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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复几，原名李福基，字泽

民，江苏吴县人。李复几是第一

位出国学习物理学并获得博士

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

物理学先驱者之一。他早年就

读于长沙时务学堂，后入上海南

洋公学。1901年，李复几南洋公

学中院毕业，获该校奖学金资

助，去英国留学，1904 年从伦敦

大学毕业。1906年，李复几赴德

国波恩皇家大学学习，在著名物

理学家、大气中氦的发现者 H.

Kayser 指导下，进行光谱学研

究。李复几的博士论文完成于

1907 年 1 月，题目是《关于勒纳

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

研究》，主要内容是通过拍摄钠

的火焰光谱图来验证 P. 勒纳

(Lenard)提出的火焰中心发射

说。为了验证勒纳的理论，李复

几在其导师凯瑟尔指导下，在波

恩大学物理研究所做了实验研

究。他将钠放入两根碳棒电弧

之中，用摄谱仪拍下火焰照片。

其摄谱仪是当时最好的光谱仪，

可以在百分之一秒的曝光时间

内拍下清楚的铁弧光谱。李复

几拍摄了大量照片，即使以高倍

放大镜在毛玻璃上观察，也没有

看到中空火焰的形状，甚至连一

丝痕迹都不存在。李复几又进

一步采用加大光圈或延长曝光

时间的方法，通过反复实验发

现：“加大一倍光圈，第一副线系

谱线的图像和正常光圈时主线

系一样大；再加大光圈，第一副

线系的图像还可以大于最小光

圈时主线系的图像。”因此，李复

几得出结论：火焰图像大小实际

上是与其强度相关的。最后，李

复几在论文中断言：“我相信，这

足以证明勒纳关于光弧由大量

相互包裹的中空火焰组成、每一

个都是一个发射中心，每个中心

发射一个线系的假说是不正确

的。”同时他也分析了勒纳假说

产生错误的原因。波恩大学认

为李复几的论文做得非常优

秀。勒纳因阴极射线的实验研

究于 1905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是当时德国物理学大权威，

后来成为 20 世纪科学领域的主

将的爱因斯坦曾于 1903 年提出

申请要做他的助手，被他拒绝。

这样一位物理大师所建立起来

的理论，却被一个年仅 25岁的中

国青年人所推翻，足见我国第一

位物理学博士出手不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

其博士论文扉页上关于求学经

历等少量信息外，其余关于李复

几的生平鲜有人知。李复几回

国后从事何职业, 何年而卒？没

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就连他的

儿女，也不知道父亲是一位怎样

的人。在上海交大发掘出的历

史材料基础上，2007 年起，李复

几的儿子——82 岁的李正修决

定寻找父亲的踪迹。他凭着自

己对父亲的一点记忆，并综合亲

属访谈，进行了调查研究。几年

来，李正修分别给武汉、萍乡、南

京、自贡等有关单位和人士写

信，请求帮助查找有关父亲的情

况。他参照相关历史档案，文字

资料等等，补充了父亲在四川自

贡盐井工作和生活直到病逝的

大致情况。他深深感谢给予各

种帮助的单位和个人。

虽然李复几回国后没能继

续在国外的研究工作，但他与其

他几位中国早期物理学者首开

中国人研究物理学之先河，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成为中国

近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起点”人

物。本刊转载杨东晓记者于

2012 年第 8 期在《看历史》上发

表的《物理学史上失踪的中国

人》，让更多的物理学者了解我

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的

生平和对物理学的贡献。

李复几（1881—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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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李正修决定寻找父亲。

这一年离他的父亲李复几病

逝，已经过去了60年。来自上海交

大和德国波恩大学的资料，完全超

出了他对父亲的了解和记忆。

2007 年 2 月 6 日，82 岁的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离休干部李正修收到

外甥姚辛从上海寄来的信，姚辛告

诉舅舅，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

海交大)正在寻找“外公”的后人，

并拟请家族老人们“讲故事”。这封

信附了两页A4打印件，是上海交大

校史研究室欧七斤助理研究员整理

出来的《上海交大1901届校友李复

几年谱资料》。

李正修 10 岁那年到上海求学，

一年后日军打进老家苏州，全家人

四散辗转，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父

亲。他只知道父亲是位工程师。

从上海交大发来的两页资料和随

后看到的材料中，李正修第一次得

知，父亲在1907年成功地挑战了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勒纳关于光谱形

成原因的火焰中心发射说，被授予

波恩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中国

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来自

上海交大和德国波恩大学的资料，

完全超出了他对父亲的了解和记忆。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已经寻找

李复几将近两年。而李复几的母校

德国波恩大学寻找自己的学生已经

二十多年。

1 波恩大学的“礼物”

1984年10月，德国总理科尔第

一次访华，将关于李复几的几份文

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北京大学(以下简

称北大)：与他 1907 年博士论文同

样小开本的单面复印本、波恩大学

签名纪念册。

1984 年 10 月 10 日，科尔在北

大作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

学生留德早有良好的传统，早在 19

世纪末期，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

有很多贵国年轻科学家到我国接受

大学教育。波恩大学是首先颁授博

士学位给一位中国公民的欧洲大

学，他姓李名复几，博士论文题目

为碱金属，该论文于1907年于波恩

大学通过。我带来了该论文的复印

本以及李先生的简历和离校证明

书，请你们存档。”

在科尔演讲的次日，《人民日

报》和新华社的稿件中，都只刊出

了前半段，后半段关于李复几的个

案举例，中国报纸并未提及。因

此，在1984年，中国读者依然不知

道李复几这个名字。由于无人知道

李复几的经历，这份档案在北大的

档案馆静静地躺了23年。

得知北大存有父亲的资料，李

正修拿着介绍信，于 2007年 6月 25

日找到北大档案馆。北大收藏的这

份档案中还有一张16开大小的中德

文卡片，上书“德意志联邦总理赫

尔穆特·科尔于 1984年 10月 7日至

13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赠与

北京大学”。

李正修把沉寂在北大的资料复

印并寄给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的欧

七斤。他说：“以上档案中没有北大

外事人员的记载与说明，因此，不

知北大校长接受这份复印件时说了

什么，或对北大有关人员有何交

代，档案馆的同志说，这样的材料

事后就转到档案馆来了。”

1907年，李复几从德国波恩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从此际遇成谜，最终消失于茫茫尘世，只留下些许蛛

丝马迹。就连他的儿女，也不知道父亲是一位怎样的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的命运，一如他所处的时代

那样动荡波折。

图1 德国留学期间的李复几

1) 经作者同意，转载本文时，李正修先生对内容作了少量补充修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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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李正修寻找父亲的部分信件

尽管寻找李复几是科尔为了中

德文化交流的一时之需，但是波恩

大学校史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汀·乔

治多年来却一直在寻找李复几和他

的后人。李正修致信玻恩大学，写

了他自己童年时对父亲的一点记

忆。克里斯汀回复他：我很高兴读

到了李复几儿子的来信，他是波恩

大学最著名的外国校友之一。

从 1984 至 2007 年的 23 年，成

了李正修最大的遗憾，“要是早 23

年开始寻找，还会有一些认识我父

亲的老人在世，还能保存下一些口

述。现在，即便是在档案中找到点

头绪，也无从追踪下去了”。“以前

是想找也不敢找，虽然父母都不在

了，我们也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我

们这种情况在解放后叫做‘社会关

系复杂’，现在能找了，又晚了 23

年”。老人一说到这个问题，就习惯

性地压低声音。

2 被埋没的上海交大校友

2005 年 5 月 10 日，“中德世界

物理年暨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

100 周年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

开。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会上放映

了一部回顾中德学术交流的幻灯

片，一位东方人的头像下，写着

NanYang College(南洋公

学)。核反应堆专业出身

的校长谢绳武意识到这位

留德学生与上海交大有

关，立即起身，跑步赶到

校史办公室。一会儿，谢

绳武又跑回纪念会现场，

他宣布了一个消息，纪录

片中出现的那位东方青

年，是南洋公学1901年的

留学生李复几，他于1907

年获得波恩大学物理学博

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

接下来的午餐会气氛格外活

跃，中德双方定下了两年的约期

——2007 年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

100 周年之际，双方在上海交大举

办纪念活动。从此，上海交大校史

研究中心的欧七斤便开始了对李复

几生平的探寻。

欧七斤从交大现存的南洋公学

档案中查到，1901年，南洋公学中

院毕业了6名学生，其中4名被公费

送往英国留学，李复几(曾用名李福

基，字泽民)考取总分第一。校方规

定，李复几攻机械，胡振平、曾宗

鉴专习政治，赵兴昌学商务。

李复几进入芬斯伯里学院(Fins-

bury College)，就读机械工程专

业，后入伦敦机械工程师研究所实

习 1年，之后再入伦敦大学学习机

械工程，1904年毕业后前往德国迪

塞尔多夫的汉尼尔理机器厂实习。

在4年留英期限将满之时，李复

几致函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表明自

己想到德国学习自然科学之愿望和理

由，盛宣怀以李复几“才品甚优，有

志向学，自应展长学期方能造就成

材，以备回华效用”，同意延期至

1907年6月，年供经费180英镑。

于是，1906年 5月 18日波恩大

学艺术系自然科学专业迎来了一位

中国学生，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大

气中“氦”的发现者凯瑟尔，从事

光谱学研究。他没有给自己取德国

名字，而是用罗马字母注册了“Li-

FoKi”这个简单的发音。

3 “屠龙之技”

李复几在波恩大学只学习了一

年，便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时

间是“光绪丙午季冬千九七年正

月”(1907 年 1 月)。经考证，这是

中国人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个物理

学博士学位。

李复几的博士论文 [1]，推翻了

勒纳在1903、1905年提出并完善的

“关于光谱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发射

说”，并完成了自己的“推验光浪新

论”，是当时光学界最为前沿的一项

课题。勒纳何许人？他因对于阴极

射线的研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这一年，提出狭义相对论

的爱因斯坦想给勒纳做助手，被

拒。多年后，成为希特勒物理顾问

的勒纳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对爱因

斯坦进行过迫害。

1907年，年方26岁的中国学生

李复几对光学权威勒纳的挑战成

功，无疑是当时物理学界的一大传

奇。波恩大学认为李复几的论文非

常优秀，将之评为“Idoneum”(满

意)等级，这是一个在数学和物理学

科都难得一见的好成绩。

波恩大学对李复几的纪念，不

仅在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在一定

程度上，还是因为勒纳后来成了希

特勒的物理学顾问。在反思纳粹的

德国，当时敢于挑战这样一位学术

权威，自然是被母校称道的。

李复几是怎样进入南洋公学

的？他填的表中，与李维格(近代钢

铁专家，汉阳铁厂的主要开拓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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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又同姓李，他们又有何关系？

他出国前后情况如何？为何中国物

理学史上没有关于李复几的记录？

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教授对李

维格生平做过研究，听说上海交大

在找李维格的资料，便给欧七斤提

供了《李维格的理想与事业：拯中

原于涂炭，登亿兆于康庄》一书。

在书中，找到了年轻的李复几身着

西装与李维格的合影(见图 3)。所

以，欧七斤把寻找李复几的线索，

锁定在他与李维格的关系上，毕

竟，李维格的资料更多一些。

具有改良思想的李维格是东吴

大学校董，留英回国，他曾主持上

海《时务报》翻译工作，担任湖南

时务学堂西学总教习，宣传维新变

法思想。他还担任过南洋公学提

调，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实业，历

任汉阳铁厂总办、 汉冶萍公司经理

等，是中国近代钢铁专家、翻译

家。书中的附图(即本文图3)说明显

示，年轻人是他的侄子。

通过夏东元提供的线索，欧七

斤找到李维格的孙子李正名。李正

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机化学及

农药化学专家，他确认了李维格与李

复几的叔侄关系，并告诉欧七斤一个

重要线索：堂伯父李复几1947年已过

世，他回国后曾在上海交大、汉冶萍

公司、自贡等地工作过；他还有几位

儿女健在，女儿张微、李贝在上海，

李岱在安徽；儿子李正修在北京。

李复几留在上海交大方面的资

料只有梗概：1907年夏秋之间李复

几先在上海高昌庙江南船坞担任副

工程师；1908年 8月，邮传部上海

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大前身)成立

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电机专业——

电机科，唐文治校长请李复几回母

校担任电机科教员。李复几主持建

立了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电机实

验室，他有过一位英国同事，叫麦

斗门。电机科虽然沾了物理的边，

本质上却是工科，李复几与麦斗门

二人开了中国电气工程高等教育的

先河，两年后，李复几又和美国同

事谢尔屯主持建成了电机实验室。

实业救国的年代需要工科，李复几

的理论物理仍是“屠龙之技”。物理

学在1910年代的中国，除了师范以

外，毫无用处。想搞理论物理和基

础研究更是天方夜谭。

后来，李复几在复旦大学也有

过教职，但时间都很短，李复几回

国后的40年间，有37年忙碌在土木

工程第一线。

通过欧七斤一年多的工作，查

实后得到的李复几简历——成了李

正修寻找父亲的起点。李正修的夫

人王存俊说，以前我问他，你是怎

么长大的，他都说“我是自己长大

的”，现在 82岁了，突然有了父亲

的线索，他非得去找他爸爸的踪迹。

4 最早的寻访人

无论是上海交大寻找学生，还

是李正修寻找父亲，都无例外地找

到了中国物理学史权威戴念祖。他

们找到戴念祖时得知，在中国，戴

念祖才是第一个寻找李复几的人。

戴念祖的寻找始于 1990 年代

初，那时他在主编《20世纪上半叶中

国物理学论文集粹》一书，正从欧

美各著名大学寻找20世纪上半叶中

国留学生留下的有价值的论文。

从波恩大学找到的一份论文显

示，作者叫李复几，身份是物理学博

士，年代是1907年。这一年，要比中

国物理学界此前公认的第一位博士李

耀邦获得学位的时间提前了7年。

德国波鸿大学教授魏波渡也找

过戴念祖，托他查询李复几回国后

图3 1901 年出国

留学前夕，李复几

(右)与其叔李维格

合影于上海 (引自

王同起的《李维格

的理想与事业：拯

中原于涂炭，登亿

兆于康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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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并寄赠了李复几的一些材

料。从这些材料上看，李复几在欧

洲的 7年间，在学术界内外都是一

位活跃分子，担任过一连串职务。

1993 年，《20 世纪上半叶中国

物理学论文集粹》一书出版时，已

把李复几的论文收入其中。1996

年，戴念祖在《物理》杂志上发表

了《李复几和他的博士论文》一

文，对李复几在物理学史上的作用

和贡献评价如下：“勒纳于 1905 年

因阴极射线的实验研究而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但他的光谱理论在两

年之后被李复几证伪。鉴于勒纳在

本世纪初物理学界的影响，李复几

的工作是有助于物理学发展的。物

理学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勒纳和

李复几的光谱研究，表明在1913年

玻尔提出原子能级之前光谱学理论

曾经走过的探索之路”[2] 。

然而，戴念祖也查不到李复几

此后的踪影，因此，他在这篇文章

中又说：“也许他获博士学位回国

了，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情与贫困落

后，他未曾进入教育界，而真的起

法号，入山为僧了；抑或没有回

国，也未可知”[2] 。

李正修问起自己父亲“出家”的

出处时，戴念祖告诉他，在自己查

到的李复几欧洲经历中，他是伦敦

中国协会会员、伦敦中国联谊会会

长、又曾任巴黎佛教俱乐部名誉主

席、欧洲中国 Duc Tsch Tsih布道团

志愿者，当时李复几不仅思想活

跃，投身各种社会活动，对宗教如

佛教、基督教都有研究。所以，他遍

寻不到任何李复几回国的文字记载，

便认为他有可能出家了。戴念祖曾投

书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请他们帮

助查找80多年前有没有一位叫李复

几的方丈或住持，答复是，查无此人。

戴念祖说：“物理这个词由日本

传入中国那年，李复几正在准备出洋

留学。此前，他只学过‘格物’。

1900年以后，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

才有了‘物理’课。等到他学成回国

时，中国的物理学事业尚未起步。”

1907年踏入中国海关，注定成

为李复几人生的拐点，戴念祖找不

到李复几，因为再无科学舞台供他

起舞。即使是迟李复几 7年的早期

物理学博士李耀邦，回国后也改事

宗教和商业。20世纪初实业救国的

大潮淹没了对基础学科和理论科学

的研究。但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

猷仍然把他们当作中国近代物理学

发展史的“起点”人物。吴大猷

说：“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

学术的发展总得有个起点。”

“中国物理学真正起步，是在

1925年叶企孙从哈佛大学回到清华

大学之后。此时，李复几已在武汉

当了多年的工程师。”戴念祖说：

“叶企孙在构架起中国物理学未来框

架时，李复几已无法回归物理学界

了。1920年以后，人类迎来了第二

次科学革命。在中国，吴有训带回

了玻尔的量子力学，周培源带回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李复几的光学

成就，也已被后人超越。”

5 寻找“消失的”父亲

离开物理学之后的工程师父

亲，究竟还做了什么？2007年春季

的几个月里，李正修不停地写信、

誊清、寄挂号信，再把挂号信的存

根粘贴在留底的信件上。最后留底

信件按不同目的地，放入几只塑料

袋存档，各袋中的信以邮寄时间先

后为序排放。这些被留底的信件，

分别写在一些稿纸上和老年心脑血

管病药品说明书的背面。82岁的老

年人，在离开父亲73年以后，开始

寻觅父亲每次离家后的去向。

父亲留给李正修的记忆全都是

美好的：一位月薪 500块大洋的总

工程师，在繁华的苏州火车站附近

安家，一幢花园别墅，花园里 5个

孩子各有一部机械玩具，可以骑

行，可以相互推着跑(见图4)。小女

儿的推车是总工程师父亲亲手制作

的。苏州生活美好而短暂，1935年

父亲像往常一样结束休假，回到汉

冶萍公司去工作，后来又转到自贡

盐务局工作。这时10岁的李正修在

上海上小学。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轰

炸苏州火车站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李

复几的家园。幸亏他带着大儿子到

自己工作的盐都自贡去了，夫人逃

难去了四川，四个孩子在上海。苏

州的家在空袭中片瓦无存，李复几

的藏书、书房门口堆积得小山似的

精致雪茄盒子，孩子们骑着木制机

械车飞跑的花园，都已不复存在，

李复几从英国和德国带回来的两张

学位证书，不知是不是也在这次轰

炸中化为灰烬，总之，他的后人谁

都没有见过。

李正修决定写信给他记忆中父

亲曾经工作过的城市。

2007年 6月，武汉市档案局收

到这样一封求助信：“辛亥革命后，

一位工程师李福基受汉口海关税务

监督丁士源的聘请，负责汉口城区

的工程规划，李福基照以前的规

划，又进行了实地勘测，写成一份

《 重 建 汉 口 之 计 划 及 其 扩

展》……”。李正修还向武汉档案局

进一步提供线索，“辛亥革命后他曾

任汉口工巡处总工程师、外交部(汉

口)特派员工程秘书，以后在萍乡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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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等处任职，1935年曾到汉口工巡处

工作，其后去四川任盐务局工程师”。

几乎与此同时，萍乡市档案局

也收到与武汉市档案局内容相近的

信，不同之处在于“我1926年出生

在萍乡，我父亲上世纪20年代初就

在萍乡矿工作，是萍乡矿总机器

师，1924 年是萍乡制造处处长”。

一周后，来自萍乡档案局的公函，

给李正修指出另一条寻找路径：“当

时萍乡煤矿隶属于湖北的汉冶萍公

司，像令尊这样的高层管理人员，

其相关档案可能由公司直接管理。

建议您可与保存了汉冶萍公司档案

的湖北省档案馆联系”。

与萍乡市的回复相似，武汉档

案局也回复查不到他所需的档案。

但是武汉市档案局又提供了一些线

索，让李正修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湖北省档案馆和湖北省图书馆

查找，于是李正修便开始了第二轮

书信投递。

与湖北省档案局的联系，使他

意外地得到了父亲当年的手迹：《汉

冶萍公司经理处卷：为李复几请资

遣出洋考察事》。李复几用小楷写的

这份报告，汇报了他新近为武汉建

的几座桥梁完工——在萍乡煤矿担

任制造处处长时，李复几承接了修

建京汉铁路所需 E40、E45 桥梁共

93 座的庞大工程。为了这些桥梁，

李复几与中外工程师争议十多次。

完工之后，李复几提出要求：“复几

最不愿素餐，拟乘此无外工程之日

作学问研究之行，盖欧美各国对于

制造工程无不日新月异，大旨在乎

缩短时间轻减成本，复几所学若不

加切磋，焉免陈腐”。这份写于

1923年 1月 20日的出国考察申请报

告，并未获得批准。

6 自贡的发现

2007年，李正修看到了孙明经

的摄影集《遍地盐井的都市——抗

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得知著名

摄影家孙明经在 1938 年曾拍遍自

贡。李正修找到孙明经的儿子孙建

三，在孙建三保存的浩如烟海的作

品中，找了数天，无果而归。

李复几从1936年至1947年一直

在自贡，达 11年之久，无论如何，

李正修一定要在自贡找到答案。于

是李正修发动兄妹几人向内寻找，

谁还有与父亲相关的记载？2008年

5 月 18 日，妹妹李岱给他寄来了

1978年部队外调她自己的材料。那

年，海军某师肥东场站对申请入党

的李岱进行外调，外调人员曾经到

过她父亲李复几工作过的自贡。这

些材料几十年来连李岱也没见过。

曾在“伪川康盐务管理局场产

科核价股”任股长的宋尚泽于 1978

年12月5日写下的证词中说：“李福

基据我了解是在抗战伪盐务总局迁

重庆时，任总局技术室工程师……

常到铁工厂搞机器研究、制造工

作，同一些技术室工程师研究和制

造钢绳。李的政治面貌不清楚。平

日不大与一般人接触，性格很孤

僻。李死时生活很困难。”同一天，

另一份来自戴钧的口述显示，李复

几曾在自贡旭川中学(现自贡三中)

教英语，性情古怪，学者模样。病

逝时家里没钱，棺木是当地盐商余

述怀等人捐的。这份口述中有一句

对申请入党的李岱非常重要的话：

“未听说过他参加反动组织”。

一份由“自贡三中革命委员

会”出示的1947年旭川中学图书管

理员的钦天锡提供的证词说：“听说

李福基是外省人，当过工程师，后

来去职，生活无着，由校董介绍在

旭川中学每周代英语课。”这是李正

修第一次得知父亲曾在旭川中学代

过英语课。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

他记忆中乐观开朗带着 5个孩子到

河中游泳的父亲、在留学时身影闪

耀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父亲，到了

晚年，却性格孤僻、生活无着。

把上述这些材料递给李岱的前

领导朱站长还告诉李岱，在萍乡调

查来的材料中说，李复几月薪 500

大洋，同情安源路矿工人，工人想

发展他为中共党员，他说我一大家

子十几口人要养活，我要是出事

图4 旧照片记录了李复几人生中一段幸福时光，在其未被日军炸毁的苏

州的家中，花园里他的5个孩子各有一部机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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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工程师李复几的手稿

了，他们怎么活？李复几没有加入

中共，但是他给工人捐过款，工人

给他起个外号叫“五百块”。另外，

离开萍乡时，李复几被证明是“和

我党两位同志一起走的”。

7 依旧模糊的踪迹

在往各地写信、收到一点线索

或杳无回音中，李正修等到了 2008

年春天。此时，上海交大和波恩大

学纪念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 100年

的纪念大会已经开过，李家捐献出

李复几的博士论文和两枚私章，这

是李家仅存的纪念物。

又过了一年， 2009 年 4 月 14

日，自贡市档案局吴志国致电李正

修，档案馆查到李复几 65卷档案，

将用电邮把档案目录发给他。这是

李正修寻找父亲两年来最大的一次

收获。84岁的李正修在女儿李江和

外甥女姚争平、外甥肖定文的陪伴

下来到自贡档案馆，65卷泛黄的案

卷堆在桌上，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

与父亲相关的文字，从各种文白相

间的繁体竖排公文中探寻父亲留在

世上的印迹：抗战时期的自贡，物

资难以运进来，很多盐井的钢缆锈

蚀而没有新的缆绳更换。李复几提

出以铁链代替钢绳，制成长 2606.8

尺铁链一根，测验起重力为 2倍(钢

绳为 4 倍)(见图 5)，但最后是否被

广泛使用，没有记载。

所有档案都是关于李复几工作

的，重庆市档案馆有唯一一份有可

能涉及他生平的档案，很遗憾找不

到附件，李复几被邀请去演讲，奇

怪的是，另外三位的演讲题目都像

是专业报告，只有李复几的题目是

《本人经历》。

附件丢失或只保存目录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件事：时间为“民国三

十四年八月初三”，川康盐务管理局

给自贡市政府的1480号复文说，市

政府的代电收悉，“已通知技术处转

李工程师福基于美军将领参观盐场

时陪同前往翻译”，“密电”显示

“自贡市政府准兵役部电美国高级将

领最近将考察我国招兵情形，经指

定该市为征兵示范区，请电该市市

政府早为准备”。那么这次陪同美军

考察的结果如何，考察了哪些地

方？也没有附件。

唯独一份文件的发现，使他心

里很难受。那是一份重庆市档案馆

1969年 7月 23日整理出来的“人物

卡片”，同款两枚，上枚表明李福基

是盐务局技术处土木工程师，下枚

在性质上注明“反革命”，原属敌伪

机关：财政部盐务总局技术处第三

科；反动职务：科长。

李正修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

个迎头痛击，而且他选择了“很不

好”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迎头痛击。

他还专门询问了档案局这是怎么回

事，被告知“文革”时都是这么写

的，以后录入计算机时不会这么录。

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的命

运，在他的两所母校和子孙们多年

奔走下，只隐隐地出现了一个轮廓。

他26岁时留在物理学史上的光

焰，是波恩大学的骄傲，在这所学

校里，李复几一直被当作“杰出外

籍校友”来纪念。

当他一脚踏进祖国，在这个尚

不知光学为何物的地方，世界最前

沿的科学研究一入海关即被抛之无

形，并未能像盛宣怀所期望的那样

“回华效用”。李复几靠他英国时期

学的工程学，在炮火相连的晚清、

北洋、抗战时期，先后在中国最大

的钢铁联合企业、最大的盐业集团

供职，置身中国工业近代化第一线。

他的儿女们记得，父亲是总工

程师，但在寥寥几份记载他的职称

文件中，如果以时间为序，有总工

程师、总机器师、工程师、技术

员、英语教员。

李复几病逝时66岁，为了多工

作几年，在代课的中学里，他瞒报

了 5岁。在中学代课时，一周十几

节课，月薪 220块，寄往孩子们上

学的北京和上海。自己仅能糊口。

1947年父亲过世时，李正修(原

名李普)正在燕京大学参加学生运

动，不久他收到恐吓信，被反动派

诬为“职业学匪”，要“杀死”，要

“活埋”，后由地下党安排，撤退到

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

名干部，但长期背着“社会关系复

杂”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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