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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大师

他是中国电化学的开拓者

之一、中国的“锂离子电池之

父”，以科研成果服务国家需

要。他毕生事业一教鞭，教书

育人 60 余载，爱生如子，学生

用 20 个字评价他：优雅的风

格、温和的性格、严谨的学风、

淡泊的境界。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

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吴浩青，今年

是吴浩青先生诞辰110周年。

4 月 19 日，纪念吴浩青先

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举行，这是

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的系列活

动之一。复旦大学副校长汪源

源、中国化学会电化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邢巍致辞。与会学者

追忆先生精神风范，共话电化

学前沿进展。化学系主任周鸣

飞教授主持研讨会。

探索锂电池反应机
理，科研直面国家需要

上世纪80年代，锂电池虽

已生产多年，却一直未能确定其

阴极反应机理。1984年，已是古

稀之年的吴浩青与合作者提出

“锂电池嵌入反应机理”，否定前

人的观点，得到学界公认，获得

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学界欲尊称吴老为“锂电池

之父”，他却表示，全世界探索锂

电池的不止他一个，愧不敢受。

作为国内电化学领域的开

拓者之一，吴浩青始终坚持“把

国家的需求当作个人的愿望”，

一生埋首科研，取得丰硕成果。

世纪之交，吴浩青老骥伏

枥，不停滞于过往的科研成就，

着手研究锂电池家族的新成员

——更安全、更微型、成本更低

的锂离子电池。纵然已是 90

多岁，吴浩青仍自己动手实验，

开发出的新功能材料用于全固

态锂二次电池研制，并投入生

产、惠及民生。

接受学校融媒体中心记者

采访时，吴浩青之子吴全、吴杰

都动情回忆了父亲晚年以实验

室为家、住在实验室的场景。

吴全说：“那时实验记录条件比

较差，没有自动记录仪，父亲在

实验室里放一张床，观测电池

的放电规律，半小时就要记一

次数据。实验有了进展，他很

高兴，跟我讲把锂电池串联起

来，就可以派上大用场。”吴杰

谈到，父亲一贯非常重视实验，

“他说一走进实验室心情就很

好，待在实验室里很舒服”。

结缘复旦，以教书育
人为毕生事业

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山

明水秀的小村庄，四岁丧父，母

亲典田举债将他抚养成人，在县

里中学读书时备受嘲讽与冷落，

“乡下人”的称呼挥之不去；18岁

考上浙大化学系，家境困难受资

助，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成绩优

异……在吴浩青先生的成长历

程中，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他

从未想过放弃，一路披荆斩棘，

提升自我，扎扎实实做学问。

22 岁大学毕业时，吴浩青

面临人生选择，急需还债的他

婉拒两份薪资丰厚的工作，选

择留校当助教。他曾这样解

释：“当时，钱对我来说是多么

的需要！但毕竟非我孜孜以求

的初衷。自从懂事起我就立志

要做一个大学教授，一面教书，

一面从事研究工作，为国家做

点有益的事，何等快乐！这是

我追求的生活。”

从此，吴浩青开始教书育人

的毕生事业。他的教学生涯达

六十余载，曾任教于浙江大学、

沪江大学等多个院校。1952年，

吴浩青伴随院系调整来到复旦

大学，从此与复旦化学系结缘半

个多世纪。在复旦期间，他不断

探索、改进教学方法，把抽象的

概念讲得生动活泼，透彻易懂。

1957年，吴浩青在复旦筹建研究

双电层结构电极表面性质的实

验室。这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

个电化学实验室，也是我国电化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复旦化学系教授余爱水是

吴浩青的博士生，他至今难忘

自己刚留校任教的那个夏天，

对着四壁空空的教师宿舍一筹

莫展。年届八旬的吴浩青提着

重重的盒子，在大太阳下走了

两站路来到他面前——“吴老

师送来的，是一套八件精致的

青花瓷茶具，是老师对学生、长

者对年轻人的期许和支撑”。

在吴浩青家中会客室墙

上，曾挂着一幅胡铁生的贺匾：

“成果浩海上，育苗青天下”。

正如匾文所述，60余年躬耕教

坛，吴浩青培养了近 50 名硕

士、博士和博士后，其中不少人

已成为教授、总工程师、研究所

所长、系主任。还有 4 位学生

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别

是：邓景发、汪尔康、沈之荃和

李永舫院士。

待人如沐春风，精神
泽被后世

“我何德何能，我就是一个

教书匠！”记得父亲吴浩青在世

时，每当遇到褒奖和祝贺，他都

会这样说。回忆起往事，吴全

不禁哽咽，泪眼潸潸。

小时候，吴全深夜醒来，总

是能看到父亲伏案工作的身

影。吴杰也说，“我们家有兄弟

姐妹五个，孩子多，平时比较

吵。父亲总是在夜深人静时读

书备课，灯火不熄。”每次在给

学生上课前，无论这门课他曾

经教过多少遍、有多么熟悉，父

亲都要在上课的前一个晚上，

从头认真备课。

在吴全看来，父亲吴浩青

是严父，亦是慈父。“我们子女都

这么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子女，

可是他还经常给我们买冬衣，

惟恐冻着。不仅给我们买，还

给我们的子女买。他说，一个

人要学会做饭，要有衣穿，有了

这两样就不会吃苦。在他的言

传身教下，我们家的孩子都会

烧饭做菜。”吴全至今保留着父

亲叮嘱他保重身体、提高免疫

力的手书，纸张泛黄，深情如新。

生活中的吴浩青注重修

身养性，他很爱花，也爱养花，

自家楼下有三棵他亲手栽种

的香樟树。他觉得这些植物

有生命，需要呵护和栽培，像

悉心栽培自己的学生一样对

待香樟树。

2008年4月22日，在吴浩青

95岁寿辰之际，他捐献出个人积

蓄，在复旦化学系设立吴浩青奖

学金，鼓励在电化学方向奋斗的

优秀青年学生。奖学金评选多

年，每年都有学子受益。

2010 年 7 月 18 日上午，吴

浩青先生与世长辞，享年 97

岁。复旦化学系师生闻讯，连

夜折了2000只千纸鹤，悬挂在

化学西楼前。千纸鹤随风飘

扬，诉说哀思。

如今，先生辞世已 14 载。

电化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复旦

化学系薪火相传，吴浩青奖学

金持续资助青年学子。三棵香

樟树郁郁葱葱，亭亭如盖。

本报记者胡慧中

吴浩青：成果浩海上，育苗青天下

4月3日，是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二级教授、著名解剖学

家、中国解剖学会发起人之一

的齐登科教授诞辰120周年纪

念日。为继承与弘扬前辈先贤

在医学教育上的精神和优良传

统，4月19日下午，由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院主办，上海市解剖

学会和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承办的“登

研剖真，科韵长存——齐登科

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

报告会”在复星楼一楼会议室

隆重举行，这是复旦大学“致敬

大师”的系列活动之一。

从收集中国人的解剖资

料、编写我国的解剖学教材，

到战火纷飞中帮助各地医学

院校建设解剖学教研室，再到

1947 年创办中国解剖学会、

1964 年创刊《解剖学通报》（现

更名为《解剖学杂志》），齐老

为中国解剖学科的发展做出

了杰出贡献。

在追思缅怀环节，上海市

原副市长、基础医学院原院长、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教授

左焕琛分享了在上医求学、工

作期间与齐老相处的小故事，

齐老的家国情怀与严谨治学、

事必躬亲的精神影响着一代代

上医人赓续先贤，接续奋斗。

人体科学馆馆长、解剖与

组织胚胎学系周国民教授以齐

老的工作照片为索引，详细回

顾齐老求学、就职上医、创建国

立贵阳医学院、用科学事实驳

斥错误观点、抗战西迁、应召回

校等生动故事。为纪念齐老诞

辰 120 周年，周国民教授还特

邀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驻馆艺

术家梁强博士（又名麦子）创作

了两幅画作，表达对齐老的深

切怀念和崇敬之情，该画作也

在纪念会上首次展示。

齐登科教授家属代表齐振

生先生分享了记忆中父亲带病

坚持工作、关心教研组同事与学

生的伟岸形象，以及成长过程中

父亲对自己与姐姐的深刻影响。

在学术交流环节，类脑、解

剖学以及人类学研究领域专家

和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师

生代表交流了解剖学及相关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文/米文丽、金嘉怡

齐登科：毕生致力中国解剖学发展

王振复《文集》发布

日前，“固本与兴新——第三

届中国古典美学高端论坛暨王振

复先生《文集》发布会”在复旦大

学举办。本届论坛旨在对当下中

国古典美学研究中“固本强脉”和

“兴新强国”等热门话题展开学术

讨论，同时庆祝复旦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系（下文简称“中文系”）教

授王振复的《中国文化美学文集》

（8卷本）正式出版。

王振复长期从事易学、巫文

化学与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

佛教美学，中国建筑文化与美学

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学术界

享有广泛声誉。此次出版的《文

集》是对王振复五十多年学术生

涯的精华集结，收录了他的主要

论文与专著等，大约400万字。

王振复最后在感言中表示，

《文集》是他过去五十年研究、思

考的成果，但是学术无止境，自

己的工作仍然“未济”，希望以本

次论坛为契机得到学界的关注

和批评。

会后，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陆续举行。专家学者们围绕中

国古典美学中的文明探源、文化

文脉和文化传承等学术问题以

及王振复教授《文集》的主题内

容和价值等展开深入探讨。

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中文

系主办、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

专业委员会协办，发起人和召集

人为复旦中文系教授谢金良。

自2018年起，该论坛已在复旦大

学连续举办三届。 文/刘朝元

探讨自动驾驶风险

日前，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

学术沙龙——自动驾驶中风险因

素的探讨在线上举行，由风险驾驶

表情识别创新团队承办，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朱磊教授召集。

沙龙涵盖四大主题：自动驾

驶感知技术趋势、自动化驾驶的

心智占位、人机信任在自动驾驶

中的作用，以及车路协同的现状

与未来。其综合讨论为进一步研

究和发展自动驾驶领域、提高风

险驾驶智能识别系统的精度、降

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提供了有益

的指导。 来源：文科科研处

研究六氟化硫排放

近日，由科技部重点研发专

项“公约受控卤代烃减排成效评

估和预测预警研究”等项目支

持，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

系/大气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布里斯

托大学、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

心等单位合作完成基于地面大

气观测和反演估算的中国六氟

化硫排放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

顶 级 期 刊 Nature Communica-

tions上，复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姚波研究员为论文的共同通讯

作者。研究表明大气观测结合

排放反演可以有效评估清单结

果，降低排放计算的不确定性。

来源：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