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十年来，黎乐民与书籍为友，跟科学结伴。只要
不外出，他每天晨起便开始工作，常常持续到深夜，潜心
搞好基础研究和教学，这种执着而淡泊的人生态度也深
深影响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他培养的学生不少人已
经成为教育界、科技界的骨干力量，真是桃李满天下。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教过本科生的课，后来都是
带研究生，他们有的在我们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当教授，
有的在北京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当教授，有的还是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有的当了系主任、研究中心主任。”说起
学生，黎乐民满脸自豪。刘文剑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出国进修，继续坚持相对论效应方面
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成为该领域在国内外有影响的
专家学者，受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选为国际量子
分子科学研究院院士。

何谓化学？黎乐民用一句话归纳：“化学是研究化
学物质变化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掌握变化规律，利用
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保障大众生命健康。”投身祖国化
学事业半个多世纪，在他看来，化学是深受社会关注的
科学，每一个学化学的学生都应该爱国敬业，心中时刻
装着国家和人民。

黎乐民强调，大学教育要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同
时要引导学生善于学习前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并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死
记前人给出的结论。强调学生不能死读书，而要深刻领
会原理，懂得运用知识。要加强创新意识教育。科学要
前进，创新必不可少。

除了重视教书育人，黎乐民还勤于著书立说，他和
同事合著的教材《量子化学－基本原理和从头计算法》
（上、中、下三册）长期以来是我国理论化学专业研究生
必备的参考书，对培养有扎实理论基础的研究生起到很
大作用。

黎乐民的研究成果也令人瞩目。“应用量子化学－
成键规律和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构”荣获1987年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应用量子化学”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1985 年）；“萃取机理与稀土络合物的红外
光谱研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7 年）；

“芬太尼类－镇痛剂的量子化学研究”获得解放军总参
谋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7年）等。

薪火相传
倾情教育桃李满天下

近七十年来，黎乐民一直工作生活在北京大学，兢
兢业业为祖国科学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淡泊
名利，品行高洁，令人敬仰。

除了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黎乐民还承担过 30
多个学术和社会职务。他担任过教育部稀土材料化学
及应用开放实验室主任、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主任等，在中国科学院化学部、中国化学会、吉林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大学和山西大学等兼任
过职务，担任过《中国科学：化学》（中英文版）主编和其
它十多种刊物的副主编或者编委，1998 至 2007 年任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常务委员等。他还喜读诗书。他的一言一行常在无意
中诠释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定，举手投足间总
能体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从容。

1984 至 1985 年，黎黎乐民到美国当高级访问学者，
受聘为属于美国能源部的能源和矿物资源研究所的客
座科学家，虽然可以留在美国发展，但是为了祖国的科
学事业，他毅然如期归国。“在国外收入比在中国高得
多，甚至高出百倍。可是，我脑子里一直谨记着，从中学
到大学，我都享受国家提供的助学金，没有国家的培养，
我是不可能上大学的。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
回报国家的培养。”对此他如此说。

黎乐民作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从来不居功自
傲，没有半点架子，一直是平民作风。1994年，黎乐民回
家返京路过电白县水东镇，住在简陋的旅社。当时电白
县领导知道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回到家乡，便登门拜访。
他婉言谢绝了电白县领导的住政府招待所、公车接送的
好意，自行乘搭公共汽车转到茂名回京。他常说：“不要
多花国家一分钱，不要增加政府负担。”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黎乐民经常关注家乡的发展，
对家乡在经济、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充
分肯定。他说，家乡要发展，必须抓教育，将教育和发展经
济结合起来抓。教育需长期抓才能出效益，务必重视基础
教育，从小学抓起，提高全民素质，培养社会栋梁。

淡泊人生
高山仰止且从容

在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方面，黎乐民也倾注了很大
的热情和心血。从1999 年至今，黎乐民担任北京青少年
科技俱乐部副主任，到各中学跟青少年交流，给中小学生
做科普讲座，做科普报告，经常参加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
创新竞赛活动，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孩子们爱上科学，从
而培养更多科技人才，促进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

黎乐民说，科技人才培养对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要
培养杰出创新科技人才，就要从娃娃抓起，只要培养了孩子
们对科学的兴趣，感兴趣的人口基数大了，底盘够大，那么
培养出科学家的概率就大，自然容易产生人才了。这是黎
乐民对科技后备人才培养的思考。基于此种思考，他不遗
余力地到中小学去“播种科技种子”。希望通过大手拉小
手，老前辈带着孩子们走进科学的世界，领略科学的奥妙，
薪火相传，就像当年的老师帮助他们一样！他期待，有更
多的孩子踏上科技之旅，点亮梦想之光！

2014 年，黎乐民回到电白一中参加母校百年校庆，
发表了《喜乘祖国发展的东风——回眸六十年随想》的
演讲，全文整整一万字，表达了对父母、对母校、对家乡、
对同窗的深深感恩之情，还有对高中学子的期望和勉
励。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竞赛，开始时跑得快的不
一定是最后的优胜者，起步差一些不一定不是最后的胜
利者。勤奋努力、坚持不懈、胜不骄、败不馁，是实现从
面临挑战到取得成功的转化之桥梁。”

甘当人梯
乐为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黎乐民，1935年12月出生，茂名市电白区林头
镇板桥村委会铺背村人，中国著名量子化学家、物
理无机化学家，教育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留校任教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65年研究生
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
领域为配位化学、萃取化学、量子化学、理论无机
化学等。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87年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解放军总参谋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
（院士）。1993 年至 1997 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
员，1998年至2007年连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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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黎乐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
作，1962至1965年，师从我国稀土化学的
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
家、教育家徐光宪院士，攻读物理化学
（核燃料络合物化学方向）研究生，参与
核燃料相关的络合物化学和萃取化学研
究。1965 年研究生毕业后，继续留在北
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在此期间的科
研成果，作为一部分包括在 1987 年获得
的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之中。

谈起恩师徐光宪，黎乐民充满尊敬
和感激。在他眼里，恩师为人道德高尚，
做学问融会贯通，做科研执着追求，是他
一生的榜样。

黎乐民说，他能有幸成为徐先生的
研究生，属于偶然事件。黎乐民就读本
科时听过徐先生讲授的两门课，但并不
太熟悉。他留校任教后，有一天到图书
馆查阅文献资料，想查找一篇刊登在英
国法拉第学会会志上的论文，却找不到，
巧遇徐先生到图书馆来。徐先生带他找
到了那篇论文。他感觉徐先生很热心，
乐于助人。1962 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入
学考试，他就报考了徐先生的研究生，师
从徐先生攻读核燃料络合物化学（现称
配位化学），属于物理化学专业。研究与
原子能关系最密切的元素铀、钍等形成
络合物的性质，及将其用于铀、钍的化学
分离提纯。后来还跟随徐先生做过核燃
料后处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从反
应堆燃烧过的核燃料中分离回收铀、钚
和其它重要超铀元素的方法。

徐光宪是我国量子化学研究的先驱
者。早年在美国从事量子化学研究，
1951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为了报效祖国，他放弃外国优渥
的生活条件，历尽艰辛回国参加建设，在
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徐先生几十年
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了国家需要，
几次改变科研方向，每次都能迅速取得
累累硕果。1957年根据国家需要开展核
燃料萃取化学研究。1958年从化学系转
入原子能系，被任命为副系主任，负责培
养当时国家急需的原子能化学人才，同
时开展核燃料化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
重要成果。1972年从北京大学江西鲤鱼
洲农场回到化学系工作。1973年接受国
家关于稀土元素分离提纯的研究任务
后，迅速组织并带领团队开展研究。他
提出“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在此基础上
带领团队开发出高效的稀土分离工艺流
程，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使我国稀土工业
由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跃成为稀土生
产量和出口量世界第一，迫使发达国家

多家生产单一高纯稀土产品的公司停
产。我国单一高纯稀土的生产与外贸曾
占到全世界85%以上的份额，国际同行称
之为“China impact”（中国冲击）。他带领
的团队创造了中国稀土分离科技和产业
的奇迹！1989年，徐光宪先生筹建北京大
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己担任筹建组组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黎乐民担任实验室主任。1995年，稀土材
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通过
验收，参与全国评估获得良好成绩；1999
年参加全国评估，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关于稀土分离研究的重要意义，黎
乐民举了一个例子来说，1958 年他刚开
始做科学研究时，有一次到器材室领取
光谱纯氧化镧作为试剂，被告知一克氧
化镧需一千元，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
18个月的工资。那时单一高纯稀土元素
化合物就是如此昂贵！我国有丰富的稀
土资源，但不掌握分离单个稀土元素的
技术，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出口稀土矿产
或者粗制的混合稀土氧化物，却需要以
高昂的价格进口含单一高纯稀土元素材
料；而且重要的含单一高纯稀土元素的
材料，发达国家还不肯卖给我们。由于
徐光宪先生主持的稀土分离科学研究为
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2008 年荣获中国
最高科学技术奖。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内外形势发
生重大变化。国家再次强调要加强基础
研究。1978 年钱三强先生来到北大，很
认真地对徐光宪先生说：“50年代因为国
家需要。把你从量子化学本行调到原子
能战线，你服从了组织安排，毅然主持放
射化学专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人才，
现在你可以回到你热爱的量子化学专业
了。”徐光宪先生在时隔 20 多年后，在继
续进行稀土实验研究的同时，重返了量
子化学基础研究，但是缺乏得力助手。
当时黎乐民已经从技术物理系调回化学
系，安排在普通化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工
作。徐光宪考虑到黎乐民有很好的量子
化学基础，就申请调他过来作为骨干力
量协助组织研究团队开展工作。经过不
断努力也取得重要成果。例如他和黎乐
民、任镜清合作完成的项目“应用量子化
学－成键规律和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
构”荣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中有四
位成员先后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黎乐民、黄春辉、高松、严纯华。这在中
国是少有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
多见。这也是徐光宪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师从“稀土之父”徐光宪
开展络合物化学、萃取化学和量子化学研究

茂名电白籍教育家、著名量子化学家、
中科院院士黎乐民的家国情怀

■记者 陈艺平 陈珍珍 通讯员 麦哲伦 刘永严

2023年10月30日，在北京清华园街道一栋普通民宅里，我们见
到了敬仰已久的著名量子化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黎乐民院士。他给
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穿着朴素、慈眉善目的邻居爷爷模样，举手
投足流露出来的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学者风范。

“学海浮槎，乐不思它，求知求是，淡泊生涯”。这是黎乐民院士
在 2003 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的题词，这也
是他人生真实的写照。

乐民是迄今为止茂名电白籍
的唯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科学
教育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
此，黎乐民非常谦虚，把一切成功
归根于“长得逢时”。

黎乐民说：如果不是成长在
新中国发展时期，如果没有老师
指引，我个人大概什么事也干不
成，只能辛苦谋生，求得温饱过一
辈子。我父亲对我的希望是能读
点书，当上一个小学教师，有碗饭
吃，不用当农民那么辛苦就满足
了。我这一生能超出我父亲的期
望，不是光靠我个人的努力，首先
是乘了祖国发展的东风。

1935年12月6日，黎乐民出生
于电白区林头镇板桥村委会铺背村
一户贫苦农民之家。因为贫穷，为
了养家糊口，他父亲很小就到大衙
墟店铺当学徒工，没有正式上学读
书的机会，在白天劳动之余，晚上参
加村里“夜学”识字班，才认识一些
字。正是因为贫穷，黎乐民只读过
两年正规小学。穷则思变，他从小
就刻苦学习，爱好读书，希望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小学时期，他得到流
落电白的江门籍启蒙老师“三埠婆”
的悉心教导，打下了很好的语文基
础。1949年，黎乐民考入电白三中
读初中。在那里，他遇到把他引入
化学大门的恩师梁家麟先生。

抗日战争时期，电白县政府
曾从电城迁移到霞洞大村。电白
三中就在霞洞大村，学校办得很
好，图书馆藏书也多，黎乐民经常
去借阅。梁家麟是他的初中语文
老师、班主任。梁家麟先生也是
进步青年，当时才20多岁，语文教
得很好。1950 年暑假期间，黎乐
民经常到图书馆借阅文学书籍，
有一天遇到梁家麟老师。得知黎
乐民借阅小说，梁家麟老师告诉
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需要
许多工程技术人才建设国家，光
喜欢语文，光阅读文学书籍还不
够。梁家麟老师还给他介绍了几
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一
本是法国人写的《化学奇谈》。该
书中文译本以浅显易懂的文字解
释有趣的化学现象，阐述化学原
理，介绍化学实用知识，深入浅
出，引人入胜，深深地吸引了他。
尽管那时他对化学并不了解，但
是知道化学能产生很多东西，对

生活很有用。从此他对化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按照书本
的做法，尝试做一些小试验，可惜
都失败了。但喜欢化学的种子却
在他心中扎了根。

1952年，黎乐民初中毕业后考
入电白四中（后更名为电白一中）
读高中。1955年高中毕业参加高
考，高考填报志愿时，他第一志愿
填报北京大学化学系，第二志愿填
报兰州大学化学系。后他如愿被
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

“考上北京大学，父母亲在为
我高兴的同时，也努力为我筹备
所需费用，倾其所有，东拼西凑，
一共才筹集到20元。我怀揣那20
元，跟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乘汽
车到广州集中，再从广州乘火车
北上。整个入学过程所需费用和
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由
政府负担。”他说，整个大学阶段，
他没再拿家里一分钱。

“我离家后，父亲经常和我通
信，关心我学习生活。为了供我
读书，父母亲尽其所能。家虽贫，
但父母勤劳善良、相濡以沫，让我
终身受益，父母亲的恩德，我终生
难忘！”黎乐民深情地回忆道。

黎乐民的父母很善良，也非
常勤劳，夫妻和睦，待人和蔼友
善，邻里关系好。特别是他的母
亲性格温和脾气好，一生没和人
吵过嘴，从不大声说过一句话，教
子有方。深受父母的影响和优良
家风的熏陶，黎乐民性格温和，忠
厚善良，夫妻恩爱，相濡以沫。他
的妻子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
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核基地工作，
后来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直到退
休。儿子女儿也是北京大学毕
业，后到外国名校继续攻读。一
家四口都是北大学子，优良家风
传承，培养出一双优秀的儿女。

他很孝顺父母，为了帮助家
里解决困难，工作后，他每月坚持
给父母生活费。经常写信问候，
寄钱寄物孝敬父母。以前他弟弟
家在农村生活比较困难，他负担
起侄儿侄女部分学习及生活费
用，直至他们大学毕业。

令他深感遗憾的是，父母生
病离世的时候，他都不能守在身
边送终尽孝。在家与国、忠与孝
之间，他选择了忠诚和报效国家。

优良家风传承
寒门学子鱼跃龙门成为中科院院士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
我无论做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
力允许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
务”。首位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巴甫洛
夫是这样阐释自己的爱国情怀。这也是
黎乐民一生坚持的人生信条。

黎乐民童年亲历了日本人入侵、山河
破碎的苦难。日本飞机轰炸家乡的情景
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鞭笞着他的
人生。他自小立志报国，不论何时何地，
始终自觉把个人奋斗目标与国家命运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根据党中央部
署，我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当时迫切的
任务是自己要造出原子弹。国家给北京
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原子能事
业的科技人才。1956年，上级在中关村安
排一栋楼给北京大学筹办原子能系，开展
教学和科研工作。1958年，黎乐民读完大
学三年级，就被抽调到原子能系（1961 年
后改名技术物理系），一边继续学习，一边
参加科研工作，开始参与矿石中铀、钍的
元素分析和浓缩铀样品中铀 235/238 的

同位素分析，后来还开展超纯材料中超微
量杂质的放射化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他
克服了没有经验可借鉴的种种困难，凭着
敢想敢干的精神，从文献里找到一种比较
简单的测定矿石中铀含量的分析方法，通
过试验并向别人请教获得了成功，得到领
导的肯定。

黎乐民的妻子在青海核基地工作。
那里海拔 3200 多米，严寒、缺氧、气压低，
连饭都煮不熟，生活条件差，后来她因此
得了胃病。“国家研制原子弹事业是一项
伟大的事业，尽管条件十分艰难，夫妻两
地分居，能被组织抽调参加这项工作，我
们还是感到很光荣的。”黎乐民说，有国才
有家，报效祖国是道德要求，也是义务和
使命。

在那项史无前例、对中国后来的发展
至关重要的伟大事业中，黎乐民和许许多
多科研人员一起，在绝密的研究环境中默
默无闻地奉献了宝贵的青春。按当时极
其严格的保密要求，黎乐民与除父母亲以
外的所有亲友、同学中断了一切联系，长
达近二十年。

报效祖国
埋头实干十八载，投身祖国原子能事业

黎乐民在办公室和徐光宪先生讨论工作。（上世纪9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