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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

忆唐敖庆先生

师昌绪
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0 085)

惊闻唐敖庆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
,

深感悲痛
。

我与唐先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事多年
,

深知唐老为人正直
,

一心为公的高尚品格
。

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东北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

前身 )时
,

我就与唐先生相识
,

我们的相知相敬则是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与运行期间
,

共事

中建立起来的
。

198 6 年 2 月 14 日
,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成立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
。

通知中任命唐敖

庆先生为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

同

年 3 月 21 日
,

我被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任命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

从此
,

我与先生开始

共事 4 年
。

今天的科学基金被誉为培育创新的
“

沃土
” ,

这

离不开第一代科学基金工作者在这片
“

处女地
”

上的

艰辛开拓
。

基金委成立伊始
,

唐先生等人深感科学基金对

我国基础研究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
,

为了如何更好

地开展科学基金工作弹精竭虑
。

在基金委第一届第一次全委会上
,

唐先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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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一直沿用至今
。

他领导建设了一

个在科技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评审系统
,

成为科学基

金工作的重要依托
。

唐先生还以身作则
,

带头严格

执行评审原则
。

他要求全委工作人员务必做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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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未能命中的申请
,

他总是耐心

地指出不足之处
。

正是由于先生的率先垂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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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先生工作作风民主
,

经常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

决定基金委的大政方针
,

而且透明度相当高
。

对于

一些他不太认同的事
,

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
,

他也能

欣然做出正确的决定
。

其中一个例子让我记忆深刻
。

19 86 年
,

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同志对恢

复在
“

文革
”

期间停了多年的
“

国家自然科学奖
”

非常

关心
,

并提出只有中国科学院或者基金委有能力承

担这项工作
。

当时
,

基金委内部对这项工作存在较

大争议
,

有的同志认为此项工作难度较大
,

且易得罪

人
,

态度并不积极
。

当时的常务副主任胡兆森同志

和我则认为通过自然科学奖的评定
,

可以了解全国

基础研究实力的分布
。

而且
,

该奖项也会是科学基

金成果的一种体现形式
,

因此力主承担这一任务
。

在唐先生的支持下
,

经过大家多次的磋商讨论
,

统一

认识
,

化解分歧
,

基金委在 1 98 7 年恢复了评奖工作
,

次年又扩大到港澳地 区
,

到 1 99 4 年先后评了 4 次
。

后因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奖励办公室
,

基金委承担的

这项工作才告结束
。

在此期间
,

我们处理了多项有

争议的项目
,

由于评审工作坚持公平
、

公正
、

严谨和

透明的原则
,

受到了科技界的广泛好评
。

作为一个科学家
,

先生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深

思远虑的作风和习惯
,

他是我国量子化学的领军人

物
,

曾获得过我国最多最高的化学奖励
。

他连续 5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

并获得 1 9 9 3 年度陈嘉庚化

学奖和 1 995 年度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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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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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中国科学院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
,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本文于 20 0 8 年 7 月 25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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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

深切悼念唐敖庆先生

朱光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08 5)

1 986 年初
,

作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

之一
,

国务院决定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的基础

上
,

成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为自然

科学基金委 )
,

唐敖庆先生被任命为首任主任
。

唐敖庆先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

提出了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

原则
。

在他的领导下
,

自然科学基金委发挥委内外

科学家的集体智慧
,

使 自然科学基金制成为我国支

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

得到我国科学界和有关

领导部门的广泛好评和支持
。

唐老作为我国科学基

金制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
,

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科学基金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我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的

工作人员
,

有幸协助唐老筹备组织召开我国第一届

量子化学学术会议
。

在这期间
,

唐老的渊博学识
,

长

者风范
,

为人谦和的高尚品德
,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
,

令人敬佩
。

1 9 86 年初
,

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先生派中国

科学院科学基金局黄坚局长和作为陪同的我一道去

长春接唐老到北京上任
。

我们到吉林大学招待所刚

安顿好
,

唐老就来看我们
。

当时是大雪天
,

唐老头戴

翻毛大皮帽
,

脚穿大皮靴
,

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

一

进门就问寒问暖
,

同我们拉家常
,

询问科学院科学基

金局的工作情况 ; 向我们介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

方毅电话通知他国务院提名他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主任
,

他表示尽管没有经 验
,

只要党和国家需

要
,

他一定尽心尽力
,

全身心投入
。

临走时还一再嘱

咐我们东北很冷
,

一定要注意身体
。

19 8 9 年初
,

在苏联解体前
,

我和 沈文雄
、

刘才

栓
、

刘玺书等同志
,

陪同唐老访问苏联科学院
。

年事

已高的唐老为节省费用和我们一样坐 飞机经济舱
,

住一般套间
。

当时的苏联已经衰弱
,

日常生活用品

稀缺
,

市场上看不见水果
。

我驻苏大使馆给唐老送

来的水果
,

唐老舍不得吃都分给我们
。

在访问期间
,

唐老非常注意发挥大家的作用
,

鼓励大家积极发言
。

跟唐老在一起
,

尽管 日程很紧
,

但心情非常愉快
。

自然科学基金委从委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
,

大

都来自国家科委
、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
,

还有少数

同志来自其他单位
。

由于唐老作为第一把手
,

在干

部配置
、

使用以及在 日常工作中
,

不分亲疏
,

一碗水

端平
,

一样要求
,

一样对待
。

全委上下心往一处想
,

劲往一处使
,

很快就形成了凝聚力很强
,

人气很高
,

工作热情很高的战斗集体
。

为了落实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

合理
”

评审原则并逐渐形成平等竞争的运行机制
,

自

然科学基金委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回避制度
,

唐老以

身作则
,

带头执行
。

他从不批条子
,

不为弟子和友好

讲情
,

充分尊重专家的评审意见
,

也从不向化学部提

任何个人要求
。

在建立专家评审系统方面
,

也从不

偏向任何部门和单位
。

在他的带领下
,

全委的工作

人员都自觉遵守和执行各相规定
。

自然科学基金委

之所以能在科学界享有良好声誉
,

与他率先垂范的

领导风范和高尚品德密不可分
。

他在工作中原则性很强
,

在为人处事
、

待人接物

方面又很谦和
。

他独特的领导风格和高尚的长者风

范
,

深得同志们的敬重
。

他是我国科学基金制的一面旗帜
,

是一面永远

激励我们的永不褪色的旗帜 !

(作者曾任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员会化学科学

部常务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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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雨
。

对于科学事业
,

他掸精竭虑
,

毕生奉献
。

作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和高尚科学道德的科学

家
,

唐先生作风严谨
、

谦逊谨慎
、

堪为师表
,

是吾辈学

习的榜样
,

他的崇高品德和大家风范为我们留下 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

特别是在国家走向富强的今天
,

先生的精神应大力提倡
。

谨以此文悼念唐敖庆先生 !

本文于 2 0 0 8 年 7 月 25 日收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