” ,

避免了低水平重复
,

使国家有限

的资金更有效地用于学科发展前沿研究和对现代化

建设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作
,

同时也激发了科研人

员的荣誉感
、

责任心和拼搏精神
,

充分发挥了他们在

选题
、

制订研究方案
、

物色合作人员
、

实施研究计划

等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唐老始终强调基础研究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
J

性
,

确保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的大方 向不动摇
。

他认为
,

重视开展科学研究
,

无论对推动物质文明建

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

经济的发展和

技术的创新
,

依赖于基础研究作为前导和提供储备
。

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
,

是一

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

科学技术
,

特别是 自

然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
,

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
,

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唐老始终强调尊重科学规律
,

坚持在科学基金

工作中倡导和践行科学管理的理念
。

他认为
,

基础

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理论部分
,

同应用研究和技术开

发相比
,

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不同的特点
,

一般具有较

高的自由度和较长的工作周期
,

要特别注意保持其

稳定性和连续性 ;对研究成果
,

应着重考察其学术意

义和科学价值
。

唐老十分重视统筹部署
、

发挥科学

基金的引领作用
。

他曾提出
,

科学基金工作要紧密

跟踪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
,

处理好当前与长远
、

面向

与储备
、

应用与基础的关系 ;要认真制订好项目指

南
,

使自上而下地引导和自下而上的申请密切结合
,

对那些科学前沿和对国民经济
、

生产技术长期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

以及针对我国自然条件特点
、

有利于

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有重要作用
,

研究力量雄厚有可

能取得突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
,

要给予优

先发展和扶持
。

科学基金工作的根本使命是支持创

新
,

在关于资助什么样的创新研究的讨论中
,

唐老简

明扼要地提出
,

要力求
“

三新
”

(新思想
、

新方法
、

新成

果 )
,

重视移植
。

他认为
, “

三新
”

之中有
“

一新
” ,

就算

有创造性了
。

一般说来
, “

三新
”

全具备是相当不容

易的
,

在基础研究中
,

首先要重视新思想
,

其次是新

方法
,

再次是新结果
。

因此
,

在研究工作中要强调
“

三新
” ,

辩证地看待
“

三新
” 。

拿评价基础研究的标

准来评价应用和开发研究
,

过分强调
“

三新
” ,

就会束

缚我们的手脚
。

唐老的诸多论述
,

在今天看来仍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

唐老始终强调坚持科学家的主体地位
,

在科学

基金工作中重视发挥科学家群体的主体作用
。

唐老

曾深刻地提出
,

依靠专家是党在科技工作中的群众

路线的具体体现
,

科学基金工作全过程只有依靠专

家
,

才能做到择优资助
,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

科学化
。

他提出了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

理
”

的
“

十六字
”

评审原则
,

领导建设了一个在科技界

享有盛誉的专家评审系统
。

评审专家系统是科学基

金工作的重要依托
。

1 990 年
,

科学基金已经形成了

包括 1
.

5 万名通讯评议专家和 51 个学科评审组 6 12

名会议评审专家在内的专家系统
。

唐老以身作则
,

带头严格执行评审原则
。

他要求全委人员务必做到

不走后门
,

不递条子
,

自己以身作则
,

在任期间从不

干扰评审专家对项目的评审工作
。

对希望他在评审

资助项目上给予关照的同志
,

他总是婉言回绝
,

让这

些项目平等参与评审
,

对于未能命中的课题
,

他总是

耐心地指出不足之处
。

正是由于唐老的率先垂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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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形成了依靠专家的良好风气
,

科学基金的

评审专家系统被科技界公认为具有公正性和权威

性
,

经过这个专家系统评审资助的项目
,

被公认为能

体现学术水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

这一整套评审机

制
,

对科技人员产生了很好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

唐老始终坚持开拓创新
,

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

的环境
。

在唐老主持下
,

第一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勇于开拓
,

通过科学基金工作者和广大科技

人员的共同努力
,

初步建立了包括面上项目
、

重点项

目和重大项 目三个基本层次的资助格局
。

重视发挥

科学基金的引导作用
,

把 自上而下的指南引导和自

下而上的选题申请有机结合起来
,

形成了既有 自由

申请
,

又有主动组织
,

既有全面安排
,

又有纵深部署
,

既有计划性
,

又有灵活性的工作机制
。

在唐老为主

任的第一届班子的领导下
,

科学基金工作取得了显

著进展
。

四年共批准资助科学基金 4
.

26 亿元
,

资助

了 1 0 000 多个基础研究项 目
,

包括近 400 个高技术

新概念
、

新构思探索项目
、

1000 多个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

200 多个对国家
、

社会
、

经济有重要意义的重

点项目
,

以及 70 多个学科综合交叉
、

意义深远的重

大项目 ;先后与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和学术

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

资助了上千项国际合作项目
。

四年中全国约有 1 000 个单位
、

近 10 万人次获得科

学基金资助
,

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有深远

影响的研究成果
,

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

才
。

3 科学精神的积极倡导者

唐老高度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他提出
,

在科学基金工作中

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作

用
,

促进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
,

建立先进的科学观念
,

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
,

传播
、

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

摒弃迷信和愚昧
,

不断提

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

唐老在科学基金管理和科学研究过程中
,

坚持

弘扬唯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

倡导严格
、

严肃
、

严密的

学术风气
。

唐老曾在致科研同事的信中写道
: “

科研

如攀登高山
,

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进
,

无平坦道路可

走
,

确实如此
,

但 只要锲而 不舍
,

最 后终能解决问

题
。 ”

他认为
,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
,

不仅要勤于实践
,

敏于思考
,

而且要具备良好的科学道德
。

对于如何

加强科学道德修养
,

唐老提出了四条准则
:

一是学风

要严谨
,

态度要认真 ;二是正确对待别人和 自己
,

同

事间真诚合作 ;三是实事求是地评价科研成果 ; 四是

发扬学术民主
,

促进百家争鸣
。

唐老本人就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和高尚科学道

德的科学家
。

他提出的四条准则
,

正是他自己思想

品德的真实写照
。

在科学基金事业开拓过 程中
,

他

发扬艰苦创业精神
,

光明磊落
,

公道正派
,

严于律己
,

平易近人
,

团结同事
,

勤奋工作
,

努力为发展和完善

科学基金制创造条件 ;在科学基金日常管理工作中
,

他认真负责
,

作风民主
,

始终采取科学态度
,

察纳雅

言
,

充分尊重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在科学研究

过程中
,

他审视前沿
,

精心规划
,

严谨治学
,

扎实细

致
,

尊重同行
,

协同创新
,

勇攀科学高峰 ;在指导培养

研究生过程中
,

他言传身教
,

严格要求
,

循循善诱
,

教

同化雨
。

弹精竭虑
,

毕生奉献
,

唐老不愧为我国科技

教育界的治学典范和道德楷模
。

今天的成绩是历史的沿续和发展
。

唐老的崇高

品德和大家风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以

唐老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基金开拓者为科学基金事

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

将永远铭刻在广大科学基

金工作者心中 !

科学基金工作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

经过

20 多年发展
,

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
,

科学

基金经费稳定增长
,

2 00 8 年财政投入达到 53
.

59 亿

元
。

科学基金确立了
“

支持基础研究
、

坚持 自由探

索
、

发挥导向作用
”

的战略定位
,

提出了
“

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倡竞争
,

促进合作
,

激励创新
,

引领未

来
”

的工作方针
,

发展和形成了包括研究项 目
、

人才

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的资助格局
,

建立了

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为核心的一整套规章体

系
。

在前进道路上
,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

神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

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
,

继续解放思想
,

坚持改革创新
,

求真务

实
,

锐意进取
,

不断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
,

为提升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

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