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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稚松：蚕为献丝甘自缚，蛾因恋火以身投

一卷诗存一纸评 *——生平与成就

唐稚松，���� 年农历 � 月 � 日出生

于湖南长沙。因生父唐子诚贫病早逝，

他自幼过继给寡伯母朱纯轩为子。祖父

唐成之是较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以藏

中医书闻名湖南，是清末民初在长沙最

早创办新型学校的人士之一。

���0 至 ���� 年，唐稚松先后在湖

南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初中部和省立第

一中学高中部学习。省立一中不但教师

水平很高，而且有提倡独立思考、崇尚

气节的优良传统 , 对他影响很大。在学

期间，他文理各科成绩均很突出，尤以

诗词受到老师的器重。毕业前一年，他

的国文老师金次猷先生将他与同班另三

位同学（胡念贻、王俨思和聶铁珊）的

诗词撰为一集，名为《湘涟诗词选》。

���� 年唐稚松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

哲学系的本科，前期在云南昆明就读，

后转入清华读本科。���0 至 ���� 年，

唐稚松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专业

为数理逻辑。他的大学阶段正是抗日战

争及学生运动时期，艰难的生活锻炼了

他，使他更直接地接触了社会，也让他

切身体会到个人的苦乐与民族的命运的

紧密相连。此外，名师益友的影响和传

统文化的根基也使他培养起深厚的民族

感情。

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时，唐稚松师

从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洪谦、张

岱年、任华、沈友鼎、王宪钧等我国著

名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并在数学方面受

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段学复等名师。

他在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的功

力也一贯为师友所称道。

唐稚松一方面喜欢诗词的灵感、韵

味与纯真，另一方面又喜欢数学的精妙、

严密与深刻。后来从这两方面的交界处

又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在他从联大到清

华研究生毕业的近七年时间里，从学术

上说始终是游荡于诗、理、哲这三者之

间，听了不少这三方面老师的课，也读

了不少这些方面的书籍。直到解放，始

终还未找到令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学术归

宿。而他的内心里总怀着一个希望争取

达到的目标：“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

文理求天籁”。

解放后唐稚松回到清华直到研究

生毕业这二年里，有两件事对他以后的

学术道路产生了影响：第一件事，是第

一次读到《矛盾论》；之后，在考虑实

此句及本文中其它加*标记的诗、词句皆出自唐稚松先生诗词作品集《桃蹊诗存》。

学海春秋



·��·

用问题时，他就比较自觉地应用对具体

矛盾作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方法，逐渐

成为习惯。第二件事， ���� 年随政协

土改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土改，他第一

次亲身接触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下中

农；这次经历对他灵魂深处产生了较大

的震憾，在思想上产生了人民意识的萌

芽，认识到“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

深刻含义。因此，他想到：“我们的专

业工作虽不可避免地应长期在书室中进

行，但如果我们一生心血所寄的工作最

后于世无补，则将是一件难以自解的憾

事。因此，应力求不但使自己的研究具

有较深厚的学术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

应使这些工作最终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

实际效益。”到六十年代初，当他读到

钱学森先生回国后写的文章《论技术科

学》，思想上才明确这样的一类技术科

学工作正是他要追求的方向。其后又经

历了曲折的道路，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一领域找到了他自

己认为的安身立命之处。

���� 年 � 月至 ���� 年 �0 月，唐稚

松在中国人民大学数学教研室任讲师。

����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先后在数学研

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和计算技术研究所任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年 � 月起任软件研究所研究员。

���� 年，唐稚松应邀访问了美国斯

坦福大学。此后又先后应邀到欧美和日

本等国的 �0 多所大学、科研机构讲学访

问。他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分析比

较了国际上各种不同流派的情况，博采

众长，又不受其思想约束。深厚的中国

传统文化底蕴与西方先进技术的碰撞，

开启了他在基于时序逻辑的软件工程环

境理论和系统方面的研究之路，为他在

这方面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他的学

术思想也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

受家庭传统文化熏陶，唐稚松自幼

爱好古典诗词。后来虽改学理科，但在

专业研究之余，他仍进行诗词创作。他

是长沙嘤鸣诗社顾问。诗社为他刊印的

《桃蹊诗存》（桃蹊是他的笔名）收录了

自上世纪 �0 年代直到 �0 年代创作的近

��0 篇作品。�00� 年，增补后的《桃蹊

诗存》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唐稚松将自己的成就总结为“一

卷诗存一纸评 *”。“一纸评”是指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卷诗存”则指

他的诗词作品集《桃蹊诗存》。他在国

内外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并著有专

著《时序逻辑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

上、下册（科学出版社 ����、�00�）。
专著获 �00� 年国家图书奖正式奖和全

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唐稚松曾

任《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

然 科 学 进 展 》、《Journal of Symbolic 
Computation》等杂志的编委；曾任中

国软件行业协会顾问、中文信息处理

学会常务理事、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

等；曾任武汉大学、重庆大学、中南工

业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西北大学、贵州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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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当选为来自中国的第一位 IFIP
（国际信息加工协会）专家组成员。

唐稚松于 ���� 年与童恩健女士结

婚，生有二子其深、其放。

志汇中西归大海 *——从逻辑到软

件

唐稚松长期致力于计算机科学研

究，在结构程序设计理论、程序语言、

形式文法、汉字信息处理、软件工程等

多个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他在关键时刻

发表的指导性的论文，对中国计算机科

学和软件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早在 ���� 年，唐稚松在《数学学报》

发表了一篇关于计算机指令系统性质的

论文，提出转移指令可用循环替代。这

一重要结果比国外同行的类似结果早发

表一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分

析总结了国际上结构程序设计研究方面

的大量资料，完成了长篇论文“结构程

序设计与结构程序语言”。在此基础上，

他设计了一个广谱的结构程序语言，他

称这种广谱语言为系列化语言族，也就

是早期的 XYZ 系统。���� 年，唐稚松

在 IFIP（国际信息处理协会）专家组会

议上，介绍了 XYZ 系统的概念及设计

思想，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0 年，

他成为来自中国的第一位 IFIP 专家组成

员。

但他的主要学术成就还在于将时

序逻辑语言与软件工程相结合的研究工

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半导体线路

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很快，计算机硬件

造价迅速降低，而软件生产仍处于手工

编制状态，其可靠性很差、生产率低下，

形成瓶颈，严重影响计算机应用与发展，

也进一步影响了其它新技术的发展。各

工业先进国无不将提高计算机软件生产

率作为国家关键技术的重中之重。 
针对这个问题 , 美国工业界与西欧

学术界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美国

工业界的方案着眼于技术，认为提高软

件生产率应加强支撑软件开发的工具以

提高其自动化水平 , 以及加强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技术以提高程序模块的可重用

性；而西欧学术界则认为软件生产率低

主要是由于程序可靠性差所致，其原因

是命令式程序语言中包含的求解过程的

细节太多，以至难读懂、难修改，因此

应设计一种直接表示程序含义的形式化

规范语言来书写程序，然后再将其自动

转换成有效的执行程序。后者的关键是

关于形式化程序语义理论与规范语言的

研究。

唐稚松认为，这两种方案都对提高

软件生产率有重要意义，但不应彼此分

离而应紧密结合起来。妨碍它们相互结

合的深刻原因在于计算的模型。本来计

算机是为解题而研制的，其模型是以状

态转换为最基本特征的自动机 ( 如图灵

机或有穷自动机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

冯 . 诺依曼体系的本质。在七十年代前

不论机器体系、程序语言以及当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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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语法理论也都是围绕着这一模型建立

的，故相互间结合紧密，推进了生产率

的发展。自从规范语言及形式化语义理

论提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因是长

期找不到一种以逻辑或代数等理论为基

础的语义形式化方法来表示状态转换机

制；另一方面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又必

须以状态转换方式表示。当时以英国学

术界理论家为代表的一批计算机科学家

主张不但理论及规范语言应建立在函数

式模型之上，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及程

序语言的基础也应改为函数式模型。一

时形成非冯 . 诺依曼模型研究的高潮，

我国的计算机界也受此影响。而唐稚松

对这一潮流却持怀疑的观点。他认为，

只要作为物质基础的线路元件是脉冲式

离散型的，不论硬件体系或程序语言都

绝对不可能脱离以状态转换为特征的

冯 . 诺依曼模型。可是如何以形式化方

法表示状态转换机制的语义的问题却一

直难以解决。 
���� 年，以色列著名计算机科学家

A.Pnueli 教授（���� 年图灵奖得主）将

时序逻辑（temporal logic, 一种非经典逻

辑理论，可用来表示事件之间的时序关

系）引入计算机科学，将它作为表示和

验证并发系统性质的规范语言，取得了

极大的成功，在软件工程界引起轰动，

被认为是软件工程中的一场革命。当唐

稚松 ���� 年至 ���� 年应邀到斯坦福大

学访问时，以 Z. Manna 教授等为代表的

斯坦福专家们正热烈地开展应用时序逻

辑理论表示并发系统的活性与安全性的

研究。在研究了他们的工作后，唐稚松

感到这些工作非常有意义，但他认为时

序逻辑还有另一重要特性被忽视了，即

用时序逻辑可以自然地表示状态转换机

制，而且这是动态语义。

���� 年 IFIP 巴黎大会上，他提出

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执行时序逻辑语言

XYZ/E。该语言第一次将状态转换的控

制机制引入逻辑系统中，又第一次将这

种时序逻辑形式化理论与最新软件技术

结合起来。XYZ/E 既是一时序逻辑系统

又是一具有常见程序语言风格且可实际

用于编程运行的程序语言。它以统一框

架既能表示抽象规范又能表示各种新的

程序范型（如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可视

图形程序设计、分布式程序设计等）而

且还能直接表示自动机状态转换机制。

这一成果被国际著名计算机专家称为软

件工程领域中发展可执行时序逻辑的先

驱。

唐稚松在斯坦福大学提出 XYZ/E 之

时，也正是 Xerox PARC（施乐帕克研

究中心）开始提出软件工程工具及窗口

系统之际。从那时起，他认识到时序逻

辑语言 XYZ/E 与这类软件工程工具相结

合的重要意义，并于 ���� 年最早提出了

将二者结合以支撑软件开发全过程的想

法，他在原来系列化语言族 XYZ 的基

础上将其改造成适应多种程序设计方式

的系列化时序逻辑语言族，并开始研制

XYZ 系统（仍采用早期 XYZ 系统的命

学海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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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XYZ 系统由时序逻辑语言 XYZ/E
以及以 XYZ/E 为核心的一组软件工程工

具组成，还包含其它面向专门应用的子

语言，以及有关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目

的在于支持软件开发的全过程。

唐稚松认为，XYZ 系统是在他深入

分析了北美与西欧在软件工程理论与技

术领域长期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以中西

方哲学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提出的一

个软件工程支撑系统。这个方案在八十

年代初提出时是超前的，所以使当时许

多计算机科学理论家感到惊讶。而十多

年后技术的发展却越来越证明这一方向

的重要意义，日益使这一方向为更多的

同行所认同。

他不但在 XYZ 语言设计思想大方

向上大胆创新，在更具体的问题与概念

上也如此。比如，在将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模块的静态语义与动态信息传递结

合、常见语言到时序逻辑语言的形式转

换等问题的解决上，他都是在充分理解

与分析了以往国外多种主要成果的基础

上，进行大胆创造。凡接触过 XYZ/E 语

言及其工具的人，无不感受到唐稚松在

XYZ 系统研制中所表现出的既熟习继承

前（他）人先进成果又深入分析大胆创

新的技巧和勇气。

唐稚松在时序逻辑语言和软件工程

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

生了较大影响。1988 年英国著名的理论

家 Barringer 与 Gabbay 曾指出：“时序逻

辑与软件工程结合的关键在于表示出可

执行时序逻辑子集”，他们承认，XYZ/E
是这方面的先驱。1995 年，A. Pnueli 教
授和 Z. Manna 教授在献给唐稚松 70 寿

辰的论文中写到：“唐稚松教授将时序逻

辑概念处理得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并将

之用于许多方面，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

是可能的”。A. Pnueli 教授还在为庆祝唐

稚松 70 寿辰而召开的《逻辑与软件工程》

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的序言中谈

到，“我仍记得在最初听到唐教授提出要

将时序逻辑作为整个软件开发过程的基

础时所感到的惊讶 (amazement)。随着时

间的流逝，这系统被中科院软件所一个

致力于此的小组不断扩充与实现，这种

惊讶也逐渐转变成为钦羡 (admiration)”。
此外，在序中他还强调了“由唐稚松教

授所构想并发展的 XYZ 系统作为先驱

所开拓的这一方向”对于软件工程的重

要意义。1997 年春，在从以色列启程去

美国洛杉矶参加图灵奖颁发典礼前夕，

他给唐稚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谈到他荣

获图灵奖，他说，“由于我一贯认为你

是时序逻辑的最有力的，最热心的促进

者之一，我完全相信，由于使时序逻辑

成为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概念的这一荣誉

（指图灵奖），你应该分享其中一个有意

义的部分”。

学兼文理求天籁 *—中国传统文化

唐稚松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但正

如他在给两位中学生的回信中提到的，

“我认为我的全部工作与我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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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相连”，他更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的学者。从青少年时期的钟情诗

词，到大学阶段对哲学的广泛涉猎，再

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于计算机科学的

研究，直至磨杵成针，融会贯通，自成

一家。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流淌在唐稚

松的血液里，深厚的人文情怀贯穿于他

生命的始终。

中国传统文化对唐一生的学术研究

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许多学术思想来源

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中庸之道”，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等。唐稚松认为，

XYZ 系统有别于国外其它工作的一个特

殊之处在于，这项研究有一长期形成的

完整的哲学体系为指导，其特征是将西

方传统的逻辑分析与东方传统的辩证思

维协调地结合起来，将矛盾各方组织在

统一体中求得平衡。这与孔子的中庸之

道思想（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强

调矛盾统一性有关。 
在六十年代末“结构程序设计”提

出之前，不论计算机的体系、模型、技

术领域、语言、理论各方面都是统一的；

而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以上各方面出现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引起

模型、体系、理论、范型、技术领域的

大分裂；唐稚松预见到从八十年代后期

开始这种分裂局面将逐步走向反面，为

了提供一完整的实用的软件工程系统，

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开始逐渐向统一的方

向转化。用中国一种传统历史观来说，

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XYZ 系统

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设计时，他即超前地

考虑到在九十年代迎接这一统一化的大

趋势，所以，其基本设计思想强调“统

一”。这里既包括各种程序设计方式（范

型、模型）的统一框架以及理论方面动

态语义与静态语义的统一表示，也包括

了时序逻辑语言与软件工程工具的结合

与统一（也就是形式化理论与软件工程

技术的统一）。为了使这种统一成为实际

可行，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找到一种方法

论作为指导思想去处理各种矛盾。唐稚

松认为最合适的选择即我国儒家的中庸

之道，只有这一思想才能避免矛盾的任

何一方走向极端而产生片面性。在 XYZ
系统具体设计中的各种决策（不论是理

论方面还是技术方面）处处都可以感受

到这一思想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从实

际出发，找到一种使矛盾双方取得平衡

的度，从而避免片面地从少数人的理论

兴趣或暂时的技术效果出发而走向极端。

日本软件工程界同行，特别是日本

软件工程协会主席岸田孝一先生，一直

对 XYZ 系统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视，多

次邀请唐稚松教授去日本作软件工程方

面会议的特邀主题报告。���� 年 �� 月

� 日他在《朝日新闻》（夕刊）上发表介

绍 XYZ 系统的专文，他说：“唐教授的

成就之一，就是花了近 �� 年时间开发

成功的被称为 XYZ 的软件系统。尽管

系统所采用的数学理论来源于西方，但

构造此系统的基本思想却是孔子的中庸

哲学和佛教禅宗的认识论哲学。这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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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东方文明对于新的 �� 世纪计

算机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吧。”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唐稚松的学术

研究中被应用得出神入化，中国古典诗

词的绝妙亦被他挥洒得淋漓尽致。诗人

情怀洋溢成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甚至

至理的科学研究的点点感受，也常常被

他化作至情的诗篇。

文学师友对唐稚松的诗词作品很

是推崇。他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学

习时的国文老师金次猷先生评价他的诗

词：“天资绝高，诗既工致，而词尤容

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红学名家

周汝昌先生称赞唐稚松的诗：“兄诗文

有真情，有深痛，而复有深厚文化修养

与语文功力，此易见者也。然兄秉赋有

超俗振奇之气，此则常人未必尽识耳”，

并把他的作品挂在自己家的墙上。著名

学者吴宓先生曾向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

推荐唐稚松的诗作。���0 年陈寅恪复吴

宓信中称：“唐稚松君函及诗均佳，信

是美才也。”（见清华文丛《吴宓与陈寅

恪》第 ��0 页）。著名作家宗璞在一篇

散文里谈到唐稚松先生时曾写到：“他

���� 年到香港，我父亲（即冯友兰先生）

写信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唐兄现任

中科院学部委员，一项研究成果获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为国家人民作出了贡

献。除是科学家外，他还是诗人，旧诗

格调极高，有‘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

文理求天籁’之句。���� 年陈寅恪先生

曾专函召他赴穗任唐诗助教，可见造诣。

他因另有专长，未能前往。”

唐稚松是长沙嘤鸣诗社顾问。他的

诗词作品集收录于《桃蹊诗存》，先由

诗社为他刊印，后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

版。

楼高心远暮天舒 *——治学与为人

卌载京华闹市居，楼高心远暮天舒。

偶弹琴上无弦调，好读人间未著书。

一技何长文理哲，三生有幸马兵車。

任它门外新潮涌，不逐时流不羡鱼。

——题像 *

唐稚松治学严谨 , 在工作中特别强

调助手及学生的思想品德。他一直要求

学生“作聪明的老实人”。一方面他知

道科学研究是探求未知规律，不具有高

超的智慧是无法在高技术这一世界第一

流人才竞赛的领域里占一席之地的；另

一方面，他也经常强调，作为科研工作

者首先应具备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

���� 年 �0 月在给母校湖南省立第一中

学作学术讲座时，一名中学生问他：“搞

科学最需要的是什么？”唐稚松脱口而

出：“求实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对的

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他虚怀若谷，

从不装腔作势，甚至在学生面前也勇于

承认自己的无知或错误。

唐稚松治学强调要“温故而知新”。

他认为：“温故”应解释为“熟习继承

前人（包括他人）的知识”，而“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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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解释为“创新”，即既应熟习继承前

人（或他人）的知识还应有自己的创新，

也就是“先‘入’后‘出’”。唐稚松在

研究工作中正是这样做的，也以此要求

和鼓励自己的学生。

“种漆南园期晚器，移山北叟待坚持

*”。科学研究是艰苦的，走一条与世界

主流方向不一致的道路更是苦上加苦。

XYZ 系统提出之初，虽得到美欧软件工

程方面几位著名专家的赞赏与支持，但

由于这些工作在思想倾向上与西方理论

研究的主流方向相背离，他们对其意义

与价值却长期不作评述，实际上即表示

怀疑。但唐稚松认为只要思想方法正确，

坚持不懈，终能找到解决困难问题的途

径，因此对这条坎坷道路的前途一直满

怀信心。经过不懈的努力，国际理论界

对 XYZ 系统态度逐渐“由怀疑变为钦慕”

（A.Pnueli 语）。

“山行愿化云梯石，早送来人上九

霄 *”正是唐稚松师者风范的写照。他

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同时又宽厚包容，

给学生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发展空间，并

努力扶持年轻人，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工

作、学习条件。他发现、培养并帮助过

许多有才能的中青年，其中不少人后来

成为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专家。唐稚松的

第一个博士生冯玉琳，是 ���� 年我国

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 �� 人中惟一一位

工学博士，曾任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所长；

他的第二个博士生林惠民曾是计算机领

域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曾任计算机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唐稚松非常看重科学的尊严，他认

为在这崇高事业面前，把心力花在卑微

的事上是可耻的。他从事研究工作的目

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振兴，为了在软件

工程这一高技术领域作出具有我国特色

的工作，用以树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

际声誉。如果为了个人及家庭享受，他

比许多人都更有争取居留国外的条件，

在他访问斯坦福大学将近结束时，曾有

美国记者直接问过他这个问题，以他所

具备的条件，为什么不争取留在美国？

他回答很简单：“我爱中国，它是我的祖

国，我在美国没有根。”（纽约时报杂志，

���� 年 �� 月 �� 日）。他早在 ���� 年从

香港启程回北京时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

访问欧美及日本等国时所作的诗都明确

地表示了这种心迹：“刘郎不是天台种，

愿与苍生共有无 *”、“醉眼纵能忘客意，

瀛洲终不是神州 *”、“莫把西天当彼岸，

美洲西更有神州 *”、“蚕为献丝甘自缚，

蛾因恋火以身投”等。他认为这是一百

多年来受尽欺凌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个崇高的目标推

动着他终身致力于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发

展和 XYZ 系统的研制。

（转载自《�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

学术成就概览》信息科学与技术卷 - 第

二分册，作者：李广元、朱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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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稚松  （����- 
�00�）， 湖 南 长 沙

人。计算机科学家，

中国计算机科学领

域的主要奠基者之

一，���� 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曾获 ����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 ���� 年何梁

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长期致力于

计算机科学研究，在结构程序设计理论、

程序语言、形式文法、汉字信息处理、

软件工程等多个方面均有卓越建树。在

关键时刻发表的指导性的论文，对中国

计算机科学和软件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

影响。他在 ���� 年提出的时序逻辑语

言 XYZ/E，是国际上第一个可执行的时

序逻辑语言。XYZ/E 能以统一的时序逻

辑框架表示程序动态语义和静态语义，

并能作为软件开发全过程的统一理论基

础。他因此被称为软件工程领域中发展

可执行时序逻辑的先驱。以 XYZ/E 为核

心的 XYZ 系统的研制，是他的代表性

成果，相关专著《时序逻辑程序设计与

软件工程》上、下册获 �00� 年国家图

书奖正式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

奖。他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不仅将中

国传统文化与计算机科学融合得出神入

化，每有所感，皆能化作绝妙诗篇。他

的诗词作品曾得到红学名家周汝昌及国

学大师陈寅恪的好评；所著诗词收录于

作品集《桃蹊诗存》。

唐稚松主要论著
�. 唐稚松 , 论指令系统的递归性 , 数学学报 ,��

卷 � 期 (����).
�. 唐稚松 , 一种自繁殖的图灵机 , 数学进

展 ,����,�.
�. 唐稚松 , 结构程序设计与结构程序语言

( 上、中、下 ), 应用数学与计算机应用 , ����.��、
����.��、����.��.

�. 唐稚松 ,LR(k) 语言分解及 FPL 程序的优化 ,

数学学报 ,����,�.
�. 唐稚松 , 王建新 , 汉字输入与高级语言 , 计

算机学报 ,����,�.
�. 唐稚松 ,LBLR(k) 文法与文法分划 , 计算机

学报 ,���0,�.
�. 唐稚松 , 何天牧 , 徐福庆 ,XYZ 公共基础语

言 , 计算机学报 ,���0,�.
�. 唐稚松 , 适应于多种程序设计方式的程序

发展环境 ,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
�. 唐稚松 , 什么是计算机科学 , 计算机科

学 ,����.
�0. 唐稚松 , 郑茂松 , 李新 , 二级形式语义及

语义导引编译 , 中国科学（A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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