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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0年生，1946年考入上海交大，

由于 清华“小解放区”的革命 ，

第二年我 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48年

4月在清华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

青”， 天就加入了地下党。1951年毕

业，留校任教，这时我已担任了校 委书

记。直到1985年我才离开清华，在清华学

、工作了38年。水 清华是我心 生命

中永远的家。

此后八年，我在国家科委副主任、中

宣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几个领导

位之 频 调动。包括1987年，中央 彭

云（任党委书记）和我（任校长）去安

中国科技大学一年。直到1993年，我63

岁时，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并 调中国社会

科学院任副院长，直至离 。

回顾一生，牢记 校“自强不 、

载物”的校 ， 为 国、为人民作

献。这里做 回忆。

为制作原子弹材料探新路

20世 50年代， 主席 示要 “两

”，首先要培养人才。在 南 校长领

导下，1955年 何东 副书记组建工程

物理系（实际上是原子能系），并 调学

机 、时任校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的

应中，学物理、时任人事室副主任的余兴

和我做 手。当年就招生。

为了学 联培养原子能人才的经

验，1955年9月 南 校长亲自 高教代

我的科研生涯
○滕 藤（1951 届化工）

表 去 考 ，成员有清华教务长 伟

长、北大教务长 培源等，回来时带回

联有关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大 。我们看了

非常 ，一致 为 人去学。当时

了四个人，其中有我。

本来去 联学 要在国内 产学一

两年 语， 好解放后，我 化工系一位

国教授的 人学过 语，打下了基础。

后来 参加了 他们组织的专业 语

班，总算可以基本满 留学的需要。

1957年7月，我作为进 教师来到

格 工学院，学 人工放射性物质工

学。导师是 多 ，科学院院士，参加

过研发 、 这 核 ，因此 有

将 衔。我向导师提出主攻制造核 ，

他 我们这里 有门 工作过的全

联最好的实验室， 要做核 不行。其

实核 后不仅是 和 ，分 其他化合

物也有用。我不愿做他布置的化学分 课

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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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他让我自己 课题。

于是我去了 格 的 林图书

，这里保 了世界各国核理论与技术的

资 。我非常 运地发现了1955年8月美

国给日内瓦第一届和平原子能会议提供的

微 。其中讲到美国40年代制做原子

的 ， 用 里 人当年用的

法。“二战”结 后，美国研制出

取 的新方法， 克斯流程，1954年

入运行。1956年美国 福特工 用普

克斯流程代 了 克斯流程，成为世

界上最先进的核处理技术。 比 联 在

使用的 法，不 高， 且可以自

动化，对操作人员放射性 小。

看 微 用了我三个月的时 ，这

个图书 件 好，一天三 可以在

里面 。我从 上9点开 到 上11点

， 在 里工作，和工作人员 非常

。 微 全是英文， 好我英文 子

好，全看 了。看 微 非常 ，

对我 有了 。

我向导师作了 报，他承 美国 取

法比 联 法先进，并让我在研究室作

了系 介绍。 我提出在学校做 实

验，他 这是国防工业，学校做不了，

让我做他布置的课题。

我按他的布置做了 和 的分离、

的分离等，导师让我用 语写了一 论

文，并请他的研究生把 文 色后，在

《分 化学》杂志发表了。导师 满意，

让我 这 做下去， 发表几 论文就可

以评副博士。

1958年， 南 校长要办工程化学

系，支持核化工的研究，让何东 同志通

我回来筹建。当时我在 联不仅学 ，

管留学生的 其 让我当留学生总支委

员会的委员，管4个学校的留学生。他 对

我回去， 我 是 了机 回到北京。

1958年7月，清华建立了工程化学系，

开始招本科生。首任系主任是张子高，

1962年由 家 接任，我于1960年任党总

支书记，1962年 副系主任。

工程化学系建成后，南 校长 为力

强， 调我去当党委宣 部副部长。

我心系两 ， 和 的研究。1959

年 联突然开放， 我到原子能核电站

和国防15号实验室去实 ，南 同志同意

我去。去了 年多，回来我就要求不要当

宣 部副部长， 回工化系，研究核 。

我向系里介绍了美国的 取法，正好

家 也 到一 美国 斯 拉 斯实验

室报 ，他们做的也是 取法。我们在实

验室用冷试验做了验证，数 合。

当时我国在 联专家 导下， 是用

法，1959年 联专家 走后，二机部

沿用这种办法。我们 二机部在吉

林要 开一次全国专家会讨论此事，就事

先将 取法写了详尽资 ，一到会就先

发这 报 ， 、刘永斌（刘 之

年

在
苏

联

学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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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 联学过核科学，回国后在二机部

工作）和天 大学 支持我们。主持会议

的白文治 长向二机部刘杰部长、刘西

副部长作了 报，决定开党组会研究，

我和 家 参加会。我们 人讲了一 ，

比 法和 取法的优 ，并 在实验

室已做了验证，现在需要建中试基地，完

善生产流程和设 的验证。会议决定上

取法，并向 总理 报，总理批给230

万 ，后 加到300万 ，由清华为主

会战，取名“712工程”。

取法，美国资 里 是

， 是复杂的 合物，用不好会出大

问题。经过考 用人工合成 最好，成

分可以控制。在 有个 ，总工

程师是李贵 （后来当过国务委员、人民

行行长）， 他们做人工合成 ，经

过放射 射 稳定，解决了 取法的关键

问题。

建设“712”，开始选 在清华附近

的八家，地方上 有核 射，就提意

见。市委书记刘 ，也 关心， 为

应 选 。他亲自带我和 应中开 去南

，这里后 大 ，前面只有一

， 安全 保密。于是决定在这里建

“712”中试基地，后来这里成为清华建

试验核 应 的200号。

建设“712”中试基地，工程化学系

的学生 参加了，和密云水库一 ，实现

了清华任务带学科的特色。不仅出色完成

了 取法全 设 和工 流程的研发，

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试成功后，我让

华 带一批人去404 产。此后我国生

产 用和民用核 的404 、821 的

多技术人员、领导人员 是工程化学系的

毕业生。陈宝生当过404 长，况利华

当过404 党委书记， 且 是连年的 。

当时，全世界核能工业比 完 的只

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中国，连美国 不完

， 一 环节。我们的核 件全

是自己研发出来的。

有 取法提取的 239，就 有我

国的第一 原子 ， 有工化系培养出

的大批人才和科研成果，就 有后来原子

、 和原子能发电站的发展。工化系

的师生们为此 。

发展溶液理论和湿法冶金

“文革”后，工化系 大招收研究生，并

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我不愿 于研究

射化学，开始重点研究 取过程的热力学

和动力学。我带的几位研究生 有成就。

当时 南 校长为培养拔尖人才，选

拔一批本科生、研究生，由 定教授一对

一培养， “因 施教生”。我带的因

施教研究生 和能力就 强。我 导

他用 离子电 把 中 、 、 、

、 测出 们的离子活度，并用数学

把活度和热力学平 常数一次测定计算

出来。他做成功了。 金热力学的

院士看了 有兴 ， 集会议让我作

系 讲解，并让我们在他主管的《有色金

属》上发表论文。 和 我读完硕士

后，去美国密 大学读博士， 校化工

系 为他的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水平。他

的导师是 体的，他用 我

办法 体，也获得成功，得到导师

和系里 识，后来担任 校结构分 实验

室的主任。

理论的世界中心是美国加 大

学 克利分校。J.H.希尔 布 教授

（1881—1993）是大 ，他 岁生日我



ॺैڀ

清华校友通讯120

去参加，和他们建立了联系。 教授的

一位大 子K.S. 策，当过斯 福大学校

长， 任后继续研究电解质 。我把我

的第一 手李以 到他 里进 ，李把

策教授 名的Pitzer方程由 推到高

，使应用 围更广。 策特别高兴，把

方程改名为Pitzer–Li方程， 要把李以

留在他 里工作，我只同意他 时在清

华， 时在 克利。后来李以 研究工作

出色。 教授 一位大 子J.M.普 施

，研究有机 ，我和他合作在中国

开了一个化工热力学和 理论学术会，

本来计划只是中美双 会，他把在 国、

法国的 子 来了，实际开成了国际学

术会议。

我有一位 理论的得意门生李如

生，硕士毕业后我就 他到比利时 尔

奖获得者伊利亚·普利高 教授 里读博

士。教授给李如生一个有关化学的数学

题，估计他要三个月才能做完。李如生

用一个多月就做完了。这个课题把普利高

教授一个 理论推广到高 ，教授非

常满意，留他在 里 研究。李如生有个

心 志，要打 热力学第二定律，本来

研究有进展，可 英年 。

清华的 是要把理论运用为经济

建设服务。当时 金 重火法，把 多

珍贵的有色金属 当 了。我和

院士合作，把 取法应用到 金，

法 金，共同 名写了论文宣 此事。

当时副总理 国家科委主任方 同志对资

源综合利用 关心，带着他的 金的班

子和我去了包 的 、 的

、金 的贵金属 、云南的 和

。他们大多用火法，我一 宣 法

金，在金 服他们在 后用 法 金

从 中提 金、 、 、 等贵金属。

其实国际上已经有用 法 金直接

的，如英国在非洲 比亚就建了 大的

，用 法 金 。我组织清华工化系

师生在金 完成 取 法 金研究，

推动了全国 法 金工 。我国有色金属

资源丰富，伴生 素多，清华工化系为资

源综合利用作了 大贡献。

1984年是我在清华的最后一年，我和

家 教授研究了核 的处理问题。

水 核电站的新 含3.2 的 235和

96.8 的 238，在 水 中 后，

235 7.6 ， 238 94.3 ，我们用

取法回收 和 制成核 件，重复

使用。强放射性 物 直接 化，使 们

具 安全处置 件。这 形成 合 环，

经济 安全。

引进、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

1993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副院

长，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干这工作有点不

界。 我在国家教委时分管联合国教科

文委员会中国分会的工作，接 到国际上

研究社会发展的 多理论，如环 治理、

生态经济、可 生能源等 是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交 。当时 首相提出了可

持续发展的理 ，在 美 行， 我们

国内 为人 。我 为社科院应负起这

个责任。

我首先建议和推动社科院建立有关组

织，集合人力开展研究。1997年在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成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2000年成立生态经济研究中心，开展

了 多学术研究活动。

我组织出了三本书：第一本书主要

介绍了西方各国的理论发展和他们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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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当时台 把这理论 为“永续发展理

论”，我们研究 为不 ，改 为“可持

续发展理论”，这个名称为全国所接受。

这本书是我和 手李千共同写的，社科院

也参加了。

第二本书是我和数 经济与技术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 合写，他也是清华毕

业生。这本书完全是从发展中国家 度写

的， 且 了中国的情况和观点。当年

获得国家图书奖。

第三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出一

生命大 科全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可持续

发展的，他们 我 写。我 了日本金

工业大学校长金 一 、一位 地利专家

和一位 专家共同 写。这本书完全是

从发展中国家 度写的，因为教科文组织

成员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利通过。

后来在 内斯 开的国际首 会上，

专门把我写的结论部分 出来印成专门文

件发给各国首 。

现在，“可持续发展”方针已成为我

国重要国策，成为联合国的共识，内涵也

大大丰富和 展。我在社科院总算作了

进、推广的工作。

清华校训砥砺我前行
○戈 泊 （19 6 19 8 土木）

学
长
与

人

年

在清华近110年的历史中，抗战八年

期 是在大后方 与北京大学、南开大

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是清华校史中

的一 。我，原名顾 ，于1946年抗

战胜利后清华在北京复校后的第一次招生

时，以同等学力考入了 工程学系，

于1948年9月通过中共 工部进入了华北

解放区，在清华只 了 的两年。当时

我只有16岁，对“自强不 、 载物”

的校 不 了了， 我有 于1940年至

1946年在 西南联大附小和附中上了

年学，深受西南联大“刚 坚 ”、清华

大学“自强不 、 载物”校 和校

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附中和清华的学习生活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附中是 的 尖

中学，实行 容并包的方针，教育学生

、智、体全面发展， 通才教育。校

长是南开大学教授 生先生，各门课程

聘请名师 教， 如学术精 的任继

先生 教过我们年级的国文，杨振 先生

（当时 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 教过我

们数学，等等。联大附中 学生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