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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

大写的
“

人
”

— 忆唐老

路 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085)

200 8 年 7 月 1 5 日
,

骄阳似火
。

我得知唐敖庆先生正在抢救的消息
,

以最快的

速度赶到北京医院北楼 805 病房
,

但已经晚了
。

先

生已于 200 8 年 7 月 15 日 11 时 15 分停止了呼吸
。

我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唐敖庆

院士的秘书
,

历时 6 年
。

今天
,

回忆起唐老的许多往事
,

历历在 目
:
唐老

— 一个大写的
“

人
” 。

1 大科学家的风采

唐先生是我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
,

在我国科学界影响深远
。

他学识渊博
,

虚怀若

谷
,

德高望重
。

唐老就是一面旗帜
,

闪耀着科学家的

熠熠风采
。

他 1 955 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一生出

版 8 部学术专著
、

300 多篇学术论文
。 “

分子内旋理

论
”

于 19 56 年获 自然科学奖 3 等奖 ; “

配位场理论
”

获 1982 年自然科学奖 1 等奖 ; “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
”

获 1987 年自然科学奖 1 等奖 ; “

高分子缩聚加聚与

交联统计理论
”

获 19 89 年自然科学奖 2 等奖 ; “

原子

簇的结构
、

化学键和结构规则
”

获 20 00 年 自然科学

奖 2 等奖
。

唐先生的科学成果为世界化学界所承

认
,

为我国化学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

与唐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的填密思维
、

广

阔视野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所吸引和折服
。

我不止一

次看到他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
,

端着饭盒与著

名科学家讨论重大科学间题 ;也不止一次看到他虚

心平等地与 20 多岁的年轻人讨论学术论文
。

他常

常对我说
:
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天职

。

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

没有级别的高低
。

2 共产党员的情怀

19 9 2 年春天的一天
,

唐老师照例准时来到办公

本文于 2 0 08 年 7 月 25 日收到
.

室
。

我把要向他汇报的工作汇报完以后
,

他问我
:

“

党委希望我给党员讲一次党课
。

我想了想
,

现在很

多新党员对党的历史不了解
,

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

讲一讲?
’ ,

“

那当然好
。 ”

我说
。

“

有什么新材料吗 ?
”

他问
。

“

有一部新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

我也

刚刚看到
。 ”

“

那好
。

我们就以此为基本教材
。 ”

我连忙说
: “

有 40 万字
,

全都准备吗 ?
”

因为我知道
,

这是一部新出版的党史
,

我也正在

看
。

4 0 万字
,

对我们这些眼睛正常的人尚且不能在

短时间里看完
,

更何况对唐老师
,

一位近视达 2 000

度的老人
,

谈何容易
。

况且
,

一次党课也不用花那么

大的力量啊
。

于是我说
: “

是不是可以找一 些现成的辅导资

料
,

那样可以… … ”

还没等我说完
,

唐老师打断了我

的话
:

“

不 ! 备课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

还是趁这个

机会
,

重新学习一下党的历史吧
。

我们就以这本书

做教材
。

明天开始
,

每天上午你读
,

我们一起来备党

课
。 ”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
:

每天 2 万字
,

不算星期日
,

得 30 天
。

为了一次课
,

值吗 ? 我没有说出口
。

我了

解唐老师
,

他的认真是出名的
。

他在吉林大学就是

这样
。

因为眼睛不好
,

所以
,

他的备课实际是背课
。

每次课他都把教案背下来
。

这个作法他也带到了基

金委
。

记得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次全

委会上的报告
,

2 小时的报告
、

大量数字
,

他没用稿

子
,

全是背下来的
。

人们惊呼
:
唐主任有一个计算机

式的大脑
。

现在
,

这次党课很可能意味着他要把这

本书背下来
,

然后他再讲出来
。

果然
,

从第二天开始
,

我每天读 2 万字
。

他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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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听
,

神情专注
,

一丝不苟
。

我知道
,

他是在往心里

记
。

一个月就在读书中度过了
。

到了上党课时
,

唐老师以他特有的讲课风格给

全体党员上了一次生动的党课
。

那本书的基本内容

他真的融在讲课中
,

反映非常好
。

可谁知道
,

为了这

次党课
,

唐老师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和努力
。

他是

用心在上党课
,

在他的党课里融入了一个共产党员

火热的情怀
。

3 教授本色

唐老师是国内外著名的教授
。

自从调任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以来
,

他的学生就有点担心
:

还能听到唐老师的课吗 ? 他们的课程怎么办 ? 研究

生怎么培养? 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

因为唐老师是

第一任委员会主任
。

中国的科学基金制是一个全新

的事物
,

其运作模式
、

评审原则
、

资金安排等一大堆

事都要从无到有地干起来
,

工作千头万绪
。

有的同

学就问
: “

唐老师别不会不管我们了吧
” 。

我接手秘书工作以后
,

跟唐老师谈起这这件事

时
,

他也说
: “

学生的事很重要
,

要安排好
。 ”

但基金委

的工作和带研究生仍然是不可回避的矛盾
。

唐老师

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好办法
。

有一天上午
,

处理完工

作之后
,

唐老师对我说
: “

看来把课程集中起来在假

期上是个可行的好办法
。

最近这一段有点空儿
,

已

经快放假了
。

我们准备一下
,

利用放假的时间回吉

大
,

给研究生上课
。 ”

时值盛夏
,

长春虽然比北京凉快一点儿
,

但也是

很热的
。

加之长春一般很少安装空调
,

所 以
,

实际

上
,

比北京还热
。

我说
: “

可不可以请别人代讲 ?
”

唐

老师看了我一眼
,

慢慢地但坚定地说
: “

不行
,

是教授

就要上讲台! 不然是什么教授 ? 没有学生哪来的教

授 ?
”

他说得有点儿动情
。

在他的眼里我似乎看到了

更多
。

我们回到吉大的第二天上午就是唐老师的课
。

他像在学校时一样
,

只拿一根粉笔走上了讲台
。

不

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一上午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

他

按照教学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他的教授职责
:
是教

授就要上讲台
。

在吉大化学系
, “

老师上课不能看讲稿
”

是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
。

它始于 2 0 世纪 50 年代
,

始于唐老

师
。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

已经 80 高龄的唐老

师一直身体力行
。

我知道
,

学生在他心 目中的地位
,

知道教授的称谓在他心中的责任
。

为了上好课
,

他

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

为了备好课
,

我已记不清他

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

他那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和令

人拍案叫绝的讲课艺术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结

果
。

看着他在讲台上 口若悬河
、

深入浅出地讲解着

当前最前沿的复杂的化学问题
,

看着下面听课的老

师和同学们赞叹的眼神
,

一股由衷的敬意在我心 中

油然而生
:

这就是教授本色
。

4 生命线之歌

在中国化学界历来有
“

南卢北唐
”

之说
,

意即
:
就

化学的最高权威而言
,

南方是卢嘉锡
,

北方是唐敖

庆
。

可见 他在中国化学界乃至科学界的影响和分

量
。

唐老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奠基人
,

在

他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
,

又有了行

政权力
。

因此来自方方面面的条子
、

电话纷至沓来
。

在这种情况下
,

人们更加关注他的所作所为
。

有的

人也希望利用与他相熟相知的种种关系能得到特殊

的关照
,

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在这种情

况下
,

他的态度非常明确
:

按
“

十六字方针
”

办
。

并对

我说
:
不管谁

,

都不能特殊
。

有一次
,

唐老师在外面开会
。

我接到一封信
,

是

唐老师的一位老朋友写来的
,

希望在 申请的项目审

查时能予以关照等等
。

我知道唐老师的脾气和在这

种问题上的态度
,

于是我按惯例把信转给有关部门
,

并特别强调
:

唐老师的要求
,

是
“

按十六字方针办
” 。

有关部门有点犹豫
,

担心唐老师会有其他想法
。

我

说
: “

不会的
。 ”

于是有关部门按原则做了处理
,

这个

项目落选了
。

等唐老师回来
,

我向他做了汇报
。

他说
: “

做得

对
。

公正是我们科学基金制的生命线
。

离开了这一

点
,

就是对科学家的背叛
。

我们就会被科学家抛弃
,

也会被历史抛弃
。 ”

唐老师还特别强调 ; “

我们要小心

翼翼
、

如履薄冰
。 ”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

(作者曾任唐效庆院士的秘书
、

国家自然基金委

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