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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谈镐生院士 
— — 饮水不忘掘井人 

朱如曾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LNM)，北京 100080 

我与谈镐生院士的交往始于北京西单旧书店 

里．那是 1971年文革极左的艰难岁月，当时我因 

政审不合格，被七机部二院下放在北京长辛店农场 

劳动待分配，准备被发落到边远地区，所以每个周 

末我都一次不拉地赶去西单、前门和王府井的中国 

书店旧书门市部，选购数理力学方面的旧书准备带 

走．一次，在西单门市部，我与久仰大名的谈先生不 

期而遇．我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便向他提出请教学 

术问题的试探性要求，他慨然应允，将他家的住址 

告诉了我．当我登门拜访时，他的渊博学识给我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而他对当时处于困境的我，则给 

予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后来我在他所组建的 “基 

础力学研究室”得到较长期的熏陶．如今，谈先生 

驾鹤西去，使我国科学界、尤其是力学界失去了一 

位德高望重的杰出学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与 

良师．无论是谈先生生前同事、朋友或学生发 自内 

心的唁电，或是 力学进展 常务编委会会议上常 

务编委们的缅怀发言，都对谈先生在力学学科的杰 

出贡献和为人风范做出了崇高评价，例如著名科学 

家冯元桢先生的唁电说到： “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 

家，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一位对中国和世界的伟大 

贡献者”．是的，谈先生在临终前不久，也曾不无欣 

慰地对夫人邓团子说过： “我的一生对祖国，对科 

学，对培养人才是全心全意的，我毫无愧疚．使我 

感到安慰的是，我的科学工作在历史上是留有记录 

的．”这一切与我脑海里的深情追思交相辉映，久 

久不能平静，促我思考，从而大大加深了我对谈先 

生生前言行之本质与意义的理解． 

1 扭转乾坤的举动 

“上个世纪 70年代，力学被正式列为基础科学 

的几大学科之一，这一点我们要感谢谈先生，这是 

他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几年又有所减弱，我们更 

要学习谈镐生先生的精神，推进力学的发展．”这 

是白以龙院士在 力学进展 常务编委会发言中的 

画龙点睛之笔，我非常认同．是的， 1977年，确实 

是谈先生扭转了中国力学发展的乾坤． 

让我们回到 1976年．那年 10月，中华大地上一 

声惊雷，甘露洒人间，“文革”动乱骤然结束，百废待 

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7年xff1J,平提出 “科 

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并先后 

采取了一系列带来无限希望的举措．这些标志着科 

学的春天已经来临的举措，当然不可能件件十全十 

美．1977年下半年，我国制定了 1978年 1985年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草案) ，其组成部分 

1978年 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纲要 

中却只包括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 

物学等六大基础科学，而力学则被挤缩为 “工程力 

学”，列于 技术科学规划 中．这反映了我国科学技 

术界对力学的基础性认识不足．凭着深厚的物理、应 

用数学、力学功底和丰富的科研经验，谈镐生先生对 

这一偏颇将会导致的后果的预感是超乎常人的：如 

果这个纲领性文件得不到及时纠正，对力学发展的 

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然而，权威文件一经形成，是很 

难改变的．强烈的使命感使谈先生心急如焚，他这次 

要学一学 “海瑞上书”，卖一卖他这个海外归来终身 

教授的老资格，试一试当年美国同行所赠 “福将”美 

． 46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誉究竟灵验不灵验 !深思熟虑之后，他提笔挥就了向 

中国科学院院党组直陈自己意见的书信，论证了力 

学不仅具有应用性，还具有基础性，不能把 “力学”等 

同于 “工程力学”，要求以基础学科的名义召开全国 

力学规划会议，追补制定 《全国力学发展规划 ．这 
一

意见最后转呈中央，得到邓小平批准．随之有了力 

学专家们针对性的 “百家争鸣”，并达成了共识： “力 

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技术科学”．这样， 《1978年 

一 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 理论和应用 

力学》得以诞生，从此力学回到了 “基础科学”的殿 

堂，同时还保持了它在 “技术科学”中的位置．这一 

转折对我国力学发展的影响宛若乾坤被扭转：否则 

理科高校力学系的发展便不能如此名正言顺，力学 

研究的规模和被社会重视的程度也便达不到应有的 

水平，等等．我们今天能够高举发展基础科学的旗帜 

来大力发展力学学科，真是应该 “饮水不忘掘井人” 

啊 ! 

为了给力学争得合乎逻辑的位置，谈先生真可 

谓绞尽了脑汁．他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指出： “力 

学要不要现代化，首先就是力学要不要向无穷大和 

无穷小进军的问题”，接着他用一个 “警世骇俗”的 

观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力学应该包括量子力 

学、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和统计力学，进一步力学 

应该包括对 4种相互作用力 (电磁作用、强作用、弱 

作用和万有引力)的研究．当时有些人因谈先生的 

提法不符合流行说法而不以为然．按照流行说法， 

量子力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统称理 

论物理的四大力学，它们都属于物理学，只有牛顿 

力学才是传统意义下的力学．其实谈先生的提法是 

合乎逻辑，合乎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的．当 

初牛顿鼎承人类统一理解世界的好奇心，建立今天 

称之为 “牛顿力学”的力学体系，目标当然不限于宏 

观世界．例如他既用万有引力概念统一理解了苹果 

落地与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现象，又用牛顿力学来 

解释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等等，后来人们还将 

牛顿力学用于分子而解释了热现象．为了用力学解 

释不断发现的新现象，后来的科学家们将牛顿力学 

精确化为相对论量子力学 (现在又进一步扩张为量 

子超弦理论 ——超弦力学)，并额外权宜地增加了统 

计力学以简化处理具有大量自由度的问题，同时并 

不忘记寻求统计力学基本原理的决定论力学根源． 

之所以它们都被叫做 “力学”，就是因为它们是地地 

道道的，关于世界运动的根源 (力)的统一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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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把精确化了，因而威力更强的力学反 

倒人为地划出力学之外，而只把原先那个近似力学 

才算力学．反过来，如果真的要这样划分，那么介 

乎量子力学和牛顿力学之间的，近似的半经典理论 

将不知应该划入物理学还是力学；再有，行星运动 

这一典型的经典力学问题中的水星进动问题，因引 

进广义相对论而大大地提高了精度，但在超弦力学 

看来，这仍然是一种近似，广义相对论水星进动的 

学问也将不知应该划入物理学还是力学．诸如此类 

的逻辑困难都证明了我们不能把精确化了的力学视 

为不是力学．所以，牛顿、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科学 

精神以及逻辑的一致性都证明谈先生关于力学的概 

念是正确的和深刻的． 

对自然科学 “六大基础学科”论，谈先生用现代 

观点进行审视后指出： “在六大基础学科中，按照 

现代的观点，化学属于物理；天、地、生就是天体物 

理、地球物理、生物物理；因此六大基础学科的五 

大学科可以统一归纳为 ‘物理科学’．”这一结论与 

他对 “力学”的上述深刻而自洽的概念相结合，使他 

立即得到关于基础科学的 口结构图像：物理科学向 

下伸出一个最为基础的力学，它与物理科学之外的 

数学构成两根强有力的支柱，共同支撑着物理科学 

的横杆，在这横杆之上是天、地、生、理、化这5朵 

金花．通过这样的分析和形象解释，所谓的 “六大基 

础学科”论，其失之偏颇便十分明显了：他们丢掉 

了作为物理科学基础的力学．谈先生的努力没有白 

费，力学是基础科学的论断终于被广泛地接受了， 

并形成了纲领性文件． 

谈先生倡导力学基础研究而有重大影响的另一 

个实质性举措是提出 “基础力学”新概念．他不仅在 

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 “力学基础性的重要方面是 

在力学基础上的多学科渗透”，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强 

调和解释这一观点，终于通过科学家的共识而固化 

在 《全国力学发展规划 中．此后，材料物理力学、 

天体物理力学、生物力学、地球流体力学、应用数学 

等力学的边缘学科的发展更为迅速．谈先生顺势把 

这些边缘学科同物理力学、理性力学等统称为基础 

力学，并大力倡导，因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 1981 

年正式将其定为我国博士生专业名称之一． “基础 

力学”从此得名，其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谈先生 1965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后，无形的 “特 

嫌”帽子曾经长期压顶，使他壮志难酬，这是鸡毛蒜 

皮的偶然小事所诱发的 “蝴蝶效应”．这种 “蝴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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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当年知识分子阶层受 “极左”思潮之害的一种 

表现方式；而他上书中央，力挽力学基础学科地位 

于既倒，终使乾坤扭转，继而顺势确立基础力学新 

概念，并使之成为研究生的专业名称，此溪径独辟 

之胜利，则是谈先生的正确 “力学观”借助于他的国 

际知名度而获得的中国特色礼物，也似乎验证了他 

那 “福将”美誉之不虚．仅此浩气贯学界之一举已足 

使他不枉回国一场，谈先生在天之灵亦可籍此而无 

限欣慰了 1 

2创建 “基础力学研究室”，志在推进全国力学发展 

谈先生不仅善于提出高屋建瓴的观点，他还是 
一

个踌躇满志的实干家． 

早在文革期间，谈先生的渊博学识和亲和为人 

就在力学所大院的几个单位广为人知． 20世纪 70 

年代，他家里常常聚集了一些基础优良、思想活跃、 

而又 “不识时务”的年轻人，讨论各色各样的科学问 

题，他们被他那游刃有余的潇洒风格和分析问题锐 

利的穿透力所折服．这样一种 “不学毛选，只论科 

学”的现象，慢慢地被极左思维人物所探知．他们照 

例视之为 “反动”而扣上 “谈镐生有病不好好休息， 

在家带地下黑研究生 !”的帽子．可是这些帽子吓 

不倒谈先生．他曾观点鲜明地告诉过我，一个人的 

道德品质才是最为内禀的，至于想看什么书，讨论 

什么问题，持什么观点，则是别人管不着的．今天对 

照我国最新宪法中添加了的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条规回想起来，谈先生当时的个人思想 自由和独 

立精神是多么的先进啊 !笔者因为早在 1965年当四 

清工作队员时就在档案中被记上过 “学习毛选不够 

认真”的字样，对这类帽子也就有了 “抗药性”，不怎 

么当回事，其他 “地下研究生”对此也不屑理会．其 

实，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纯科学问题， 

并无 “黑”与 “白”之分．例如，液体是否能够承受负 

压问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问题与高大的树 

木中树汁的上升机理及其对树木的极限高度的制约 

这样一个生物力学问题有密切关系；又如，量子力 

学测量问题中薛定锷的 “猫佯谬”，这与当今最热门 

的 “光子纠缠”、 “量子信息学”密切相关；再如， 

宏观不可逆性的来源与在微观手段下的可证明性问 

题，这与此后不久热起来的混沌理论和混沌哲学密 

切相关；我们还因激光问题而争论过光子概念与光 

波概念是否等价的问题，为此还深入讨论过著名的 

色散关系与因果性问题；湍流、地球板块运动等典 

型的力学问题就更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了．在这样的 

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革中间力学研究所发 

表论文的一个多产集体，并为后来 “基础力学研究 

室”初期阶段论文数量和质量的显示度奠定了牢固 

的基础．谈先生每每谈起 “哥本哈根学派”的治学风 

格和精神，总是赞不绝 口．玻尔所倡导的那种继承 

基础上的大胆突破精神，平等、自由讨论和相互紧 

密合作的浓郁的学术气氛，紧凑、激动、活泼、欢快 

的工作乐趣，无拘无束、和蔼可亲的美丽的人际关 

系，这些是何等的令人神往?我们当时的情景好像 

正在地球的东方模仿和体验着这种风格，至今回味 

起来，其醇浓韵味竞有增无减． 

至1978年年底，谈先生依据他的仃结构理念， 

组建了体现力学基础作用的 “试验田”式的 “基础力 

学研究室”，并亲任室主任．这块 “试验田”的目标是 

在基础力学方面 “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全室 

分为天体物理力学、地球流体力学、生物力学、力学 

物理和应用数学等 5个组．笔者属于力学物理组． 

基础室成立时，那些早就跟着谈先生领略过 “哥本 

哈根精神”的一批人，自然形成了基础室中坚力量 

的一部分．此后，来谈先生家讨论学术问题的人就 

更加多了起来．虽然在基础室没有明确提过 “哥本 

哈根精神”这 6个字，但是今天回想起来，那时谈 

先生在室里确实营造了这种精神．基础力学研究室 

在管理风格上也颇具特色．它是依据谈先生在美国 

大学搞研究，以及创办 “高等热工研究所”等经验而 

形成的：自由选题，搞基础不搞任务；对人才强调 

培养而不只讲使用，针对每个科研人员的特点，提 

出恰当要求，必要时给以具体指导，并尊重他们的 

劳动成果． 

由于文革的耽误，近 40岁的学者在室里占多 

数，他们是室里的主力，但是他们普遍地担心自己 

的年龄太大干不出什么名堂来．谈先生是怎样鼓励 

这些后辈们奋勇直前的呢?他经常用 40岁才开始 

研究高等数学的魏尔斯特拉斯终成现代数学大师为 

例来勉励他们．其中陶祖莱和徐硕昌似乎是受其鼓 

励而成效显著的典型．故事是这样的： 

徐硕昌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对变分法很感 

兴趣．他怀着希望出成果，欲加入基础室，而又怕 

年龄太大出不了成果的矛盾心情去拜见谈先生．听 

完他的倾诉，谈先生对被文革耽误的学者们的苦衷 

表示了他一以贯之的深深的同情，然后问： “你知 

道 19世纪数学大师魏尔斯特拉斯吗?”徐硕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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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 “知道啊，近代数学的严格逻辑就是他建立 

起来的”．“那么，他是怎样成功的呢?”徐硕昌没有 

回答得出来．谈先生告诉他： “魏尔斯特拉斯年青 

时代把时间花费在研究法律与财政经济上，直到 40 

岁，他才从中学教师成为柏林大学的教员．又过了 

8年，到 1864年，他才被授于大学的正教授职位， 

并能把他的全部时间花在高等数学上，后来终于成 

了现代分析之父．而你现在还不到40岁，只要自己 

努力，一定能把 10年荒废的时间给抢回来．”徐硕 

昌果然没有辜负谈先生的鼓励和期望，后来发表了 

不少基于变分原理的论文，并与胡文瑞院士合写了 

专著 微重力流体力学 ．陶祖莱也是一样，受到 

鼓励后发奋图强，成果显著，并出版了专著 生物 

流体力学 和 生物力学 ． 

谈先生的口 结构建室理念，他营造的 “哥本哈 

根精神”，和自由的管理模式大有成效．发表论文的 

数量和质量表明，这个室在基础力学的各个方面都 

确实出了不少成果和人才，例如，胡文瑞的星系螺旋 

结构起源和维持的气体理论，非轴对称的磁流体静 

力学平衡理论，李家春的摄动级数的奇性判别法， 

广义 Rayleigh变分原理，徐建军的三维星系密度波 

理论，谈先生与李荫亭、关德相合作的关于海底扩 

张的驱动机理及地幔上涌的流体力学模式，徐硕昌 

的变分法在陀螺中的应用，陶祖莱、钱民全关于生 

物生长与应力相适应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谈先生与 

朱如曾合作的光学共振腔稳定性的普遍条件等等． 

谈先生 1980年受美国 7所大学的邀请，到美国讲 

学，向美国同行介绍了基础研究室的情况和当时取 

得的成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尤其受到美国科 

学院院士、 MIT的林家翘教授的赞赏． 

谈先生私带 “地下研究生”，兴办 “基础力学”研 

究室，看起来事情不大，却志在全国力学界的现代 

化．他一贯地向全所和外单位大力推广他在培养人 

才方面的独到见解．早在 1973年文革期间，他还没 

有权力管理一个研究室时，他就居然敢于冒天下之 

大不违，在全所大会上公开号召大家 “学习、学习、 

再学习”，“学习为了工作，学习才能工作，学习就是 

工作”，结果所得的回报只能是一阵哄笑．对此他却 

满不在乎，由此可见谈先生用心之良苦和志向之高 

远．谈先生逝世后，钱伟长先生发来的唁电也充分 

地显示出谈先生的宏伟志向： “我们一致认为：力 

学事业必须从基础研究入手，必须结合国家需要，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于是，谈先生在中国科学院 

． 470 ． 

力学研究所创办了基础力学研究室，我则在中国力 

学学会创建了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 

员会，并邀他共图发展．我们虽年逾花甲，两鬓斑 

白，却壮心不已 自1985年以来，作为共同主席， 

我们一起召开了三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谈先 

生的大志使他胸怀十分广阔： 1978年谈先生在建 

立 “基础力学研究室”的同时，还建议恢复钱学森文 

革前在力学所创建的 “物理力学”研究室，并亲 自兼 

任室主任，大力发展物理力学；谈先生甚至还将 “基 

础力学室”的骨干力量戴世强调去上海，支援钱伟 

长先生所创建的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后来戴世强成为该所的副所长．对于 “基础力学研 

究室”这块 “试验田”上取得的经验，就更不是孤芳 

自赏，而是向全国大力推广，以推进全国力学的发 

展．谈先生的实践与经验曾于 1980年到江苏科协介 

绍过，后来还以 “怎样当好研究室主任”为题，连载 

于 科学报 上． 1981年还以 “力学向何处去”为 

题，在 光明日报 上宣传他关于力学基础性的观 

点，呼吁力学向天、地、生进军． 

“基础力学研究室”在力学研究所当时和后来各 

届所领导郑哲敏、薛明伦等的关怀下，后继室主任 

胡文瑞、李家春等的继续努力下，取得了不断的发 

展．“基础力学研究室”的口结构办室理念、哥本哈 

根精神，以及 自由的管理模式，使她在许多方面必 

然地具有后来在我国兴起的 “博士后流动站”与 “开 

放实验室”的类似性质．从该室成长起来的相当数 

量的科研人员，早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各 

个科研部门，甚至海外一些科研部门的领导力量或 

骨干力量．尤其值得骄傲的，是从该室还走出了两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文瑞、李家春)和两位加、美 

终身教授 (徐建军、汪金通)，这与他们在这个室的工 

作积累及受到该室研究风格和学术氛围的熏陶是分 

不开的．随着力学发展以及整个世界科技发展，基 

础力学研究室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其他研究 

室不断地相互渗透与杂交．通过这种方式， “基础 

力学研究室”近年来已与其他研究室一起演化为数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部，继续支撑着力学所的 

基础研究． 

3 对祖国人才培养制度拨乱反正的积极贡献 

谈先生不仅关心力学的发展，还心系祖国整体 

的人才培养问题． 1977年 9月，邓小平指示 “研究 

生制度要恢复”，当年 11月 3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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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联合发出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规定 “学制 
一

般都是3年”．谈先生对这一大好形势一方面感到 

无比欣慰，另一方面又感到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还 

不完善，对人才的培养很不利，不如照搬西方现成 

的 “硕士、博士”两级制经验为好，这样也便直接实 

现了国际接轨．当时有人劝他说，中国已搞的军衔 

制都被废除，毛主席说过，中国不搞军衔制，硕士、 

博士这个学位制当然也是不可能搞的．是的，虽然 

解放前我国就搞过 “学士、硕士、博士”制，文革前 

有关部门也已决定搞学位制，并已制订了草案，但 

进程被文革阻断．谈先生这个老实人天生不信 “凡 

是论”，他想，高考制度可以恢复，研究生制度可以恢 

复， “硕士、博士”两级制为什么就不可以建立呢? 

于是他于 1977年 11月上书中央，提出 “关于研究 

生两级培养制度的建议”，还建议了按不同年龄，通 

过不同途径培养和提高在职科技人员业务水平的方 

案．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蒋南翔曾将此建议 

书阅批给有关局的负责同志研办．谈先生的建议对 

研究生制度恢复后的继续改进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 

用的．这也是令谈先生有成就感的另一件大事． 

4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是，力学是基础科学这一概念的树立不是一 

劳永逸的，每当经济建设或有关的政绩工程急于求 

成时，力学的基础科学地位便有受到冲击的危险． 

这类例子并不鲜见，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坚持力学 

发展的正确方向．白以龙院士在 力学进展 常务 

编委会上也提到，在航天科学技术方面，力学界应 

该对航天器在概念上要有创新考虑，因此他说，“学 

习谈先生的力学现代化理念，确实具有现实意义．” 

请听，谈先生在天之灵不是正借用伟大的民主 

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名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需努力”，在呼唤着后辈力学同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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