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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前曾见某报刊文章，讲到获诺贝尔奖的某华裔科学家与一位港台歌星同机到达国内机场的情形：
众多粉丝执花前去热烈欢迎歌星，却无人理会科学家，言语问颇有为科学家鸣不平之意。
笔者以为粉丝拥戴歌星合乎常情。
对科学家的冷落，可能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介绍科学和科学家做得不够的缘故，由此我萌生了写一些科
学家故事的想法，这种想法的内涵可概括为“中匡l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但是有的朋友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人文思想。
的确，我国还没有产生像爱因斯坦、萨哈罗夫那样既是大科学家又是大思想家的伟人。
但是，一个选择了把科学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必有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作为背景和动力，
这就是我所谓的人文情怀。
我写过一位数学家，他在年事已高时仍致力于书法艺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有位朋友说：“练习书法算什么人文情怀?”但我以为，这位数学家不留恋名位，这就表明了他的价值
取向。
他所追求的是艺术，这恰与他毕生从事的纯粹数学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本书讲述了几位科学家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
有的人平静顺遂，一路顺风；也有的人跌宕起伏，历经坎坷。
有的人得到社会主流的高度褒奖，也有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被极度打压；有的人执意留在
国内，也有人的远渡重洋。
他们在各自的学科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又各有千秋。
对于传统与西化他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崇尚西方哲学，也有的强调传统。
他们当中有人桀骜不驯，也有人安详平和。
这一切不仅不妨碍他们对科学的热诚追求，而且通过他们，让我们欣赏到这个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人生
，也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多元的世界。
    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涵盖了七位科学家，其中有两位是笔者的长辈和老师，有四位经过笔者的多次探
访，成文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或赞赏。
只有植物学家胡先瑞，因过世较早，笔者未得亲见，但也阅读了相关文章，并请教了他的同事和后辈
。
    这本书是献给青年人的。
笔者希望崇尚科学和科学精神、尊重和爱护科学家能够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
    黄且圆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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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家随笔丛书:大学者》主要内容是享誉中外的大科学家——胡先骕、孟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
恒武、王元、丘成桐等人的传记。
与一般的科学家传记不同，作者不单叙述这些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而且更侧重于他们的人文关
怀和文史哲修养，并探讨这些因素在他们成为大师，在专业领域里作出重大贡献时所发挥的作用。

作者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培养的学者与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以后培养的人才对照比较，发现
我国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受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很大，专注于理工科的专业教育，忽视人文社
科理念的熏陶。
这样的人才，虽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在专业领域的工作中或有优秀的表现，但是缺乏文史哲修养，难
以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很难成为大学者。
这也就深刻地回答了上述的世纪之问——真正的大师，不仅要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卓有建树的理
论创新，更要有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和献身真理的人格精神。

钱学森呼唤大师的世纪之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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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且圆（1939-2012），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祖籍上海市川沙县，著名水利学者黄万里先生
长女。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2年毕业；1981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83年获硕士学位。
1962年至1978年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数学教研室。
197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85年进入软件研究所数理逻辑室工作。
主要从事数理逻辑中的模型论和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取得了多项优秀研究成
果。
在《中国科学》、《软件学报》、《数学学报（英文版）》等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并有专著《线性
逻辑》。
曾担任中国数学会《数学进展》常务编委，中国数学会数理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
退休后，致力于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传播，撰写陈省身、丘成桐、彭桓武、胡先骕、王元、黄万
里等大科学家传记，获得传主和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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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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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04黄万里＼江河无情人有情 05彭桓武＼但期国运蒸蒸上，发达文明胜列强 06王元＼一位数学家的艺
术之路 07丘成桐＼追求数学的真与美 附录一托尔斯泰＼一个伟大天才的悲剧 附录二＼回忆父亲黄万
里 附录三＼祖父黄炎培的印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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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月1日，周恩来对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关系问题，主张向胡先骕承认错
误。
他说： “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
比如对‘李森科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看看哪些是对的或不对的⋯⋯如果李森科不对，
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批评它的胡先骕承认错误。
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
” 7月1日，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就李森科问题向胡道歉，承认去年10月对其批评有过火处，同时邀请
他参加将于8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讨论会。
 8月10日至25日，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
这是给贯彻双百方针树立一个榜样，由中宣部长陆定一提出，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具体操办的。
于光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他说，这次会议是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并宣布，党组织对学术问题不作
决议，让科学家自己讨论；强调学术活动要尊重事实，不同的学术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
解决。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持不同观点的遗传学家和与遗传学相关的专家学者。
依一般看法，会上的“明星”应该是我国摩尔根学派的领军人物，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
但在分四个专题安排的14次座谈会中，谈家桢发言6次，而胡先骕发言11次，胡成了发言“冠军”。
他从农业的实践、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出发，根据摩尔根学说，继续批评所谓的“李森科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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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且圆于，1996年体检，发现了肾癌，及时地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
王建业主任医师手术十分高明，一直到2009年的10多年问，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这以后虽然有些问题，且圆是追求理想与完美的人，不大愿意与其他人谈起她的病情与痛苦，凭着坚
强的毅力，配合医生与疾病作斗争。
    2012年3月，且圆终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
最后两周，她病情急剧恶化，没有留下遗言。
她和我都是唯物主义者，完全不注重身后之事。
    我们的亲友，且圆昔日的同学与同事，获知且圆去世的消息后，都感到十分震惊。
其中，不少人在几个月前还曾和她见面、谈话，感到她并无异常，精神尚好，十分乐观。
且圆辞世时，两个孩子杨炎和杨冰都在北京，我和她们都陷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并没有注意及时将此
消息通知亲朋好友和有关的熟人。
然而仅仅两三天时间，这个消息便已传遍海内外，他们与许多数学家打来电话，发来电邮、传真，表
示慰问。
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与沃尔夫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发来他撰写的悼词：    天锡丽则世代书香父乃名
世垂范上庠清泉在山隋珠幽光    夙昔结稿琴瑟在御相夫持家厚抚二女内和外睦亲朋称誉    方期共永遽
赴泉下一朝远诀众皆不舍昊天含愁泪如铅泻    呜呼哀哉魂归来兮人非金石寿乃有期吾友节哀珍摄克悲  
 2012年3月16日，且圆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的竹厅举行。
丘成桐院士以及数学、力学、信息科学方面的十几位院士，中科院数学院和软件所、北京工业大学的
许多同事．国内数学界的同仁，都纷纷前来送别。
我们的亲属，且圆在大学、中学时代的许多同学、好友，她和我以往的一些学生，也来给且圆送行。
    吊唁的学者与亲友，许多已是耄耋之年，然而见了且圆遗容，十分悲痛，涕泪交流。
她的中学同学王秉礼写下了诗句：    悼念同窗    黄泉路上坎坷多，且慢匆匆过阴河。
    圆梦人间亲情热，安稳升居天堂客。
    息事宁心繁杂事，仙途无限必成果。
    境界阴阳虽相隔，好人总让思念多。
    周国谨女士，从事科普电影编导已卓有成效。
她近年十分关注且圆父亲的业绩，时而看望且圆母亲。
得知且圆病逝的噩耗后，也写下诗句：    悼念黄且圆    黄花香蕊三月初，且与春风翩跹舞。
    圆润温和芬芳语，安随慈父驾西鹤。
    友叙旧话音容在，人祷挚情佳偶属。
    感应数学研软件，念怀家典虔0谱。
    在告别仪式上，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些老师与同学特地写下：    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追求真理而童心的人。
    他们对且圆有着深切的了解，这是且圆的真实写照。
    且圆逝世后，亲朋好友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东起江浙，西至云贵，发来唁电表示慰问。
她的大学同窗钱定平教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怀且圆》，追忆大学时代轶事，对且圆给
予高度赞誉。
许多旅美学者从美国发来唁电，对失去且圆这样一位好友感到痛心，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
。
    所有这些，都使我十分感动。
当时，我方寸已乱，情绪激荡，未能表达对众多亲朋好友的答谢之情。
谨在此，补上我与两位女儿杨炎和杨冰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敬意。
    正如我在前言中已经指出的，新世纪以来且圆十分认真地撰写了一组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并有结集
出版的心愿。
现在文集即将出版，这是且圆奉献给科技与教育界，尤其是广大青年学者与同学的珍贵礼品，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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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好的纪念。
    这里，我要感谢丘成桐与王元两位院士，且圆刻画的七位大师中，他们两位精神健旺，继续对数学
发展作出贡献。
他们当年配合且圆的访谈，使她能撰写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文章，受到广泛的欢迎。
且圆辞世，成桐发来感情深厚的悼词，经王元妙笔书写，连同王元的序言，置于卷首，为文集增色。
    我也十分怀念大师陈省身和彭桓武两位先生。
他们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在数学与理论物理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青年人
才，然而他们都十分随和，平易近人，对且圆的访谈非常支持与给予鼓励，对且圆撰写的文稿认真予
以审读与予以赞扬。
应该说，且圆对这两位大师的刻画，得到他们本人的认同，并引为知音。
    孟昭英院士不仅是一位物理学与电子学大师，而且对英语的发音、用词、造句、作文，甚至英美的
习俗、交往、礼节、典故，都有认真的思考与深人的了解，且圆的《随孟伯伯学英语》，生动地描述
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胡先骕先生逝世于20世纪60年代，是且圆刻画的大师中唯一一位她没有能直接接触的人物。
于是，且圆花费了加倍的时间去熟悉胡先生的生平、论著、事迹、史料，更多地采访了胡先生的亲属
、朋友与学生，终于能将胡先生的形象与坎坷经历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张映碧女士力促我将且圆这一组文章结集出版，并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做了编校工作。
没有她的敦促与帮助，这本文集是难以面世的。
    这里，我衷心地感谢科学出版社，他们能够摒弃社会上，特别是商场上利字当头的做法，从国家的
长远利益出发，从青年学子的成长与发展考虑，决定出版且圆的这本文集。
    在此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和牟克雄先生，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和李红琴女士，北京大
学数学学院胡德琨先生与庐山植物园胡宗刚先生，清华大学图书馆桂立新先生，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李
小凝先生与铁广强先生，以及且圆的诸弟妹在出版且圆这本文集的过程里所给予的热情与慷慨的帮助
。
    杨乐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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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随笔丛书:大学者》作者黄且圆，以其与陈省身、丘成桐、彭桓武、胡先骕、黄万里、孟昭英、
王元等七位大学者亲身交往的经历和多次的访谈为基础，记述了这几位科学家的故事。
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
有的人平静顺遂，一路顺风；也有的人跌宕起伏，历经坎坷；有的人执意留在国内，也有人的远渡重
洋。
他们在各自的学科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又各有千秋。
对于传统与西化他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崇尚西方哲学，也有的强调传统。
虽然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这七位科学家都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卓有建树的理论创新，更
有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和献身真理的人格精神。
他们有追求真理、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他们有敬业爱国、赤诚为民的奉献情怀，这一切都能让读者
们开启明智，启迪心灵，受到震撼。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以下这些大师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精神，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首度呈现胡先骕、孟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恒武、王元、丘成桐七位大师的人生传记，回答钱学
森的世纪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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