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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贻侗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化学教育家。他对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及 西 北 大

学的化学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投身科学普及工作。本文介绍了张贻侗的生平简历、科学成 就

及其思想，以纪念这位对中国化学高等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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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Chemical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Zhang Y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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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Yidong is a famous chemical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He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chemical education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

University． Meanwhile，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popularizing science． His life story，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education idea wer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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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风雨通过海外学习归来的留学生群体把西方化学知识

带到了中国，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奋斗，才有中国近代化学事业的蓬勃 发 展。张

贻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但从目前的国 内 文 献

来看，我国学者对张贻侗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时亚丽、冉新权等学者［1］着重描述

了张贻侗在西北大学期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显然并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这位

中国近代重要化学家的全部。值此 2012 年“中国化学会成立 80 周年”纪念之际，

笔者在前人对张贻侗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史料，写就此文，以纪念这位为中

国近代化学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化学家。

1 生平经历

张贻侗，字小涵，1887 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儒林文化岛袁家湾老街张家宗祠中［2］。按清制，士大

夫可建家庙，所以说张贻侗是生在书香门第，其父亲张德霈是清同治进士、云南云龙知州、官居五品，兄

长张贻恵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因此，张贻侗从小便受良好的家庭环境教育熏陶，也继

而为张贻侗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张贻侗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及他所取得的成就

产生了很大影响。

1. 1 求学之路

张贻侗早年毕业于被誉为“皖东文化的摇篮”的全椒县立中学堂。1908 年 ( 光绪三十四年) ，张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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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与丁绪贤、王星拱、洪逵等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安徽省招考第一批官费英国留学生。当时在选公派留

学生时限制非常多，“宜于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

专门之学，夫而后中西可以贯通，成就可期远大，……应于各学堂中择其已毕普通学之业，而又中学优

长、器宇纯粹、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略照同文馆奏派诸生办法”［3］。而在留学前，张贻侗已经接受了系统

而完整的中学教育，形成了较成熟的价值标准，“年龄较壮、通晓中西文字之选”［4］，张贻侗恰好符合条

件。于是，张贻侗被选送英国伦敦大学研习物理化学专业，该学校要求极为严格，曾任留英中国学生会

( The Chinese Students Union) 会长的程振基为了回答国内对留英情形的问询，对留英之各事项进行详尽

介绍时说:“然有中学毕业文凭，多数大学均可全免或免一二科入校试验，惟伦敦大学无免试之例，且一

科落地他科亦连带不录”［5］。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张贻侗由于成绩优异，在伦敦大学期间，有幸得到了英国化学家、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威廉·拉姆塞 ( William Ramsay ) 的 指 导。据 张 贻 侗 回 忆 拉 姆 塞 曾 对 他 说: “凡 笔 记 之 整

理，读书之摘要，皆不可抄录原文，而必就所领会者以己意表出之，如是则所习始为己有”［6］，他一直铭

记于心，并应用于毕生的研究学习当中。1919 年，张贻侗学业完毕，获伦敦大学理学士学位，学成回国。

1. 2 回国任教
1919 年 11 月，回国后的张贻侗应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部讲授化学课程。此时适值蔡

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锐意改革，广揽人才，张贻侗同时被北京大学聘为化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职期

间，在化学系教授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课程，在物理系教授高等化学等课程。张贻侗的授课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深受学生好评，应学生要求，校方经常需要增加他的课时量，“化学系三年

级张贻侗先生所授之物理化学实验每周二次增加一小时，共八小时，务各查照为要”［7］。张贻侗除了讲

授化学之外，还为学生宣讲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积极而且通俗的宣传欧美新兴科学理论，例如，1929 年

5 月 9 日“张贻侗教授讲演: 量子学说与化学反应”，1930 年 12 月 31 日二院大讲堂讲演“化合上之两电

子结合学说”［8］。此时的张贻侗还同时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校教授。1923 年

7 月 1 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张贻侗 出 任 化 学 系 教 授 兼 理 学 院 化 学 系

主任。
自 1926 年至 1930 年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沈阳、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广州等地的国立

大学中设立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教育心理学的教学讲座，教授薪金及购置一些实验设备的费

用都是由该会承担，1926 年( 民国十五年) “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订第一年科学讲座张贻

侗、文元模等十七人”［9］，张贻侗担任了第一批讲座教授职位，这一职位先后担任化学教授的有: 张准、
曾昭抡、张贻侗、曹任远、林兆倧、庄长恭、王星拱等一些当时国内知名化学家。

1928 年 6 月，奉系军阀退回关外，国民党势力到达直隶京津一带。国民党政府按照法国教育体制，

把教育的大学区制推行到北方，将当时北京( 北平) 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原北京大学改

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原北京师范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张贻侗出任了北平大学教授。
1929 年 6 月，教育部通令恢复原来的北京大学，此时北平大学的第一师范学院也恢复为北平师范

大学，张贻侗为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兼主任。

1. 3 峥嵘岁月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平再也没有之前那样的和

平环境供广大师生学习。为了保存和坚持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致受日本人管制、不成亡国奴学校、
不受奴化教育，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全体师生转移到西北大后方去，张贻侗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一系列困

难，随校西迁。同时，国立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也纷纷迁往陕西，同年 9 月，这

几所高校在陕西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地址在西安小南门外( 即现在的西北大学校址) ，张贻

侗出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物理化学、理论化学、高等理论化学、电化学等课程。这就把

先进的化学知识带到了西北地区，大大地拉近了西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教育差距，使西北地区的化学高

等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39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原有师范学院独立

·168·http: / / www． hxtb． org 化学通报 2012 年 第 75 卷 第 9 期



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设于城固( 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继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不复存在，代

之而起的是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五所

国立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城固时虽然独立建校，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

师范学院相关系科的课程是合班讲授的。至于教授虽各有专任，但大多数始终是在西北大学和西北师

范学院相互兼课的，因而，当时张贻侗不仅出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还担任国立西北工学院、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的教授，讲授理论化学、高等理论化学、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定量分析

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等课程。
1940 年 4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陕西城固迁往甘肃兰州，之后的四年间，国

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职员分批前往兰州，直到 1944 年 11 月全部迁移完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原文

理学院各系的大部分教授留在了国立西北大学继续任教，张贻侗此时担任了国立西北大学化学系主任。

1. 4 春华秋实
1946 年 5 月，抗日战争利后，张贻侗随校西北大学迁回西安，继续在西北大学化学系任教，为中国

西北地区的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贻侗又担任西北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他以渊博的学术造诣、高

超的教学艺术，给化学系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担任了中国化学会西安分会的理事长，为化学事业在西

北地区的传播费尽心力。
1951 年，他永远告别了敬仰他的人们和他奋斗一生的黑板讲台，病故于西北大学，年仅 65 岁。张

贻侗先生去世后，国立西北大学的师生们万般伤痛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西北军政委员会江隆基

部长亲临葬仪，并为执绋，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马叙伦部长挽帐赞为“教师楷模”，以悼巨人，而

励后学。

2 科学贡献和成就

张贻侗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化学界一位有影响的化学家、教育家，他为西方高等化学知识在中国

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1 化学著作

张贻侗在物理化学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但当时留学归国的学子们，迫于社会形势，还不可能有像

国外一样良好的实验条件进行研究，他们更多地选择宣传理论、传播化学知识内容。张贻侗刚从英国留

学归国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教授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等课程。例如在 1931 年由张贻侗讲、徐崇林

记的“炭的原子价”( The valency of Carbon) 中，他就说，“自从原子学说成立后，凡是化合就是原子的结

合，一种原子与他种原子的结合，是有一定的数目; 因为化合是受力的作用，同时受力的大小不同，故有

原子价( valence) 之发生。如氮之原子价为 3，5 等，炭之原子价亦有数种”［10］。可见，他经常能深入浅

出地讲授化学知识内容。
张贻侗致力科研，发表多篇论文。其代表性文章包括，1943 年 11 月 12 日，《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

中张贻侗发表的论文“偶极矩与分子构造”，经研究得到: “近代常用之物理性质，以考证化学上分子之

构造者，偶极矩为其中重要者之一。不但可以判断分内原子排列之几何形状，原子链互成之角度，以及

分子内是否有能旋转之群，且在有机化学之理论上，亦属重要。”并得出结论“偶极矩之研究，对于化学

上分子之构造，皆俱重要性”［11］，强调了分子结构的重要，有效地宣传了物理化学知识。另外，在 1944
年 10 月 10 日，城固县的西北大学举行的第 12 次物理学会年会西北区分会会议中，宣读了张贻侗的论

文“原子核的构造”。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学术工作和成就。

2． 2 化学普及工作

张贻侗不仅拥有深厚的物 理 化 学 功 底，还 十 分 热 衷 于 化 学 普 及 与 传 播 工 作。1919 年 他 刚 刚 回 国

时，很想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一番成就，但当时中国局势混乱，各高校设备欠缺，没有办法展开深入研究，

他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工作上、投身于化学普及工作。1946 年，张贻侗翻译《理论化学大纲》
一书，他认为“吾国讲求科学，……而至今尚不能推拥科学为吾有，其故不仅为发明之缺乏，而书籍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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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亦为其明证……盖凡学术日进之国家，其书籍亦必争多而较胜，此自然之理也”［6］。他让更多的中国

人认识科学、理解科学，希望在搞研究的同时还注重科学文化。
张贻侗翻译的《理论化学大纲》一书，既忠于原著( Gctmall Daniels《理论化学大纲》，第七版，1941 )

又加入许多自己的创见，补充了一些实际例题，按照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进行写作，非常适合用做大

学化学教材，在 1954 年中央教育部首届综合性大学物理化学教学大纲制定会议期间，国内名家、学者认

为“先生谦虚，虽自称译注，实为著作，品质之佳，时人莫及”［1］，可见张贻侗在其中费力颇多。该书也是

我国较早编著的物理化学教材，当时在国内影响颇大，1951 年初版印刷 3000 册，1952 年再版又印 3000
册，该书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3 “海内推崇”的化学教育家

3. 1 教育教学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北京政府、军阀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替和时局的动荡，北京师范大学历经

磨难，被多次合并重组更名，学校已是“校府如洗，挹注无从，教授无用品，办公无纸张，任职者无薪，执

义者无饷”［12］，竟然到了依靠抵押校产拖欠借债度日。各学院院长、教务长均辞职，学生在罢课，学校处

于无政府状态。所幸的是在这种极端困窘的情况下，张贻侗表现出了高尚的师德，坚守教学岗位。张贻

侗联名王仁辅、文元模、朱希 亮、李 建 勋 等 国 立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们 为 停 止 招 生 事 致 教 育 部: “去 秋 国 难 初

起，罢课成潮，本校不忘读书，照常讲肄; 隆冬严寒，煤炉断火，犹复披裘束领，忍冻上堂; 经费不来，罢教

议起，一旬缺课，本校亦于课外补授，俾不荒嬉”。而当学校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教授等

服务斯校，历有所年，见闻较切，岂能无言?”“岂忍坐视斯校之罚非其罪?”［13］的呐喊。这种敬业爱校的

精神，是激励后学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动力。就是这样，张贻侗在学校得以维持之时，继续任职上课，任

劳任怨，成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人员之一。
张贻侗很注重教学工作，他总是很积极认真的备课，他的课堂总是很活跃，生动且认真，他讲课词汇

丰富，引喻恰当、深人浅出; 指导实验、课外辅导，循循善诱，学生们都很爱听。“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

业，学不厌，教不倦，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师生景仰，海内推崇”［1］。他曾讲授理论

化学、高等理论化学、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定量分析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等课程。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理

解科学知识，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张贻侗曾多方联系工厂，安排学生参观实习，增开选修课，如化工原

理、制革、造纸、石油化学等，他不仅为毕业生谋取出路，而且更是为抗日战争，振兴中华，培育人才。为

了能激励学生更好学习，张贻侗在 1945 年国立西北大学庆祝他连续执教 25 周年时，用当时的教育部颁

发给他的一等奖奖金“法币”5 万元及各方筹款，在西北大学设立了“小涵先生奖学金”。
张贻侗在努力教学的同时，尽心竭力培育后进，延揽人才，增置图书，扩充设备，并且主持正义，倡导

民主。例如，1945 年，数学教育家傅种孙去英国考察，临行前张贻侗就对他说过: “你不要出国留学，你

的学问是在中国学的。你一留学，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从外国学的，这是中国的损失，日本林鹤一 ( 日本

著名数学家) 就未曾到外国留学嘛!”［14］。张贻侗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辛勤耕耘着，为国家培养了多名

专业技术人才。

3. 2 关怀学生

张贻侗是一位了不起的化学家、教育家，更是一名普通的教授，关怀学生的精神令人敬仰。
民国 10 年初，倪道烺唆使财政厅长陶熔截留教育经费 77 万余元，充作第三届省议员贿选活动经

费，并抽出部分资金在蚌埠为倪嗣冲建立生祠。“省学联”闻讯后，于 6 月 2 日下午 6 时派出 12 名代表

去省议会质问并请愿，要求当局增加教育拨款，发展教育事业。竟遭到倪道烺等人的驱逐，为此，学联立

即组织各校学生千余人，奔至议会门前抗议，要求省议会迅速通过增加教育经费的提案，并高呼“抗议

殴打学生代表”等口号。倪道烺恼羞成怒，当即要马联甲打电话，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学生，当场打伤学

生 40 余人，学生姜高琦身中 7 刀惨死。此案后经江西南昌地方检察厅侦办，并由京师总检察厅行文通

缉，但一直没有下文。而 1925 年政局变动，倪道烺到京活动，企图开脱罪责。张贻侗为此与胡适、陶知

行、邓以蛰、李辛白、丁绪 贤、余 之 风 致 函 章 士 钊，( 章 士 钊 即 章 行 严，1925 年 任 司 法 总 长) ，进 行 质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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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张贻侗旅京听闻 3 月 5 日下午 2 点，早经京师总检厅通缉在案的倪道烺“别因事故，为京师地

检厅票传到厅”，却“不依照通缉令予以拘留，归案讯办”［15］，深感诧异。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张贻侗先生敢为学生伸张正义，尽管张贻侗不能像士兵那样奋勇杀敌，

但他还是以他的方式为学生、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出一分力量。
正是在这些学有造诣的老一辈化学家的带动下，中国近代高等化学教育得以发展，也才有中国近代

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通过以张贻侗为代表的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有机会与世界

化学体系接轨。也正是经过前辈们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中国化学科学研究水平才不断提高，取得了一批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量的新人，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这一切促使我们更加缅怀这些为中国

近代化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开创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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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主族金属簇合物 孙 洁 孟令鹏 郑世钧 李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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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离子液体配体交换色谱拆分扁桃酸对映体的研究 杨艳霞 岳 艳 蒋新宇………………………………………

AgBr /CeO2 复合物的制备及其光催化降解甲基橙的研究 张晓娟 张胜义 刘 华……………………………………

用电性距离矢量研究 2，5-二取代-1-杂-3，4-二唑的抑菌活性 冯长君………………………………………………………

HCl 溶液中苯并咪唑类化合物对低碳钢的缓蚀性能研究 王清云 佟永纯 曹 成 郭永文…………………………

溶胶凝胶法合成 LiCuVO4 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张孟雄 薛迎辉 张友祥………………………………………………

含吡啶基的 C2 轴对称手性配体的合成 姜 艳 卞 静 杜晓莹 孙小强……………………………………………

芳香醛缩肼基甲酸甲酯酰腙化合物的合成 边延江 杨卫民 包德才……………………………………………………

4-甲氧基-3-［3-( 吗啉-4-基) 丙氧基］苯甲腈的合成研究 杨诗婧 贾云宏 蔡 东 郝 月……………………………

具有隔氧功能的 Ru( dpp) 3 ( ClO4 ) 2 -聚丙烯腈纳米颗粒的制备 罗 峰 李秋萍…………………………………………

滴定分析终点误差的通用高效计算策略 邵利民……………………………………………………………………………

结合化学科研实际辩析化学教学中的两例错误 崔香梅 乌志明 郑 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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