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分子化学家王佛松
(1933.5.23～ ） 

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000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院士家乡旧居－兴宁市宁中镇新民村宗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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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佛松：为梦想奋斗的化学家

陈菁霞

王佛松，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院士。

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1960年获苏联化学科学

副博士学位。 1988年至199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王佛松主要从事定向聚合、稀土催化及导电高分子

研究。 于上世纪首次发现了稀土催化剂可用于异戊二烯

的定向聚合（与人合作），并开发出橡胶新品种一一稀土

异戊橡胶。 80年代初率先在国内开展导电高分子研究，

与国外儿乎同时成功地合成了可溶性聚苯胶及其支撑

膜；针对走向聚合生产中洛剂回收能耗大的问题，提出

了稀土异戊二烯本体聚合的研究，并开发出合成双烯橡

胶新技术，取得专利。

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次及三等奖1次，发表论

文300多篇，有多部专、译著。 1984年被授予
“

国家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
”

称号。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现任中国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主任、 《高分子学报》

（中英文）主编及国外多个杂志的编委及顾问编委等职。

1933年5月，王佛松出生在广东客家人聚集的梅州地区兴宁县一个农民家庭。

王姓祖先在明末清初时期从河南安阳迁徙到广东，到王佛松这一辈已是第20代了。

王佛松是父母的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父母生他时都已



接受获日本高分子学会国际奖颁奖。 王佛松著作

年近半百，老来得子，王佛松自然被视为掌上明珠。在他之前，父母曾生下两个儿

子，但都夭折了。在
“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的乡间旧观念压力之下，父母相拥双

双跳池塘自杀，幸好被乡亲们及时抢救起来。后来王佛松一出生，母亲就将他寄名

给了观音做儿子，祈求保佑他平安长大。父母又请来村里的学究为他取名，根据五

行测出他的八字中
“
缺木

”
，又因与观音娘娘有托付，为他取名为

“
王佛松

”
：佛

为之子，松为长青之树。

客家地处半山区，土壤贫婿，地少人多，生活十分穷苦。但再穷再苦，非常重

视教育的客家人也要供孩子上学。客家人改变命运通常有三条路：念书、当兵、做

买卖，父亲为他选择了读书。1938年，不到5岁的王佛松被父亲送进私塾，因为年

龄太小十多天就回来了。那一年夏天村里成立小学，王佛松作为第一批学生入学，
一直读到1950年高中毕业。虽然这其间备尝艰辛，但对于这个热爱读书的少年来 4中

说，至少，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i" 

叶
1h 

通往梦想的崎岖之路 i 元

采访过程中，王佛松多次谈到的一句话是：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念书。念初 l�� 
中、高中直到大学，没有想到后来梦想成真。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农村孩

子，侃大学又能留学，搞研究，一直发展到今天。
”

在他早年的记忆里，印象最
飞

！4:,
j呆就是生活的贫困和艰难。进高小，学校离家三华里，为了省饭钱，8岁多的王佛

松每天步行往返回家吃饭。那时候父亲还不太老，还可以做点小买卖，生活还撑得



作为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高分子大会”主席，陪同国家主席江泽民
接见三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时的合影。

过去。但到了初中三年级下学期时，学校搬回到城里，这样一来就得住校，除了学

费外还要交伙食费，米是自带，但菜要钱。每星期相当于现在几毛钱的煤炭费和菜

费，从初中到高中主要是靠母亲种蔬菜到城里去卖得来的。 “每次回家最难受的是

找父亲拿煤炭费，有时没有，一早去跟亲戚借。从小就在心理上感到经济上受苦是

对一个小孩最大的伤害。
”

王佛松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到邻县的中学进行毕业班交

流，需要交钱。知道家里已经拿不出任何钱来，他就和同学一起去找姐姐，想办法

弄到一些棉纱代替钱款交了。 “这种没有钱的苦处心里真是说不出，下决心无论如

何以后要改变现状，不要让父母和自己受苦。
”

往事不堪回首，王佛松感慨万分。

但是再穷苦书还是要念下去的。高中最后半年（ 1950年春天），王佛松家里实

将 在是太毗根本无力交学杂费了。当父亲对他说别念了时，16岁的他哭了。天无

.. , 绝人之路，一心要读书的王佛松找到一位老师帮忙代交了学费，并许诺等家里割了

产
水稻时再还。同时 王佛松利用他会问问之长 每周六下午给村小学教音

亢J 乐课，每月得到30斤大米的报酬。 “我在黑板上写好歌单，全校100多学生，我唱

－志 一句他们唱一句……
”

王佛松似乎又回到了那贫苦但充满求学热情的青少年时代。

必 “我唱歌还是可以的。
”

他笑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这样，王佛松通过勤工

俭学基本解决了高中后半年的吃饭问题。

150 半年后王佛松毕业了，当时考大学不像现在哪个县都能考，王佛松所在的兴宁

飞可平／旷县没设考试点，只能到汕头、广州、韶关三个考区去考。路费要钱，考上了还得交

学费，这是贫困的王家无法承担的。但即使如此，王佛松也没有放弃考大学念头。

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曾教育他要像以前兴宁一中的林校长那样，高中毕业后先教了



2002年12月19日，陪同李鹏委员长接见科威特
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后与李委员长合影

8年小学再考大学。 这样，

王佛松下定决心：通过教

书筹得 学费后再考大学。

同学介绍他到他们村里当

小学老师， 一月120斤大米

的薪酬。 一 切谈妥， 聘书

都拿到了时， 王佛松自己

村里的校长辞职， 村里人

提出让他回来当校长。 王

佛松退了聘书， 意气风发

地走马 上任了。 那一年他

还不到17岁。 但是 由于村

里穷， 老百姓出不起钱， 学校困难非常多。孤立无援之下， 这位少年校长不得已只

好匆匆卸任了。

客家人做买卖， 远的到南洋，但大都经历悲惨，很多人客死异乡（王佛松的一

个叔叔就是死在了马来亚）。近些的就是到周边的城市去卖家乡的土特产。 正好村

里有人要到惠州做买卖， 父亲让王佛松和他们
一起去。 借了10万块钱（等于现在的10元），

买了两千多支毛笔和几百条裤腰带， 和几个老

乡一起徒步上路了。 到惠州后见报上登载广州

干部学校招考的消息， 决定去广州报考。 王佛

松卖了裤腰带， 解决了由惠州到广州的1万元的

路费， 可却由于轮船的晚点， 赶到广州时报名

已经结束了。 好在遇上了一个已经考上大学的

同学， 借给他70万元做生意。 王佛松说他终生

感激这位同学， 后来联系不上他了， 想回报都

没有了机会， 这是他深感遗憾之事。

无奈之下， 王佛松只好去惠阳做小买卖的

姐夫那儿。 本来他已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

位，但他姐夫告诉他： “教书没有做小买卖

好， 后者一天至少也可以赚1万元，你可以在我

家吃住， 不要花钱。 这样半年下来， 除去零花
王佛松院士受聘为

“

杨石先
讲座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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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可赚100万元以上，以后考大学的费用就不成问题了。
”

这样，王佛松决定留下

来摆地摊做小买卖。早上给姐夫全家大小做饭，晚上为全家人做饭和烧洗澡水，白

天则摆地摊卖发夹、毛巾、针线等洋杂百货，晚上回来就在鸡舍边铺上木板，权当

床来睡。好在生意不错，一天能赚1万元。摆地摊很苦，风吹日晒，地方还不固

定。但只要生意一有空闲，他就拿出《范氏大代数》和《朱吴两氏化学》来看，王

佛松说，这两本是高中最好的书，他一直随身带着。

做生意再赚钱，也抵挡不了王佛松心中对读书的渴求和热望，更何况他摆地摊

近半年赚来的钱近一半都交给了原来答应他不用交伙食费的姐夫，几乎是白当了半

年的
“
小伙夫

”
。半年之后，他决定结束摆地摊的生涯，带上平生第一次用自己劳

动赚来的少得可怜的钱，毅然踏上回家之路，徒步七天终于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家

乡。
“
我必须回去！回去首先就是考学校。

”
时隔几十年之后，王佛松的语气里仍

是充满了坚定。国家后，王佛松仍是当起了小学教师，一面业余自己学习。将《范

民大代数》、《朱吴两氏化学》和谈家祯先生写的生物方面的专门辅导考大学的参

考书背得烂熟。

1951年6月底，王佛松带着教书所得及亲友等的支持和土改时分得的钱约30万

元，和同学离开家乡去广州考大学。抱着非考上大学不可的决心，报考了所有可以

报考的学校。王佛松还记得报考华南文艺学院文学系的作文题目是写
“
你最喜欢的

一本书
”

的读后感，他写的是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佛松报的第
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的化学系（中山大学要交学费，所以没报），其次是农学院的植

物保护系。到7月底，高考的结果仍未放榜，可当时的南方大学（叶剑英任校长）

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了。加之，其时王佛松囊中已无分文，再等下去连吃饭都成

问题。这样，王佛松和同学就进了该校的国际贸易系。但没过多久，武汉大学来了

入学通知，那位同学也考上了广西大学的植物保护系。经过一番周折，两个人终于

说服了南方大学的指导员对他们放行，七拼八凑了路费各自奔赴理想中的大学去

了。

从武汉到列宁格勒

飞
！5� 王佛松常说： “

是祖国培育了我们，在这块温暖的土地上，我们才大有作

为。
”

对国家的热爱、感激之情，使人不由得想起了艾青
“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的诗性情 ’怀。1951年考进武汉大学到1955年

毕业，四年中他刻苦学习，在专业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流行念工科，很多



人不看好理科。但王佛松对专业的选择从来不犹豫。学校里伙食很好，每顿都是四

菜一汤， “那时候感觉新社会真好啊！粉蒸肉、排骨、江米丸子，木须肉啦，这些

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
”

。幸福的感叹之后，王佛松非常幽默地来了一句： “我
一下子思想进步非常快，心情也非常好。入学半年就入团了，是当时那一批学生中

最早的一个，呵呵。
”

尽管如此，家境贫寒的王佛松大学生活仍是很清苦，每月就靠一元钱的助学金

生活，四年中从没买过鞋和袜子。夏天时光脚丫子，其他的季节穿的始终是当年摆

地摊时买的那双回力牌解放鞋。洗衣服没有肥皂，爱干净的王佛松就用水泡上一两

天再搓洗。王佛松回忆说，像现在大家穿的这种内衣我当时是没有的，直到留苏时

才开始买内衣。 “当时学风好，不像现在不少人一切往钱看。没有国家的培养，我

根本念不了大学。如果不是同学们的帮助，我也没有今天。
”

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

固然艰苦，可是那一代人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他们宁可什么都没有，但唯一不能

缺少的就是信念。就是凭着这种顽强、执着的信念，王佛松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武

大化学系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深得老师尤其是系主任叶d屏和著名化学家张资琪

先生的赏识和厚爱。而老师们的指导和浸润，使他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受益匪浅。

就在这时，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决定除了派遣应届高中毕业

生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之外，从1955年起，大批派遣应届大学毕业生和

大学教师赴上述国家读研究生，武汉大学已有留苏研究生的名额。到1955年春，学

校公布了留苏候选人名单，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察和筛选，最终确定化学系6个

人参加留苏考试，录取了2人，王佛松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准备选拔考试，那期间

他连同在武大读书、低他两届的女朋友都没有时间见面。

在针了一
町阳平文学习之后，王佛松于195 哩列宁格勒苏联科学

将

1987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
慈在昕取王佛松所长的汇报。

与何梓麻院士（右）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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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高分子化合物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和合成橡胶专家波·亚·多

尔哥普罗斯克院士。读研究生，而且出国了，去的是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国家，

王佛松说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第二件事。

在苏联的三年半时间里，王佛松最大的愿望是用最快的速度学好本领回来报效

祖国。为此，他常常是一周才体息半天，平均每天花十五六小时在学习和工作上。

好在营养不错，精力跟得上。王佛松在苏联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研究所读的专业方

向是导师亲自为他选的，在高分子化学领域是一个新的方向。那儿年里，他通过对
“

金属模有机化合物与过度金属盐类的反应及用模有机化合物和其络合物引发聚

合
”

的系统研究，得到了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的结论。据此写出的科学论文也成

为第一篇有关楼有机化合物直接作用定向聚合催化剂的文献，曾被美国《橡胶化学

及工艺》由俄文转译成英文发表。王佛松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导师的高度赞誉，

推荐他到苏联和国际学术报告会上作报告，他是第一个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门捷列

夫化学大会上作报告的人。

这位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再次以他顽强的毅力和意志，以他刻苦的钻研精神和

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异国导师的赞许。

专业领域的开拓者

1960年1月，王佛松提前于国家规定的四年学习期限毕业回国，是当时第一次

大批留苏人员中最早通过答辩的回国人员之一。回来后王佛松被分到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工作。不久就参加合成橡胶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国的合成通用橡胶工业是
一片空白。橡胶面临两个95H的情况：95H以上需要进口，95H以上是天然橡胶。对

这种既是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材料，又是战略物资的橡胶，国外对我们进行封锁，

加之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建立我国

的合成通用橡胶工业，应化所决定开展
“

顺丁橡胶的合成、结构、性能及应用
”

的

研究工作。王佛松以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项工作，并将从苏联带回来

的有关钻体系的基本配方介绍给同事们。经过深入研究和刻苦攻关，终于合成出性

能基本达到国外同类胶种的顺丁橡胶。其后，石油部提出与应化所合作在锦州石油

�5�六厂进行顺丁橡胶的中间试验。1965年5月，由王佛松主持研究的催化剂顺丁－4在

锦州石油六厂进行中试。为其后的顺丁橡胶中试及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了加速顺丁橡胶工业化进程，国家成立了会战指挥部。1971年4月，在北京

燕山石化公司建成万吨级大厂，实现了工业化，这是中国国内唯一靠自己技术力量



2002年世界高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 圄为大会主
席王佛松院士致开幕词。

开发出来的合成通用高分子

材料。1972年至80年代初，

已先后在锦州、北京、山东

l 淄博、上海、湖南岳阳、新

疆孤山和黑龙江大庆等地建

成七套万吨级生产线，为我

国合成橡胶产业化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中国已成为镰

系顺丁橡胶大国。为此，顺

丁橡胶生产新技术于1985年

获首届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王佛松所在的应化所为

主要单位之 一。

1966年， 王佛松又受命

组织领导和参加了异戊二烯橡胶（人造天然橡胶）的研究工作，他做了题为
“

异戊

橡胶的合成及结构与性能
”

的开题报告。这个报告不仅为当时开展异戊橡胶的研究

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对异戊橡胶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时值
“

文革
”

期间，一大批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受到影响和摧残，乃

至牺牲生命。应化所也不太平，王佛松被诬为
“

国民党特务
”

。从1968年8月至

1969年5月，他失去 人身自由，受到残酷和非人的迫害。但他坚信事情总会水落石

出， 困此在关禁他的房中的墙上， 刻下了一 副对联：
“

好人冤不了，坏人逃不

掉。
”

横批：
“

永远如此。
”

与此同时，他的家人在精神和物质上也受到折磨。然

而非人的遭遇并没有浇灭王佛松的科研热情，一旦阴霆消失，他就迅速地回到他热

爱的工作当中去了。

1970年初，根据当时科研工作需要，王佛松受命开始寻找新的异戊二烯顺式－ 3、

1,4聚合催化剂。他证明，稀土催化剂可以引发异戊二烯顺－1,4聚合。从结构及性能 ·
’

了

看，所得到的聚合物是继U胶和Li胶之后的第三种异戊橡胶新品种。从70年代初至 j� －， 

80年代，王佛松积极参加和领导异戊橡胶的实验室试验及中试推广工作，并通过有

关部委鉴定。与此同时，他在双烯聚合稀土催化剂的活性中心结构及聚合机理方面 155 
也做了较系统的创新性工作。所有这些基础性及系统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同事的工飞可平／扩

作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王佛松是世界上最早用稀土催化剂聚合异戊

二烯的先驱者之 一，并首先发现稀土催化异戊二烯顺聚合具有活性聚合的特征。



在意大利做客座教授期间，为了回国后开展工

作，王佛松密切关注着国际上高分子研究的新动向。

1977年发现的导电高分子打破了过去高分子是绝缘体

的概念和事实，在高分子研究方面开拓了一个全新的

方向。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用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并且和他的专业比较接近，以应化所当前的科研

力量就可以实施，他认为是值得下功夫的地方。回国

后他在全所做了一个导电高分子方面的课题报告，很

多人不理解，劝他别搞，但王佛松
“

坚守原有阵地，

开拓新的领域
”

，结合世界高分子研究的新生长点，

开辟新的科研方向。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佛松在导电

聚乙：块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二氧化碳的
固定和利用

因

王国虹 王’居 主’自

� ••• a，蝇’

著名导电高分子科学家、
“ SyntheticMetals”

的主编Epstein书面评述称 “你们广泛

的研究活动已取得在该领域领先地位，是富有成果的基础研究项目
”

，同时，王佛

松从没有忘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解决了从实验室结果放大至规模

的批量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后，终于建成了年产30吨聚苯胶的生产装置，这是

世界上第一条批量生产聚苯胶的装置，除供应国内需求外，曾出口至美国杜邦公司

约2吨。如今，王佛松开展的导电高分子研究工作已发展为长春应化所重要的研究

方向之一。

桑榆晚景乐无穷

将 一个人发展、发达成名颇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机不是个人的

产
能力而是时代是机遇我能在合成橡胶研究工作叫一点贡献主要是国家

元的需要，应化所的条件，再加上又是我的本行。时代造就了我。
”

他感谢国家对他

－志 的培养和教育，也感谢一起参与科研工作的同事们，
“

靠大家做的工作，又找到好

净 的方向，这才能够做点东西出来。
”

1988年王佛松离开长春应化所到北京，一直到

199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管全院的人才工作。他在工作中深深感到
“

文革
”

156 造成的中科院人才断层，许多学科和研究方向上的带头人存在突出的老龄化问题。

飞可平／旷针对这一情况，王佛松和人事、计划、财务、基建等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良策。其后不久，他和中科院人事局的同志提出
“

百人计划
”

的建议，得到中科院

党组的同意。自1994年实施以来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成为今天培养优秀人才和



战略科学家的重要举措。
与夫人廖玉珍在 一 起

如今，
“

百人计划
”

的入

选者，大部分成为实施创

新工程的践行者和 领头

人，其中第一批入选者，

有的已成为科技部和中科

院的领导。

多难的人生造就了王

佛松，早熟的心灵使他很

小的时候就多愁善感，对

人情世事有着自己独特的

感悟。 几年前，科学时报

组织活动，请院士们题写自己的座右铭，王佛松写的是
“

文章千古在，仕途一时

荣
”

。 其实这句话不 是王佛松的原创，因为正好契合他的心境和追求，他就
“

拿
”

来为己所用了。 如今王佛松对名利看得较淡，他看重的是真正为人民留下物质、精

神财富的事功，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哪怕在生前并不为人所知，但却有其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 2006年，王佛松因应邀参加母校兴宁一中的百年庆典回到故乡，家族

中的一位侄辈，向他念起他小学时期写在家中墙上的打油诗
“

人生在世儿何时，何

必全心为己呢？青春一过老年至，一至老年又何如？
”

王佛松幼时的心灵中，对人

生仿佛如历经沧桑的老者一般，看透了世事纷扰和名利纷争。

退出领导岗位后的王佛松，虽然放下了繁重的科研、行政工作，但仍然忙着为

产业部门提供咨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社会活动及帮助带研究生。 闲暇时，王佛

松喜欢读历史类的书籍，书架上摆放着不少大部头的史学著作。还有早年打下基础

的书法，现在他也可以多花些时间在这上面了。 王佛松那次为科学时报题写的座右

铭，王选先生说他的夫人看了赞不绝口。 扬州大学校门口石头上的
“

奋进
”

二字，

就是校方请他题写的。

奋进 ，不正浓缩了他为自己的梦想和祖叫研发奋、进取的人生历程 l�� 
吗？

LP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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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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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自2009年2月18日《中华读书报》第7版，作者为该报记者）飞可平／旷



结

� i 1-t豆
碎 T jJ\ 
扎成

为母校兴宁一中百年校庆题词。

亲切勉励母校兴宁 一 申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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