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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员是一辆车子的“两个 子”的

想，并且加强了全校 工的工作，充分调动

全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大 进”中的

“五马 ”——行政战线就有一份贡献。 

六

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 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与共和国第一

部 法的讨论 定。 还多次作为国家高

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会议。 一向

平和低调，不事张扬，不 利，讲求实

干， 奉献。 克 奉公，清 自 ，

家教严明，风清 正。 平等待人，同志情

深，尤为关爱年 人，受到大家的 重。  

2019年7月31日， 走完了102年人生

历程， 鹤西 。回顾 那 、正直、

奉献的灿 一生， 者福 我们和

的交 ， 然只是 长人生中的片

段， 永远结下了 的友 ，受到深

的教 ，我们感 我们 在我

们心中， 始终是一位良师 友，永远留

在我们的记                    2020年2月

我的父亲——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孙承谔
○孙捷先（ ）

我 承 生于1911年 革命

发生那年， 世于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

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动 的年

代。前 生，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

留学，尽展 华，在化学研究上 出杰出

贡献，在世界物理化学界 。回国

后也为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想，

斗， 尽全力。后 生，他为北京大学

的发展和建设 尽 ， 经多次政治运

动的 难， 不 地 身教学、科研

和北大化学系的 理， ，为人师

表， 李满天下。他以身作 ， 谨 ，

关爱教 员工和学生，深受大家 爱。

我家 居山东济宁。清 时，济宁

家 三代人中出了多个举人、进士、

、状元，出任 大 要 ，

居一品。与 家常为 ，家 文化

水 交融。民国时，家风依 ，重教

德。我 （1877—1957）,

， 年留学日本学法律，参加过同

会， 在山东 府任 。我

（1875—1961）是 夫子 十六代后 。

1923年 承 12 时，便步哥哥 承 后

，考上清华学校。

1929年，18 的 承 从清华毕业

后，公 到 国 斯康 大学化学系留

学，两年后 到学士学位。1933年他22 ，

获得 学博士学位。次年 为普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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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助理，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

 当时普林斯 大学 充满了 的

学术 围， 集了爱 斯 等一批享 世

界的科学家。 承 听这 大师们的

课，对他热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

学和数学 的增强有很大帮助。他

常 查 资 的数学物理 书 就在新建

的数学系 （Fine Hall），那 是学者们

爱 和自由交谈的地方。 承

：“下午 的 ， 出了 多共同兴

的 学科组合， 生了 新的交 学科

成果。”他和爱 斯 也有 次交谈，爱

斯 对他的研究很感兴 。 承 也向

他请教了量子力学在化学方面的应用

题，受 。听爱 斯 拉小提 也是

他日后 道的 好回 。他所在的福

克化学实验室(Frick Chem. Lab)，在

勒（Hugh Scott Taylor）教授领导下，有

着6 物理化学家。化学动力学是专门探

索化学 应速率和历程的科学。化学 应

的速率 万别，快的 万分之一 就能

完成， 的十 万年还在进行中。之前

有很多实验结果， 从理论上、微观上

解 、分 测这 现 ，还是一个难

题。只有一 经验的、不 完 的理论。 

当时助理教授 林(Henry Eyring)提出

了著 的过 理论（也 活化 合物理

论 对 应速度理论）。 承 通过大

量计 分 ，第一次应用这个理论得出了

3个 原子体系3 + 应的

能面 。这一成果，1935年在 林、吉兴

诺维奇和 承 共同发表的论文《均相原

子 应的 对速率》（The Absolute Rate 
of Homogeneous Atomic Reactions J. Chem. 

Phys. 1935,3,786-796）中得以表 ，至今

为各国化学动力学教 及专著所 用，

是近代化学动力学重要成果之一。1976

年 国化学学会成立100周年时，这一成

果 列入化学领域 年重大成就。

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 ，

现代的精确实验完全证实（History of 
H3 Kinetics，D. G. Truhlar and R. E. Wyatt, 

Ann. Rev, Phys. Chem. 1976,27,1-43）。在

此期《年度物理化学 论》纪 专 发表

的22 论文 中，此 位居 首，突显

其所 成果在物理化学 年发展中的重

要性。

1982年斯 福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博

达特（Michel Boudart） 北大时 ，

他1946年到普林斯 大学 博士，听 勒

教授讲到 林和 承 的研究， 谈到后

面的延续工作时突然停 。他便 ：“以

后 样了 ” 勒教授 地回 ：

“ 计 器的 博士回中国了。他在中国

继续研究，不然，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成果。”

承 在普林斯 大学的良好学术环

境 ，充分发挥了他的 明 智，取得了

出 的成绩， 他心 不忘的还是

国。当时日 东三 ，正 进 华

北。满 爱国热情的他再也不能安心在

为“ 之 ”的普林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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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他满 科学救国的 心 志回到

了 国，应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4

，成为当时北大最年 的教授，他当时

的学生，后来的中国 业大学教授顾德

回 ：“ 教授年 与班中大多数学

生相近， 他平易近人， 有教授

子，平等对待。他讲课条理清 ，准确

。 他指导的论文选题精当，对学生

， 身帮助，能出好成果。

教授 备的满 热情、 不 的从事

教育精神， 模。” 

那年 天，在清华物理系任教的萨本

学长 他的 清 承 ，

他们 人都 球，又有共同理想，

一见 情，很快 入爱 。1937年 “卢

沟桥事 ”后，北平 落。他们 到

明，在那 结了 。一年后有了我。

北大、清华、 开三校在 明组建了

国立西 联合大学，肩负起为抗战的 国

培 人 的重任。 承 在西 联大教 

“普通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还到

云 大学任教，并在 明中法大学兼课。

尽 条 简 ，他 坚持 了一系列针对

有机化学 应用活化能计 讨论历程及物

质结构和物性间关系的研究。1935到1940

年间，他先后在《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

了17 论文。 在联大听过他课的杨 宁

在他1984年 国时，对他 ：“ 先生

讲课，每次将三 黑 满时，正好下

课，我对此印 常深 。”

明是抗战后期中国的大后方，也是

与外界联系获取国际 助的重要通道。

国的陈纳德 队和 军支 人员都 驻

路过这 。为了中 两国军队间的沟

通， 还 兼 在 明 员训练班教

文，在 明 军供应 务处教中文。 

抗战 利后，原分属北大、清华、

开的教授们纷纷回 原校。 也于1946

年5月回北平，继续在北大执教，并任化

学系代理系主任。他还兼任《中国化学会

会志》编委和经理编 ，为该 志不间断

的出 和发行 出不少心 。

1947年他 国明尼 达大学研究

理论，他本可大展 ， 未完成

期工作， 国又在召 他了。 然远 重

洋， 深切关心着内战中的 国和

人。 发动内战，冯 祥将军 无

效，1946年便与 决 ，以水利专使

出 国。次年，冯 祥为推动华 的

内战活动到处进行 传 动。一次他发表

演讲时， 自 勇地 他当 ，

他 的演讲 得恰到好处。

北平解放前20天， 回来了。他

一 有其他 的 机从

回。 着 的西 ，精神 发，十分兴

。回国前，他到 他大学 了当时

成为世界 物理化学家并担任该校研

究院院长的 林。 林 了他好 本论文

集，并在 面上 下：“ 我的好

友 承 。” 国 友都期望他在科研上

取得更大成就，并挽留他留在 国。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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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又遇到正要 台 的 亮教

授等好友，他们 他 台 。 坚

持要回北平，这是 为他对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会带来 明前途满 信心。

后来（1956年）他在对台 广播中谈

到这段经历：“在1949年1月9日，解放大

军正 北平围住。有 友 机 ，

而我 从国外回来，就在上海不期而遇

了。我们 然 别了两年，有的是话可以

谈， 是，在十 路口上，最关心的事还

是 从。当时 友们 我留在上海，

等接家 来后，一起 台 大学教书。而

我决定回北平和大多数 友们同 共 。

分别的时 ，我们 着 ：‘等十年以

后， 们再看 的对’。”他还 ：

“我们都是 社会的过来人。尤其是像

我，我们自视清高的教授与科学家， 然

自以为是无党 ，好像不参加任 政治活

动。实际上 不受 动政治的 不

受 国主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热爱

国的。那时 ， 不想中国 立富强

不希望中国能 工业化 可是事实上，

在 中国， 十年过 了，我们只看见

资本家们 来 富了， 国 来

了。 国的建设 有一点影子，更谈不上

工业化了。 是热爱 国的人， 不为此

而 心 ”接着他对 北大化学系在新

中国的 化， ：“自1913年建系起，

到解放前 ，35年以来 有 显著的

成绩可 ，更谈不上 进展。 化学系

的面积不过两 多平方公 ，每年毕业的

学生也只有二十 人。教员更是 可

数。都在过着 、不得温饱的日

子。 有心好好教书， 研究 解

放以后，北大化学系 获得了新生。现在

我们使用的 经有六 多平方公 ，

今年又要开始建筑两万多平方公 的大

楼。每年毕业学生 年增加。今年170，

明年200，后年250，将来要到三四 。教

员 有80多位。单是一年的毕业论文数

量，目前就 解放前 年还要多。”他

着实为自 代理北大理学院院长、长期担

任化学系主任所取得的成绩而 。

回到北平后接受了从 教授

处 来的研究生刘 ，这个后来成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 大学教授、著

量子化学家的学生在“口 史”中详尽

了 承 样让他从校正别人论文中的

计 ，而学会 和发表了第一 学

术论文； 样指导他从文献入手，经过

的计 、分 ，完成了 士学位论

文； 样在他毕业后为他联系在 国继续

深 的机会， 战争 发不能 后，

留他在北大工作，开 了他一生的教学科

研生 。 行间流 出他对导师的

、热爱和感 。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全家张开

双 接新中国的 生。次年 加

入了土改工作团 下到 土改，

还担任了副团长。回来后 就代理了理

学院院长，担任化学系主任，他还 任民

北大区分部的第一任主委。他满 热情

地工作，又要学习 联，又要 想改 ，

接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学俄文 多

，他就能 俄文文献。他还 了 多

马列主 的书和 泽东著作，后来 至和

干 一起 了一 题为《 证 物主

论与化学》的文 在《 学研究》

（1955.4）上发表。他每天 办公室

班，开会，还要备课，编讲 ，授课，

出一点时间就 点科研。他还 邀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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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53年11月，他成为16人组成的化学

所筹委会成员之一。在讨论化学所研究方

向时，有人提出：“ 尽可能地 切结

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那 与当

前国家经济建设关系不大而我们又

实际 的一 理论性研究（如量子力学

等），这是属于‘ 上 ’性质的，目

前均可不 展开。”而 为：“作

为化学界的中心，不应 只看到目前，今

天要与明天相结合，如顾此 彼， 不能

成为中心， 题目不应 。” 深

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等新兴学科对化学

动力学理论和实 的发展有着深 和长远

。1956年他还参加了由周 来总理主

持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

定工作。

在他担任北大化学系主任期间，为了

好系 的行政工作，他放 了 多自

想 的科研，而为别人开展教学、科研

桥 路，解决 ，创 条 。他关心系

的教 员工，为他们解决困难。1951

年， 、高小 夫 从 国回来，一

时 有住处，他就请他们 住我们家。高

小 在回 文 中 道：“那时北大理

学院在 ，教师 张，我们

分配 住 楼的一间大教室 。 住在

中 胡同32号院内4号的 承 先生也

出了他家一大间 子，终于让我们住了进

。至今我们还深深感 先生和他夫人

清先生， 他们 于助人的高

风亮节。” 、高小 这一对后来中

科院的院士夫 为分 化学和中国的 土

技术世界领先 出了 的贡献。

还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院系调 后，北大 到原 京大学的

，我们在 东 住了一年，为解决

新来的教授住 ，他带 让出了我家小

楼， 到面积很小且 的中关 一公

，并在这46平米的公 一直住到1991

年他 开人世。其间 次有升 机

会，他都让 了别人。为提高 教师的

待遇和改 工作环境，为请来 等

教授和安 教师他四处 走，呼 。

他为实验室的建设出 划策，想方设法。

他 联的教育体 和北大的传统相结

合，组织 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大 。他

任 任 、平易近人、 谨 、克 奉

公、 、热爱教育工作和关心 年

的优秀品质，对化学系的发展和优良学风

的形成有很好影响。 个多世纪以来，他

，培 出众多的科学家和高 人

，为 国 荣 盛和科学、教育事业发

展 出了 贡献。

一生主要从事物理化学，尤其是

化学动力学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国

内外主要学术期 上先后发表论文50余

，其内容涉及 极 测定、活化能计

、过 理论、电负性、 剂效应和

化动力学等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他指

导 年教师和学生对 与 代 间的

特 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证实了对

该 应， 剂的物理性质远不如化学结构

影响大。而化学结构中又以 能团影响最

为显著，证明了有机物 团的 导效应与

化学活性间有关系。这 工作加深了各种

对 特 应影响规律性的 ，

对 明其机理有很大 ， 而 起了当

时化学界的高度重视。

“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我国

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他又开始进行 化

应动力学的研究，如 在 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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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化 和在银 化剂上乙 化

应的动力学。前项工作研究了 分子结构

对 速率的影响，实验证明， 的长

对 在 化物的阿 斯（Adkins）

化剂上的 应活化能无影响，

应速率常数 随 的 原子数增加而增

大， 主要是 率 子的 化，证明了这

种 化 应属于二位机理。在后来所 的

银 化剂上乙 化 应动力学的研究

中，大量实验表明乙 化所得环 乙

的生成属于 尔- 尔（Langmuir-

R i d e a l）历程，而二 化 的生成主

要属于 尔- 尔 德（Langmuir-

Hinshelwood）历程。 此乙 化 化

应可用两个平行 应表示，而不是

文献上提出的 平行 应。这 规律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一定指导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担任了

近20年化学系主任的 承 当成“走资

” ， 家，也 抓

和大会批斗。批他的大 报 无 。后

来 “清理 队 ”时，有人到我家办

起学习班。他们 要他承 是国民党员，

他 ：“ 的上司和下 都 是

国民党， 不交待， 路一条 ”

：“当时的 年教师都 到过国民党的

申请表格，我 ，当 了。” 他

们单 家属谈话时， 空 ：“

承 在解放前 为 会从 国回来

我们有证据，他是 国民党 回来的特

务。 们要和他划清界限，动员他主动交

待。” 是黑白 ， 至极!

1969年 自卫 战后，

然58 了，还不得不 “干校” 动改

。 不放心，也报 着 了。他们

先到 西 洲，又 到德安 建化工

。这 年 体 的 教授 ， 土，

运 ，挑 ，和 ， 家人住

在一间大 ，用 截布单 开，放个

都能共享。每家的地 只 放两张很 的

单人床，中间的 道不足一米 ，日用物

品都放在地上。每 六点天 亮，就要集

合列队， 主席 录， 。

上 工后，还要开会，学习，“斗 批

”，直到 十点 。染上 吸 ，

得 包 ，还不准自 有 的东西

。一次 挑 上 手

时，从所 三 手

下。 好 出 的

， “三 ”落下， 部

先落地， 要了命。 也

得 身 ，多处 。

也 挑水过累，

边，险 掉进 。大家

都 ，他们福大命大，大难

不 。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

生(试点)的请示报 》，他

们 回到北京。1975 年孙承谔教授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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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运动”时，只 从事正

常的民 活动就 划成“ 分子”，

导致患 ，险 明，还 工作。

“文革” 期我也 “资产 分子

家 ”和“海外关系”， “革命 众”

三次抓 毒 ， 体 ，险 致 。尽

本人和家 成员都 受过 多不

，他 从未对 国前途 信心，清华

校训“自强不息， 德 物”就是他的精

神力量。他为北大化学系的发展，为 国

培 高 人 而 出的成绩始终使他感到

和 。以他为 样，我和 、

后来都 力拼搏，成长为教授和研究

员，各自在 位上取得很大成就，他也为

此 常高兴。

“文革”后期，他天天到空 的

书 查 资 ，了解世界科研新成果和动

向，尽 当时 有条 和环境，他还是

起了多年想 而 有时间 的研究。1976

年的一天，他 看前 为纪 国化学学

会成立100周年的《年度物理化学 论》

专 时，看到了那 对 林和他的研究成

果的 论文 ，他兴 得 出了满

容，无 和 快。

“四人帮” 正之后，1980

年 与来 北大的 友、世界著

化学家 林（Henry Eyring） 别重

逢，一时传为佳话。

1978到1985年他先后应邀到 门

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

学、吉林大学、 京大学等20多所大

学及大 化学所、上海化学会讲学，

世界物理化学理论的最新动 。

所到之处听讲的人 之 ，场场

满。为了挽回十年动 的 ，

世界科学的进展，1984年他自

国联 友，动员留 人 回国。

为了推动我国化学动力学的科研和教

学工作， 还组织 了 国科学家

J.W. 尔和R.G. 尔 所著《化学动力学

与历程》（第三 ）一书。他 地

审 、校改，1987年由科学出 社出 。

他对学生满 热情，经他推 到 国

和欧洲 博士学位的学生有数十人之多。

他深 优秀的学生 到世界科技前沿

培 是为 国 就大师和高 人 的捷

径。1986年他 了， 希望 托于年 人

身上。

1991年 病 世，享年 十 。

他的 ，一切从简，不举行 会

和 体 别。当我们从北大校医院 出他

的 体 场时， 外发现，很多人

自发 来为他 行， 道而立。白发

的 教授， 不 的讲师、助教、

实验员、 工，还有 多多 年学生，

在 春寒 的北风中 地向他 别，

为他的 心不 。 水 了我的双

，只能模模 地看到长长的 道两

边，一张张 切的面 和一双双 水

的 。这一情景永生难忘。

，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艾林（左）与孙承谔在北大久别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