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绵延数千里，

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几千年来，多少故事在这里演

绎，几多诗篇在这里书写。勤劳的河西人民，用智慧和

汗水续写着河西文明的辉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孕育了河西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涌现

出多少志士仁人、时代精英，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就是

其中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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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李灿出生在河西走廊永昌县朱王堡

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河西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李灿在那里度过了他的

童年、少年时代，上小学、中学时，又恰逢“文化大革

命”。李灿和其他农家的孩子一样，既要念书，还要帮

父母做农活、干家务，也曾放过羊、喂过牛。在物质生

活十分贫困、书籍极度匮乏的环境里，李灿对知识的渴

望与追求一刻也未停止，除了完成学校的学业外，千方

百计寻找和借阅课外书籍。1977年，高考招生考试制

度恢复，李灿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被当时名不见经

传的张掖师专化学科录取，成为该校化学专业第一届

学生，那年他18岁。

恢复建校初期的张掖师专，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校舍、教师、实验仪器等资源十分匮乏，办学条件非常

简陋。但经过十年“文革”，青年学子渴望知识，十分珍

惜难得的求学机会，都想把被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在艰

苦的环境中发奋努力、刻苦学习，李灿更是其中的佼佼

者。《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数学家陈景润勇攀科学

高峰的精神影响了一代人，在李灿的心里扎了根，时刻

激励着他在求学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砥砺前行。

在张掖师专学习的两年中，李灿总是宿舍里起床

最早、睡觉最晚的一个。早起的主要任务就是背英语

单词。入学之前，李灿没有学过英语，26个英文字母背

不下来，只认识数学上的几个英文字母。为了学好英

语，李灿利用别人赠送的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坚持收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申葆青先生主持的《星期日广播

英语》，并成为空中课堂的英语学员。有了一定基础

后，李灿就到英语系去听课。曲文敏老师的英语精读

课《双城记》，他一堂不落坚持听完。开始的时候，他每

读一行就要标注三四个单词，一页读下来标注的单词

都淹没了原来书上印的英文。一本小说读到后面单词

就越来越少了。李灿坚持不懈学习英文的韧性和毅

力，使曲老师很感动，曲老师说：“这个学生不是英语系

的学生，英语基础实际上很弱，但还能坚持把课程学下

来，不简单”。这对李灿影响很大。李灿后来说：“我后

来能够到国际上用英语作报告，也基于那个时候在张

掖师专的这样一个学习。”

李灿在张掖师专所学专业是化学，但他广泛涉猎，

博览群书，不仅学习本专业的课程，还修数学、物理专

业的课程。不仅提前学完专科的课程，还自修本科乃

至研究生课程。

李灿回忆说：“记得我修了数学专业的很多课程，

比如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法，这些都是数学里非常专

业的课程，数学系的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我跟物

理系的老师也学习，我记得有一个叫方登元的老师教

量子力学、原子物理学。我曾经在物理系自学参加考

试，考了100分，物理系的老师很惊奇，后来把我视同

物理系的学生，给我以更多的指导。”

李灿不仅在学业上专心致志、刻苦钻研，而且关心

国家大事，热心于集体活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爱

生活，兴趣广泛，力求全面发展。他从来没有因为只顾

学习而耽误参加学校和系、班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

他还爱好书法，其行书很有风骨；也爱文史，有着扎实

的文学功底。

1980年7月，李灿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学校教

师严重缺额，李灿被破格留校任教。随后，学校派李灿

到云南大学举办的教育部物理化学教学短期班进修。

他和其他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一起学习。李灿回

忆说：”像量子化学、结构化学、统计物理学、热力学、量

子统计热力学这些课程，其他学员已经开始学习怎么

传授这些课程，而实际上我还没有学过这些课程。“难

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李灿不怕困难，虚心求教，以超乎

常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下功夫自学，最终以优异的成

绩完成了进修学习。

在学习上，李灿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具有超常的

自学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他仔细研读了北京大

学化学系徐光宪先生的《物质结构》，还认真自学了北

京大学唐有祺先生的《统计力学在化学中的应用》，这

是一本研究生教材，李灿将该书的全部习题做了一遍，

抄写整齐寄给了唐先生。唐先生是国内结构化学方面

的权威，他看了李灿完成的习题非常感动，说他在北大

执教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学生把全部习题解完过。于

是在百忙之中给李灿回信，对李灿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并建议他考研。

在教学上，李灿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以身作则，为

人师表。他的座右铭是“要给学生一瓢水，老师得有一

桶水”。先是带无机化学实验、习题课，接着就带分析

化学实验、习题课，然后带物理化学，不会就学，不懂就

问。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总是查阅大量的书籍和资

料，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备课，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对每

一个实验也从不马虎，总是要做充分的准备，反复操

练，做到准确无误，精益求精。

1982年，学校又派李灿到陕西师大进修，这更激

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他十分珍惜难得的进修机会，不

但努力学好本专业的全部课程，继续提高英语水平，而

且还自学第二外语——日语。同时，对数学系、物理系

和外语系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从不放过，每次都去听，不

断汲取知识养分，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进修结束前，

李灿报考了大连化物所的硕士研究生，并从众多考生

中脱颖而出，同时考取的30名研究生中，只有李灿是

一名专科生，其他考生大都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导

师谈到当年录取李灿的原委时说：“经过面试发现，这

个学生是个专科毕业生，又在西北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考得这么好，而且问了一些很难的问题都还能答上来，

如果给他一个更好的条件，他会发展得更好。”自此，李

灿便从荒漠之地走向了滨海之城——大连，开始了他

的科学探索之路。

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崇尚科学勇攀高峰

来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李

灿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勇攀科学高峰的新

起点。研究生学习既不同于大学的学习，也不同于从

事教学工作，做研究不是学懂或传授已知的知识，而是

要探索未知的东西，亦即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唯其如

此，在科学研究领域才能体现创新。李灿从一名学习

者和从教者而成为一名科学研究者，面对环境的转变

和自身角色的转换，他深知，科学的道路绝不会平坦，

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和努力，才能到达理想的高峰。

李灿既有长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又能主动向老师

和科研工作者学习科研精神、科研方法，因此很快就适

应了研究所的研究环境，而且取得了研究进展。在攻

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在国内权威刊物《催化学报》上

发表，另一篇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在20世纪80年

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界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还

很少见。专科毕业的李灿由此引起了研究所专家和

同学的关注，得到了导师的肯定，中科院院士（时为学

部委员）郭燮贤先生赏识李灿的才能，希望李灿读他

的博士。后来李灿如约考取了郭燮贤院士的博士研

究生。

读博士期间，研究所正在创立催化基础国家重点

实验室，新进了很多仪器，导师安排李灿在一台价值几

百万的仪器上做实验。但新仪器没人会用，国外工程

师简单示范后就离开了。如此贵重的仪器，对李灿来

说熟练操作和使用还有不少困难，他深感责任重大。

于是他反复研读说明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悉心地把它

拆下来，然后再装上去。经过多次拆装，他熟练地掌握

了仪器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并在这台仪器上做研究，产

出了科研成果，多篇论文在国际上发表，尤其是他在红

外发射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创新性。

后来日本催化化学界著名科学家大西孝治教授访

问大连化物所了解到李灿的工作状态后当场问李灿：

“你要不要到日本去学习呀？”并对李灿的导师建议：”

你的这个学生挺优秀的，而且他做的工作跟我们做的

工作在同一个领域，要不我们联合培养？“导师听了非

常高兴，因为能够与日本著名的科学家联合培养博士，

对于提升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也是有帮助的，于是同

意李灿到日本继续博士学业，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奖学金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成为中日联合

培养的博士生。那一年是1987年，李灿27岁。

到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李灿面临更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初期，李灿只能用英语和日本

人交流。第二个挑战就是快速进入研究课题。日本导

师给李灿确定的课题是研究汽车尾气净化三元催化剂

中氧化铈催化功能的研究。李灿对此课题很感兴趣，

立即着手开展工作。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让李灿感触很深。李灿本身是

非常刻苦用功的人，但他看到日本学生更用功，早上老

早就去实验室，晚上很晚才走。有一次，李灿连续做了

24个小时的实验，第二天早晨到旁边实验室一看，有些

日本学生也没有回家，铺着毯子睡在实验室里，人家比

他还用功！这件事对李灿触动很大。于是，李灿在以

后的工作中更加刻苦，更加勤奋努力。

在日本的一年，李灿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在国际上发表了4篇论文，包括当时世界上化学界著

名的刊物《美国化学会志》（《J.Am.Chem.Soc》），回国后

又整理发表4篇，共有8篇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多

年过去了，日本导师所在的这个实验室还没有打破李

灿创造的纪录，即在读博士期间在国际刊物发表8篇

论文。该实验室也因李灿的成果曾获得日本化学会的

奖励。日本的导师到大连化物所访问时对李灿的导师

说，李灿是他们带过的最优秀的博士之一。

李灿回国后，得到大连化物所、国家基金委、中国

科学院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开始着手自己的研究。经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终于在两年后取得了比较

好的进展，1990年，李灿在甲烷活化的基础研究方面取

得了重要成果。1993年，年仅33岁的李灿获得了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同年，李

灿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也

是最年轻的正高级科研工作者。

1994-1996年，李灿赴美国西北大学做博士后研

究，并取得重大进展，受到国际催化界的关注。1996年

他依然选择了归国。他虽然在国外学有所成，但时刻

惦记的是祖国和家乡的人民。他说：“我们西北出去的

人有恋家乡、恋故土的情结。在发达国家，做出成绩，

即使是重要的，也只是锦上添花的工作；而我们中国还

落后，有许多工作急等着我们去做。”

回国后的李灿，在科研道路上连续取得包括紫外

拉曼光谱研制及其在催化研究中的应用等多项国际标

志性成果，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年43岁，是

当年当选的最年轻的院士。2001年后，李灿把研究重

心逐步调整到太阳能人工光合成研究方向，这是一个

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大的课题，也是一个更

富有挑战的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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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李灿一直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除外出进行学术交流外，每天都坚持在实验室工作，节

假日也难得休息。李灿说：“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辈

子能做成一两件事就很不容易。就是这一两件事，要

做好、做到国际上去，必须要全身心投入。”正是他这种

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精神，成就了他今天的辉煌。

李灿常说：“用生命做学问，用心血写文章。”老师

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科研和学习方面，教会学生

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做事的方法，才能使学生真正终身

受益。李灿常常对他的学生说：“我不一定苛求你们毕

业后出去都能够成为名教授，但是你们学的做人做事

的方法，是必须一辈子都管用的。研究生这几年，不仅

科研水平要提升，做人的各方面品行更要提升。”

他的学生深有感触地说：“从我们的导师李灿身

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科研的知识，还有

学习的方法，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从他言传身教中，可

以领悟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做人要诚恳，做事要认真”也是李灿常说的一句

话，而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表率。在实验室里，李灿几

乎每天都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他生活非常朴素，不

追求奢华，不追逐名利，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孜孜

以求，在科学的道路上勇攀高峰、永不停歇，在他身上

体现出一名科学家质朴谦和的高尚人格、一丝不苟的

敬业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李灿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又令人敬仰的科学家。

天道酬勤，有付出才会有回报。李灿在国内外学

术刊物发表论文800多篇，申请中国发明授权专利百

余件，多件专利工业化实施；发展了汽油和柴油超深度

脱硫清洁燃料技术并工业化；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邀

请报告100余次。2004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13届

国际催化大会上做60分钟大会特邀报告，这是中国科

学家第一次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已培养硕

士、博士和博士后160余名。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

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

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青年科

学家奖、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2004年获得“国际催化奖”，2015年获得中国催化成就

奖，2017年获得中国光谱成就奖，2005年获得何梁何

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当选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当选国际催化理事会主

席，当选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筹）

主任，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中方主任，英国石油公司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能源创新实验室主

任，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院长，受聘

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和荣誉教授。

李灿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科技界的广

泛赞誉。李灿荣获四年一度的世界催化研究领域最高

奖——国际催化奖后，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极大关

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新华网等多家

新闻媒体都作了详细报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

祥院士在获悉李灿院士荣获国际催化奖后给大连化物

所发去的贺信中说：“李灿院士获此殊荣是我国催化领

域科学家迄今为止在国际催化领域获得的最高奖励，

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第一次获得此项奖励，这表

明我国催化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成就已经开始受到国

际催化界的认可和重视。衷心祝愿李灿院士在未来的

研究工作中，继续开拓奋进，团结拼搏，创新跨越，力争

在催化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更大更好的成绩，为祖国的

科学事业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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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李灿，始终不忘家乡的养

育之恩和母校的培养之情，时刻关心着甘肃及母校的

发展，以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回报母校。他多次来兰州

参加学术会议，到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西北师

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作学术报告，指导学科建设

和实验室建设，进行学术交流。受兰州大学邀请，出任

兰州大学双聘院士，在兰州大学建立的“先进催化中

心”已于2019年7月12日正式举行了启动仪式。先进

催化中心的成立，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作

用，必将提高西部地区化学化工领域的科研实力，可以

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源高效合理利用。同时，也

有利于加强兰州大学与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之间的

交流合作，实现产学研快速发展。依托李灿院士团队

建设的兰州新区石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

站于2018年11月正式落地兰州新区。由他主持的关

于太阳能燃料千吨级工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已于2019

年9月在兰州新区开工建设，这将是全球第一个直接利

用太阳能合成甲醇的工业化项目，是我国第一个太阳

能燃料生产示范工程和国内首次真正意义上实现利用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生产甲醇的工程项目。作为一个地

道的河西人，李灿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多次借参加

学术活动和探亲之际到金昌、永昌的企业、学校调研考

察对家乡的建设发展提出咨询意见；特别对金川公司、

金化集团等当地支柱企业，建议加大技术创新，充分利

用高科技，降低能耗，提高效能，走绿色发展之路，对企

业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自2004年以来，李灿4次访问他的母校河西学院

（原张掖师专），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着母校的建设和

发展。他对河西学院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认为，“在河

西走廊这样重要的区域，应该有一所像样的大学”。

2004年9月中旬，李灿应邀访问了母校，并欣然受

聘担任河西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指导论证建立了

学校西部资源环境化学重点实验室，担任学术委员会

主任；为全校师生讲述他的成长之路——

我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取得一点成绩，母校

张掖师专学习期间所养成的自学方法、勤奋上进的精

神，对我影响特别大。

从张掖师专这样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起点开始，

能够走到现在，感谢我们的母校，感谢我们的老师。张

掖师专老师对我的教育，对我的最早期的学习，奠定了

非常好的基础。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发展，第一块基

石是最为重要的。

评为科学院院士以后，写简历的时候，我写张掖师

专和陕西师大，他们登我简历的时候，有一次把师专抹

去了，可能觉得张掖师专登出来好像是太小的学校，我

后来就去更正它，要求客观地写上去，我就是张掖师专

毕业的学生。

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多大的进步，也离不开最早迈

出的第一步。我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在“文革”

结束后，给我提供的学习机会，使我掌握了学习的方法

和具备了勤奋努力的品质，使我以后能够不管在什么

样的挑战和困难情况下，都有信心去做任何具有挑战

的事情。

2008年9月，李灿第2次回母校参加河西学院50

周年校庆活动；再次为全校师生作励志成才报告，指导

学科建设。

2011年8月，李灿第3次来到母校，参加学术会

议，交流学术成果，为励志班题词：文理兼修，德才并

重，知行合一。

2018年9月，李灿第4次访问母校，在河西学院活

动4天。与青年学生谈理想、谈人生，谈学习、谈成才，

勉励青年学子珍惜时光，奋发进取；与青年教师谈教

学、谈科研，探讨如何做一名新时代高校教师；与学校

领导共商发展，谋划未来；主持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会议；还参加了40年同学聚会；与学校领导开展

了内容丰富、交流充分的座谈，特别对学校今后一个时

期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指导意见。

不仅如此，李灿于2007年积极协调为河西学院赠

送了价值90多万元的科研仪器；每年从自己的工资中

拿出5万元注入学校“浩廉奖学金”，资助奖励品学兼优

的贫困学生；担任名誉院长，分文不取，从不接受任何

报酬；多年来与学校保持经常性联系，就学校建设发展

的重大问题与学校领导交换意见，提出指导性、建设性

建议。

李灿是河西学院的骄傲，也是河西人民的骄傲，更

是甘肃人民的骄傲，也是祖国的光荣。河西学院对李

灿精神作了这样的总结：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求真创

新的科学精神，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勤奋务实的创业

精神，博学专精的学习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河西学院持续开展学习李灿活动，用李灿精神激励广

大学子努力学习，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立志

成才，报效社会，争做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在不同的工

作岗位上，为祖国的富强和家乡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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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国 王德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河西学院杰出校友李灿

从河西走廊走出来的院士

甘肃民勤人。曾任甘肃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河西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主要从事中国

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高等教育管理与研究。

朱卫国

ZHU WEIGUO

甘肃武威人。现任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研究。

王 德

WANG 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