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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东医

院唐健雄医生传来噩耗——他的

父亲、我敬爱的导师唐璞山教授

病逝。一代宗师星陨，众弟子悲

痛万分，我因在外地无法赶回见

唐老师最后一面而遗憾终生。

唐老师桃李满天下，自1978

年到2018年，唐老师率领的复旦

微电子 CAD 实验室共培养的研

究生达 434 人，许多优秀学子已

列入微电子学院的历史。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在唁电

中对唐老师的主要评价为：“唐璞

山先生是我国集成电路计算机辅

助设计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大规

模集成电路领域主要奠基人之

一，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

的科学技术事业。唐璞山先生一

生严于律己，执着研究，无愧为我

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榜样。他高

尚的道德风范、无私的奉献精神

和卓越的科学成就，将激励青年

知识分子为我国的科技事业而努

力奋斗。”

唐老师天资聪慧，被人称为

神童，在复旦同等资历的教师中

年龄最小，其超人的记忆力和勇

于攻克科研难题的毅力令人敬

仰。我有幸从唐老师就读高中的

教导主任江老先生处得知，当年

江老先生鼓励读完高一的唐老师

参加高考，他不负厚望，考入同济

大学。上世纪70年代，我国计算

机工业起步不久，唐老师自学两

个月，就在物理系开设《计算机原

理》课程，从此将半导体与计算机

学科结合创立了集成电路计算机

辅助设计（CAD）学科，创建了集

成电路CAD研究室，成为我国集

成电路 CAD 的开创者和领军人

之一。

1979年，我考取了唐老师的

第一个在职硕士研究生，他是我

投身集成电路 CAD 事业的引路

人。我不是他众多弟子中最优秀

的学生，却是在老师身边唯一跟

随四十年的学生。

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晰地回

想起唐老师的点滴生平。

我记得唐老师被谐称“酷似

西哈努克亲王”的音容笑貌。我

和唐老师的二进制缘分，他与我

的年龄相差二的四次方，他家门

牌号码是二的六次方。刚开始有

英语 900 句的改革开放初期，唐

老师每天利用午休，在实验室带

我们一起听英文广播学习英语。

当时我们使用的国产 DJS130 计

算机经常出故障，唐老师就带领

其他老师亲手维修电路板。唐老

师在花甲之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被誉为美谈。他晚年执着地

研究几乎难以攻克的NP完全问

题，研究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肯定。

我非常庆幸能成为唐老师的

学生，他对我和蔼可亲，如父如

兄；他善于引导，读研不久就交给

我一本FORTRAN语言的书，让

我读完后就去主讲《FORTRAN

程序设计》课程，促使我在毕业后

开启了教学生涯。由于当时物理

系缺乏计算机软件方面的课程，

唐老师指引我去计算机系多位大

师的课堂上修读相关课程（程序

设计除外）。从此，我在物理系和

电子工程系先后开设并主讲了

《C语言》《计算机软件基础》《软

件设计和开发》等课程，编写相关

教材。数年后，唐老师对我经过

磨练获得的教学效果表示赞许，

还专门为我编写的《计算机软件

基础》一书撰写序言，向业界推介

我。此课程和教材经过三十多年

的打磨，在 EDA（电子设计自动

化）领域引起诸多同行的共鸣和

赞许。我能始终兢兢业业地对待

教学工作，得益于唐老师的潜心

教导和引领。

读研期间，唐老师给我推荐

了几个研究课题，我选了其中一

个。当年我们还没有绘图仪，我

专赴北京绘制了由我研发的软件

自动生成的集成电路版图，并最

终完成硕士论文。1983年，该论

文在中国第二届 CAD 年会上被

评为优秀论文。

唐老师是集成电路物理、集

成电路工艺、集成电路设计、集成

电路 CAD 等领域的权威。在唐

老师的率领之下，我们CAD研究

室因出色的科研成果成为学校的

一个重要窗口。

追思恩师，不禁眶泪。传承

师德，终身使命。行文至此，且以

我为唐老师追悼会拟就的挽联作

结：集成内外攻坚克难淡名利 桃

李中西严治谨学誉全球。

赵文庆（微电子学院教授）

我和恩师唐璞山我和恩师唐璞山
毕业是告别的时刻，也是一

个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大家说子彬院很漂亮，我想

这也是一个体现，复旦学生在最

好的物质条件下，接受最前沿的

严格科研训练，以问题为导向，

跨学科交叉融合，探索解决各种

现实问题。众多毕业生将迈入

相关行业与前沿领域，他们将把

在校园里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

践，为社会和产业界注入新的活

力，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

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武侠小说里，徒弟离开师门

下山闯荡的时候，师父会留三个

锦囊，让碰到困难了再打开。今

天，我也给大家三个锦囊。

第一个锦囊，是敢为人先。

从复旦走出来的学生，既有底

气、也有志气追求卓越，不要怕

这件事没人做过，要立志，要搞

就搞最前沿的技术，要做就得做

像样的东西。对待科研问题、对

待工作刨根问底直到“山穷水

尽”的地步，才能意外地收获到

“柳暗花明”的喜悦与新的发现。

第二个锦囊，终身学习。毕

业是这一段求学生涯的

结束，但不是学习的终

点。生活在一个日新月

异的时代，希望保持觉

察，保持学习。在工作

岗位上不断拓宽专业的

边界，用学习应对前行

路上的新困难、新挑战。

第三个锦囊，是生

活健康。健康的生活方

式是不吸烟、健康饮食、

运动、健康睡眠、适度饮

酒、避免久坐、频繁社

交。每天争取做一个小

时的锻炼，打打球跑跑

步，追求卓越、终身学

习，都需要一个健康的

身体。

少年自当扶摇上，

揽星衔月逐日光。我们生逢其

时，应当不负盛世，秉承“顶天立

地”的研究精神，不断追求卓越，

勇于探索未知，保有健康和和热

情，带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力

奔跑，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发展

贡献力量。

冯建峰（类脑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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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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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平稳舒适的高铁里，看

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原野或戈壁中

的风物时，总有那么一个画面，让

我思绪万千，留恋回首。傍晚坐

在都市中有着落地窗的咖啡厅，

看窗外霓虹灯下匆匆而过的行人

和车辆，也总有那么一个场景让

我心头一热，翘首张望。是的，无

论是美好还是遗憾，青春总是这

样地急急而来又匆匆而去，而不

以人所处的位置和视角而改变。

而这种美好或遗憾的感觉，在当

时多半又是不自知的，往往只有

在经历过多年生活的洗礼后，才

会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当时发生

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关于奋斗，普遍的遗憾是当

时没有找准方向、没有尽力而为，

其实解决的方法或许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青年时努力去学习和实

践，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

搏，自觉将党和国家的需要作为

自己终身努力和奋斗的方向。

关于爱情，诗、词、曲中最真

和最美的意境是初相见、思不得、

恋过往与念远方。对于此，我曾

以为博大精深如中医药者会有良

方，但翻遍典籍，也只觅得合欢三

钱、当归一两。但这些也就如中

医对“因发之受”方法的使用，后

来的生活阅历难免在过去了的真

实青春中涂抹上不一样的色彩。

及至后来，或许连我们自己也搞

不清回忆的是青春本身还是这层

“色彩”了。

青春就像植物的灌浆期，要想

得到饱满的果实，就必须在这个时

期努力吸收光照、水分和养料，经

受风吹雨打，甚至要应对突然而至

的冰雹，并预防各种病虫害。青杞

这味中药，“生青熟红”，唯其“生

青”而采，才有着“熟红”所不具有

的性能。唯其“生青”，才更像青春

这一刻的快照，从这帧快照里，或

许能读出知识、经验抑或教训，也

能读出曾经的自己。

高振（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医生）

“生青熟红”解人生
对现实的关照是马

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也是马院学子的标识性

特点。

学生工作是我研究

生生活的重要部分，提

供了“满满的充实感、

获得感”。三年里，我

和学工小伙伴办过游泳

比赛、草地歌会，筹备

研 代 会 、推 进 代 表 提

案，和班级同学携手同

行、守望相助，获评“复

旦大学优秀学生集体标

兵”……学生工作能够

较好地实现个人成长和

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大家一

起守护校园生活的状态很有意

义。

平衡学习和学生工作的关

键是分清主次、善于选择，学习

具有优先性。研究生的学习不

是简单地追求绩点，而把学习

当做夯实知识储备、提升逻辑

思维、开阔认知视野、锻炼表达

能力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学

生工作所需要的。我在课程展

示过程中力求脱稿，以此严格

要 求 自 己 把 展 示 的 内 容 想 透

彻，把展示的框架搭清楚。

选择工作，也就选择了相应

的生活方式。我将前往浙江，成

为全国千万选调生中的普通一

员。未来会面临许多挑战，但是

激励我去经受生活考验的精神之

源，一定是来自于自己心中，来自

于最初选择这份职业的执着和勇

气。“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情，莫过于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

现了人生的使命”，这是我的座右

铭。我将带着初心，奔赴波澜壮

阔的火热实践，续写新的青春故

事。

孟从华（马院202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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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璞山八十寿辰与学生合影，一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在中文系的四年，如同一杯

红豆双皮奶般实在、及物、绵密、

可触。

四年来，在 1001 会议室里，

我聆听了一场又一场“惠风钟

文”学术周主题讲座；资料室的

书橱中，一把小锁把守着晨报副

镌的影印本；文献学课堂外的大

塑料袋里，沉甸甸地装着卷轴装

帧作业；电脑屏幕中，电子刊物

边页处还散佚着模糊叠影的往

日信件…… 语言、文字上的学习

敞开了广阔的经验世界。十楼

的文字浮雕墙、光华楼西辅楼的

教室、资料室的图书等等物质性

的存在以各自独特的功能坚实

支撑着日常生活并渗透于其中，

教诲我以言行事、以文为乐。这

些俯仰即是的“物”在中文系师

生的使用、感受、抚摩中焕发着

无尽的活力，如秋雨淋漓，点点

无私，不落别处，让我们每一个

人都能依据自己的兴趣需要汲

取无尽的知识与智慧。

“力量”是我中文四年最大

的收获，也是语言、文学给予我

最宝贵的礼物。“卓越而有趣”是

一种无功利的学习状态，“有补

于世”是对能力本领的肯认，这

既是文学教育给予我的力量，更

是在当今社会证明文学或文学

研究之价值的方法。

中文四年里，从文本到现

实、从历史到未来，我感知着

“人”的力量，同样也化作其中的

一份子，向更大的远方呼告。

张婷怡（2020级中文系本科

生）

忆中文四年

相辉纵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