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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

黄子卿教授

刘 瑞 麟 阮 慎 康

(北京大学化学系 )

19 78年盛夏的上海
,

中国化学会年会正在

举行
。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走上讲台
,

他

精神抖擞
,

谈吐滔滔
,

为到会的同志深人浅出地

作了有关
“

液体结构理论在化学上的应用
”
的学

术报告
。

这位老先生就是我国物理化学界的老

前辈
、

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黄子卿教授
。

那时

黄老已是七十九岁高龄
,

还不辞辛劳
,

不顾自己

身体有病
,

在这炎热的季节
,

第一个在大会上作

学术报告
。

有些同志担心黄老的身体
,

劝他是否

可以不作报告了
。

黄老明确表示
“

我应该讲
,

为

实现四个现代化
,

我要尽一切力量
,

在有生之年

里
,

为中国化学事业出力
” ,

黄老这种老骥不服

老
、

一心为科学的精神
,

使许多同志十分钦佩
。

黄老是我国物理化学界的开山元老
,

他一

生致力于我国的物理化学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
。

1 9 0 0 年 1 月 2 日黄老出生于广东梅县
。

早在

青少年时期
,

他就有科学救国的抱负
。 19 2 0 年

,

他远渡重洋
,

去美国研读化学
。

先后在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
、

康耐尔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及作研究工作
, 1 9 2 7年回国后

,

即在协和医学

院开始了国内有关物理化学的最 早的研究工

作
。 19 2 9 年进清华大学后

,

便结合授课进行多

方面的研究
。 1 9 3 4 年黄老第二次出国

,

在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科学研究
。

那时黄老正年富

力壮
,

他埋头于三相点的侧定工作
,

水的三相点

是热力学研究中的重要数据
,

而当时并没有一

个得到公认的精确数据
。

黄老以严谨的科学态

度
,

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
,

运用简单的仪器
,

经

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测试
,

终于测得了当时最精

确的水的三相点
,

即 0
.

0 0 9 81 ℃ 。

为热力学的研

黄子卿教授近照

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
,

受到了科学界的重

视
。

其后美国国家标准局组织人力重复验证黄

老的数据
,

所得结果与黄老的测定相一致
。

从

此
,

黄老测定的三相点被公认为国际上通用的

标准数据
。

三相点是温标研究中必需的几个标

准点之一
,

没有准确的三相点数据
,

会使热力学

的理论计算受到影响
。
因此

,

三相点的精确侧

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热学计量工作
,

而且对热

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都有意义
。

黄老由于三

相点的精确测定
,

被选人美国所编的世界名人

录
* 。

直到 1 9 5 4 年
,

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温标会

议
,

还再次确认黄老侧定的数据
,

并以此为标准

确定绝对零度为一 2 73
,

巧 K
。

三相点的测定反

映了黄老在研究工作中的严谨态度
、

技术水平

和科学成就
。

19 3 , 年 黄老完成三相点的测定工作 回到

祖国
,

就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化学研究和教育工

作
,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

为我们国家造就了不

少物理化学人材
。 19 4 8 年黄老第三次 出国从

事研究工作
, 19 4 9 年全国刚解放

,

黄老就回到

祖国
,

全力投人新中国的物理化学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
,

几十年来勤勤恳恳
、

兢兢业业为我国物

理化学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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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从事物理化学教学数十年
。

他编著的

《物理化学》一书
,

出版以后
,

十几年来都是国内

物理化学课程的主要参考书
。

黄老教了三十多

年物理化学课
,

他所开的专门化课程也都属于

物理化学范畴
。

在他五十多年的教学工作 中
,

有关这方面的课程讲授了十来门
。

如
,

教了二

十多年热力学
,

多次开统计力学
,

还有电化学
、

溶液理论
、

量子力学等
。

黄老对教学工作极为负责
,

他讲课态度严

肃认真
,

并结合学生实际
,

很有针对性
。

他总是

力求精益求精
,

把自己讲授的课程掌握得更全

面
、

更深入
,

并且跟上这门学科的世界发展水

平
。

跟他多年的助手都有一种 感 觉
:
黄老 讲

课
,

总是 日新月异
,

循循善诱
。

他一贯过细地做

好教学工作
,

每一堂课
,

每一章讲义从不马虎
、

草率
。
他对己严

,

对学生也是严格要求
。

他认

为
,

只有严格要求
,

才能使学生在一门课程的学

习中有较大的收获
。

他对自己所带的学生
,

总

是一丝不苟地指出毛病
,

并结合学生当时的学

习水平和基础
,

切合实际地加以引导
。

看到有

的学生学习和研究物理化学
,

光钻理论
,

不 重视

实验工作
,

黄老就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讲科学

实验与理论研究的关系
。

他说
,

物理化学和各

门化学一样
,

是实验科学
。

实验与理论相比
,

实

验更重要
。

理论不管多高明
,

总是要由实验来

检验
、

证实
。

实验是走在理论前面的
,

常常是由

于在实验中发现了异常现象
,

才从理论上加以

探索
、

总结
,

得出新的论点
。

黄老总是反复强

调 : 要重视实验
,

这是学化学最重要之点
。

他

自己身体力行
,

十分重视实验操作和实验数据
,

注意实验结果的精确性
,

并致力于实验室的建

设
。

他经常要求学生实验要准确
、

精细
、

认真
。

决不允许马马虎虎
、

草率了事
。

他的及时指正
,

谆谆教悔
,

使学生少走了弯路
,

沿着理论和实际

相结合的道路去攻克物理化学中的难点
。

在五十多年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中
,

黄

老就这样严于要求
,

善于引导
,

培养和造就 出大

批人材
,

真是桃李满天下
。

他的学生遍布祖国

化学界各个部门
,

其中不少人 已经成为我国化

学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

通 报 1 9 8 0 年

黄老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
,

还在基础理

论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自二十年代中开

始从未间断
。

他的研究课题也是广泛的
、

多方

面的
,

包括热力学
、

生物化学
、

电化学
、

统计力学

等
。

三十年代中完成三相点的测定
,

四十年代

以来
,

黄老专注于溶液理论的研究工作
。 1 9 4 7

年
,

他对电解质溶液中离子
一
溶剂

、

离子
一
离子间

相互作用问题
,

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
。 19 5 5 年

,

黄老还曾赴东德讲学
。

三十年来他一直对这个

课题不间断的作研究工作
。

他的论点和工作逐

渐受到国内外溶液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

例

如德国的 D
.

W a g n e r
在 S t u tt g a r t

高等工业学校

提出的博士论文 《在二元水溶液中颜料溶度的

研究》 ( 19 6 4 )就曾引用黄老的盐效应理论
,

解释

他的实验结果 (见该书第 34 和 57 页 )
。

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这个

课题已成为国际化学化工界非常关注 的 问 题
,

这也反映了黄老在研究工作上的远见
。

黄老对于研究工作也同样持有严谨的科学

态度
。

他对研究课题的每一步骤都仔细琢磨
,

实验数据
,

都要求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最精确并

总是重复数次
,

求得前后一致的
、

令人信服的结

果
。
他发表文章总要一再推敲

、

反复严格审查
,

以避免在理论探讨上发生缪误
,

没有十分把握

的话就不讲
,

决不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
,

冒冒失

失地提出一个什么
“

新
”
理论

。

他对有些青年人

动不动就想创造一个新体系
、

提出一个新理论
,

便结合自已的体会给予批评指正
。

他说
,

我收

到不少青年人的来信
,

报告自己的
“

创造
”

和
“

发

明
” ,

而实际上其中许多理论是不通的
。

因此
,

我劝青年要克服那种虚浮急燥的情绪
,

不要把

理论看得很容易
,

好象三下两下就能发明一条

定理
,

就能一举成名
。

搞理论工作是件很严肃

的事
,

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学习
,

要脚踏实地长

期努力
,

才能总结出理性东西
。

在科学上要有

所建树
,

不下苦功夫怎能行呢?

黄老是这样劝导别人
,

更是以此严于律己
。

他数十年来发表的三十余篇论文
、

报告都以数

据准确
、

论点明晰
、

说理有据而受到重视
。

黄老

的学术论文登载在国内外多种刊物上
,

自 1 9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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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

《美国化学会会志》
、

美国 《物理综论 》
、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杂志》
、

《化学物理杂志》
、

德

国《物理杂志》
、

丹麦 《结晶学》 杂志
、

以及《中国

化学会会志 》 、 《中国科学》 、

《科学通报 》
、

《化学

学报》和 (({ 七学通报》 等都曾发表过黄老的学术

论文和报告
。

黄老还出版了《物理化学》
、

《电解

质溶液理论导论》 和 《非电解质溶液理论导论》

等书
,

为我国这几门学问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

就是这样一位为我国物理化学的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

数十年从事溶液理论研究的科学家
,

在文化大革命中
,

却被林彪
、 “
四人帮

”

及其在北

大的代理人置于恶劣的条件之下
。
当时

,

科学

与愚昧
、

民主与专制
、

光明与黑暗在燕园里进行

着殊死搏斗
。

我国的溶液理论研究经历了一场

空前的浩劫
。

黄老的家被抄
,

实验室被封闭
,

他

的五个研究生也被拆散改行
。

雷电未歇
,

暴雨

又至
,

黄老在清华大学的儿子又被迫害致死
。

但

黄老一直没有屈服
。

他心里想着不只是一人一

家的遭遇
,

而是祖国的科学事业
。

在极为恶劣

的工作条件下
,

他仍然积极做学问
,

写成《非电

解质溶液理论导论》一书
,

经过争取
,

在 19 7 3 年

出版
。

在这段时间里
,

黄老还写了若干篇有关

榕液理论最新发展的专题文章
,

陆续在杂志上

发表
。

他照例每年订阅英
、

法
、

德几种文字的化

学杂志
。

学校里不能讲课和从事研究工作
,

就

在家里研究
。

他真是数年如一 日
, “

竟 日流光在

案头
” 。

家里人看他岁数大了
,

又有风险
,

劝他

过个舒适的晚年
,

他说 : “

我从六岁到现在
,

一

直没离开过学校
,

世上还有比研究科学更幸福

的吗 ? ” 19 76 年 1 月
,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

他

去参加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
。

站在总理的遗

体前
,

他老泪纵横 、 默默地说
:
总理啊总理

,

他

们不要科学
,

可中国不能没有科学啊 ! … …
“

中国不能没有科学 ! ” 黄老的一生就是为

科学在中国生根
、

开花而竭尽全力的一生
。

黄老

的青少年时代
,

正是祖国备受欺凌侮辱的时代
,

黄老在国内外的亲身经历
,

使他产生了强烈的

科学救国的思想
。

他一直认为
,

要发展科学振

兴中国
,

必须立足于国内
。
因此

,

他几次出国攻

读
、

深求和研究
,

总想着国内物理化学事业的发

展
。

抗战时期
,

他在西南联大工作
,

当时生活十

分艰苦
,

为了一家人糊 口
,

黄老卖光了全部家

当
。

他为了西南联大物理化学课程不致 中断
,

为了在抗战中尽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

全然

不考虑出国改善自己各方面条件的可能
。

他象

个辛勤的园丁
,

总是想方设法把物理化学这棵

幼苗移植到中国来
,

并且用汗水灌溉它
、

培育

它
,

使它成长
、

发展
。

抗战胜利后
,

黄老第三次

赴美作研究工作
。 19 4 9 年 1月

,

北京解放了
,

黄老立即积极进行回国的准备
。

有人劝他不要

回国
,

认为留下来研究的条件比国内好得多
。

可

黄老说
: “

中国人要为祖国工作
。

我是中国人
,

我要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出力
。 ” 1 9 4 9 年 7 月黄

老毅然回到了祖国
。

“

中国不能没有科学
” ,

黄老就是抱着这样

的宗旨回到了新中国
。

当他踏上祖国 的 上 地
,

亲眼看到党和政府奇迹般地消灭了通 货膨胀
,

他就对我们伟大的党肃然起敬
,

看到人民安居

乐业
,

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
,

更激起了他的爱

国热忱
。

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溶液理论

研究和物化教学工作中
。

在社会主义新 中国
,

黄老感到心情舒畅
,

精神振奋
。

他参加了历届

政协会议
,

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

周总理接见

六十岁以上的科学家并同他们一起吃饭时
,

黄

老曾聆听了周总理的亲切教诲
,

这一直鼓舞着

他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努力
。

他 呕 心 沥

血
,

三十年如一 日
,

勤奋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工

作
。 1 9 56 年

,

黄老参加制订全国科学规划的工

作
, 1 9” 年

,

积极写文章总结建国十周年我国

物理化学的发展
,

19 6 2 年参加广州会议
,

对我

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

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中肯的

意见
。

黄老的心一直是和祖国
,

和祖国的科学

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
。

“

中国不能没有科学
” ,

黄老对
“
四人帮

”

一

伙倒行逆施
、

毁灭科学的行径深恶痛绝
。

粉碎

了
“
四人帮

” ,

搬走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绊

脚石
,

终于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
。

黄老又重

新恢复了科学的青春
,

他年老不服老
,

不顾自己

年迈
,

到系里要求带研究生
,

要求做学术报告
。

领导上考虑到他年纪大
,

身体又不好
,

劝他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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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委化学组成员
。

年过八十的黄老
,

还在为发展我国

的物理化学事业工作着
、

研究着
、

筹划

着
,

他抱病坚持参加八十年代春召开的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和中国
’

化学会理事

会
,

他总是想着
“

中国不能没有科学广想

着他数十年所从事的溶液理论研究工作

能开花
、

结果
,

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园地

增添一份光彩
,

黄老是一位辛勤 的园

丁
,

一位可敬的我国物理化学事业的莫

基人
。

黄子卿教授和他的助手们正在讨论有关溶液理论问题

息
,

他执意不肯
。

他说
: “

原来跟我一起搞研究

的研究生和教师
,

改行多年
,

落伍了
,

这些四十

岁左右的人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 量
,

给他们补课
,

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

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
” 。

为了迅速发展我国的物理化 学事

业
,

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
,

为了迅速赶上世界先

进水平
,

黄老真是不遗余力
。

近年来
,

他特别注

意对青少年的培养
,

积极参加和青少年科学爱

好者的会见
,

并勉励他们按照国家需要和本人

专长
,

在不同领域里钻研
、

登攀
,

把各门科学都

搞上去
。

黄老为发展我国的溶液理论科学而工作奋

斗了一生
。

他说
,

我已经老了
,

已经不能做多少

溶液理论的工作了
,

但溶液理论对我国科学事

业是不可少的
。

它是基本理论
,

又有很大实际

意义
,

现在世界各国许多人研究它
,

并在生产上

应用它
,

发挥了巨大作用
。

我们国家溶液理论

的研究还是很单薄
、

落后
,

我要以有生之年为溶

液理论研究再出一把力
,

带出一批人来
,

让他们

站在我肩上
,

使溶液理论这门科学在中国站住

脚跟
,

发展起来 ! 中国不能没有科学
,

不能没有

溶液理论这门科学
,

这就是黄老的格言
。

黄老热爱科学
、

献身科学
,

为中国的物理化

学事业而努力工作了五十 多年
,

他的治学成就

与精神得到中国物理化学界的普遍尊敬
,

也得

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敬重
。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

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
,

还是中国化

学会副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委
,

兼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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