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昭抡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曾昭抡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222064652

10位ISBN编号：7222064656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戴美政

页数：4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昭抡评传>>

前言

曾昭抡先生是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
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32年中国化学会成立发起人之一，《中国化学会会志》主编，曾以自己的薪金支持《会志》出版，
他对办好学会刊物有十分精辟的见解，认为会刊是学会的灵魂和生命所在。
他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在民族危亡关头，怀着科学救国之志，大力倡导教学改革，规定
教师做科研，学生做论文，为北大化学系的复兴做出卓越贡献。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有机化学处于萌芽阶段，曾昭抡是最早引进西方有机化学富有远见的少数科
学家之一，为这门学科在中国植根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曾昭抡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中国化学名词等领域，均有不少研究成果，是
化学界公认的通才。
如今，有机化学已成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重大作用的学科，拥有相当规模的科研队伍和
一批在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曾昭抡等前驱者的工作不可磨灭。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担任中央高教部副部长，主管理工科大学工作，在高校设点布局方面做出重大
贡献。
他还兼任中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等多种职务，参与制定化学名词15000多个
，全力促进新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
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曾昭抡从振兴中国科学的愿望出发，提出科研“六条”意见，但被诬成反
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被打成右派。
他本可在罢官之后躲进小楼(燕东园)成一统，却告别妻子只身南下武汉大学开辟中国元素有机化学新
学科。
“文革”当中，曾昭抡夫妇含冤致死，后来虽经平反昭雪，然而斯人已缈，为之奈何！
笔者虽忝为先生弟子，曾有一段时间跟先生有过密切接触，也想出先生传记，而终未如愿！
今有历史学者戴美政不辞辛苦著24章60余万字的《曾昭抡评传》。
不仅让广大海内外化学界人士对曾昭抡先生加深了解，也完成了我个人的夙愿，是为序。
    2010年3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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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昭抡评传》为国内外第一部曾昭抡传记，全面真实反映了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民主人士、
评论家曾昭抡曲折丰富的一生，涉及其家庭亲情、社会关系、教育业绩、学术成果、学会活动、报刊
出版、抗日救亡、高教改革、国内外科学考察等各个方面。
对以曾昭抡为代表的中国化学家引进西方化学，开创中国化学研究，创立高等化学化工教育，创建中
国化学会，制定中文化学名词，创立科学文摘，建设国防化学，致力新中国高教建设等重要历史及社
会原因，均作了严谨可靠的叙述探讨。
《曾昭抡评传》结构宏大、内容丰富、史据确凿、史实准确、阐述严密，涉及中国现代众多历史人物
与历史事件，特别注重传主历史社会环境关系的揭示与剖析，许多重要史实均为首次研究披露，力图
在环境个人分析史学治史方法上有所突破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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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节  故乡与家宅    按历史区划，曾昭抡无疑是湖南省湘乡县荷塘乡人。
按现今区划，曾昭抡又是双峰县荷叶乡人。
那么，曾昭抡究竟是湘乡人还是双峰人呢？
究其原委，须简述两县历史沿革。
    §1  湘乡沿革与双峰由来    湖南自古被称为清浥之地、芙蓉之国，湖南中部，有片山清水秀、峰翠
雁回的丘陵地带，一条蜿蜒曲折的涟水河镶嵌其间。
此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农业兴盛，这就是著名的湘乡县。
湘乡地域古代属九州之一的荆州。
周成王时，封熊绎为楚王。
湖南当时属楚国南部边境地域。
在楚平王时代(前668～前685)，楚国势力渐次进入湖北时，湖南仍然是三苗、百濮的自由天地。
秦国统一中国后，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
湘乡地域属长沙郡湘南县，西汉时湘乡县域分属连道县和湘南县。
按《汉书·王子侯表》，西汉建平元年(前3)，汉哀帝刘欣封长沙王之子昌为湘乡侯，湘乡之名，由此
得来。
以后朝代更迭，县名、隶属、区划均有变动。
元朝元贞元年(1295)升为湘乡州。
明朝洪武二年(1369)，湘乡州降为县，属长沙府，以后一直沿袭至清朝。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湘乡县辖12乡，乡以下分为都(坊)，计44都3坊。
曾昭抡的故居万宜堂所在属24都。
另外，从明朝开始，湘乡县就有上、中、下三里之分，其中，中里在清朝辖16都，称为16里。
民国十九年(1930)，湘乡县划分为10个自治区，但当地人习惯上仍把一、二、四、五区称作下里(亦称
首里)，三、六、七区称作中里，八、九、十区称作上里。
曾昭抡故乡荷塘乡地处中里，仍属湘乡县辖地。
因此，按历史区划，曾昭抡确是湘乡人。
按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同学录，曾昭抡所留家乡地址也为“湘乡二十四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乡的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基本上是按该县原来首里、中里、上里的划
分，分建湘乡、双峰、涟源三个县。
其中，原湘乡县的中里三、六、七区加上二区的少部分共114个乡镇划出建双峰县，县政府设永丰镇。
永丰镇东南面有一座两峰对峙的双峰山，犹如县城的天然屏障。
清乾隆年间，永丰城内曾建有双峰书院传播儒学，该县由此得名而称为双峰县。
曾昭抡旧居所在地原属湘乡县荷塘乡，区划调整后就是双峰县荷叶乡，按1951年的行政区划，曾昭抡
应属双峰县人。
但作为史学著述，以曾昭抡为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人叙述，则更符合历史和现实状况。
    湘乡是湖南大县，北邻宁乡，东北接湘潭，东南界衡山，南邻衡阳，西靠邵阳，西北接安化。
在清末已是人口近百万的大县。
湘乡离省会长沙约90公里，按县志载，“东西广，约二百里；南北袤，约二百四十里。
”全县面积5500余平方公里，涟水是县境内的主干河道，纵湘乡全境，俗称湘江河。
在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涟水是与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并列的湖南五大河流之一。
湘乡境内，山丘崛起，冈盆起伏，地貌形态复杂多样。
以曾昭抡故里荷塘乡所在东南部丘陵山地而言，域内岗地、丘陵、山地占80％以上，平原不到20％，
这里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寒潮频繁，夏天暑热期长，秋日天气多变，冬季严寒
少但小雨天多。
民国学者描述当地物产时说：“县境首里多平畴。
土质肥沃，产米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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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除足自给尚可以其十之一二之羡余，接济菲邻境。
其余如麦、粱、茶、豆、棉、麻之属。
皆有所生产。
上中二里，亦产米，然常年亦仅足其当地民食，半年以上之需用。
所幸尚多各项杂粮之收获，故以差足自给。
而其地下煤、铁、磺，各种矿藏之蕴藏，最为富厚，惜无人集资，大加开采。
”而当地民风则是：“县境民情淳厚朴实，性勇敢，不惮远行，绝少安土重迁之态，又勤苦耐劳。
惟乡间散漫，不成村落。
日常生活，普通人不免因陋就简，农事种植，商业经营，各沿成法，故步自封，不思所以改良耳。
”这些叙述，还是民国初年的情形，在清末曾昭抡童年时，当地保守封闭的状况，恐怕比此程度更深
。
他所在的中里，自然条件与物产比起首里要差，农民生活也较困难，由于山岗重叠，交通不便，消息
闭塞，免不了随遇而安，当时的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均是如此。
曾昭抡的故里荷塘乡，其景况当然与湘乡全境相似。
不过，那是个颇有些神奇色彩的地方。
    §2曾昭抡故乡荷塘乡    曾昭抡度过童年时代的荷塘乡，而今称荷叶乡，是一派丘岗山地，既无湖泽
也不见荷塘，但如何又有如此好听的名字呢？
原来，它是以该乡的地形而得名。
不过，在地势较低的地方都看不出来，只有登上全乡最高处紫峰山观看方知原委。
紫峰山坐落在荷塘乡西部边沿，最高峰仙女殿海拔818．8米，也是现今双峰县境内的最高峰。
攀上仙女殿俯瞰山河，那会有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概。
在峰顶放眼眺望，周围山岗尽收眼帘：东面黄牛峰、麂角寨若隐若现，云雾缥缈；南面高嵋山、九峰
山峻拔挺秀，云气缭绕；西北是地势险要的黄巢山、白石峰；北面为坡度稍缓的周公寨、铜梁山。
若转身环视，就会发现一片巨大的荷叶展现在眼前，周围环抱的山峰就像这片荷叶的边缘；全乡最低
点新桥涓水河谷，就是这片荷叶的叶心，那涓水河及其支流，就是荷叶的叶脉；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山
塘、河堤，自然就像荷叶上的大小水珠。
    荷塘乡离湘乡县城40余公里，离永丰镇也是40余公里。
从永丰镇去荷塘乡，沿途有多处名人胜迹与故事传说。
永丰镇古称定胜镇，“乾隆三年移县丞驻此，为宝庆府水陆通衢。
”历来为湘中物资集散地，是湘乡县内最繁荣的集镇。
从这里出发，沿着曲曲弯弯、高低不平的道路向东行20余公里，经过白石峰、紫峰山两山之间的狭长
地带，便是传说中唐朝末年起义领袖黄巢驻兵的黄巢山。
沿山路再行数公里，便到了三国时蜀国名相蒋琬的故地蒋市街．今称井字镇。
至此再折向南走，一会儿就到了荷塘乡中心，现今荷叶乡乡公所在地。
这里离永丰镇已有45公里之遥。
离曾国藩的故居富厚堂不过两公里远。
从荷叶乡公所往西南方向，沿迂翅延伸的路上走七八公里远，转过一座小山岗，就是一派宽阔的山问
田地，路右侧一列山岗前，一排青白色山字墙宅第挺立，在青山绿野中分外醒目。
这就是曾昭抡的故居万宜堂。
    §3故居万宜堂    曾昭抡的故居万宜堂坐落在荷塘乡硖石村，这是曾国潢继修善堂之后建造的一座规
模颇为宏丽、带有明代建筑风格的宅第。
硖石村因村中有一条长而狭的小石坑而得名。
万宜堂的命名，取自曾国藩的家训，所谓“耕读传家”就能“绵延世泽”，因此是“万世咸宜之举”
。
万宜堂建造于同治十二年(1873)，至今，厅中的正梁上还可以看到当时题写的建造年份。
万宜堂建成时，曾昭抡的祖父曾纪梁刚好31岁，而曾昭抡的父亲曾广祚还未出生。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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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昭抡评传》是部沉甸甸的书，体例之宏大，内容之丰富，考释之精当，让人禁不住与“叹为观止
”四字联想起来。
作为迄今为止第一部曾昭抡先生的传记，书中详细记录了曾昭抡先生的人生轨迹，触及到传主的每一
个角落。
从曾昭抡先生的家世求学到进入教育领域，从引进近代有机化学到开辟国防化学，从创立中国化学会
到参与各类科学团体，从投身抗战事业到时局观察评论，从参加民主运动到献身新中国高教事业，可
以说应有尽有，无一遗漏。
为了表现这些过程，书中考察和分析了影响曾昭抡先生成长的不同环境、不同因素、不同人际关系。
尤为可贵的是，曾昭抡先生与中国化学教育与科研发展的不少关键环节，是经过作者戴美政的努力，
才得以弥补和纠正的。
阅读这部书，让人犹如沿着曾昭抡先生的足迹，走进了他生存的那个时代，让人感受到时代与人物、
时代与事物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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