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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 23日凌晨，俞昌旋

老师安静地辞世，至今整整一个月

了。这些日子以来，实验室学生答

辩毕业，“科大一环”装置稳定运

行，科技部二期项目公示筹备，新

华社等新闻媒体相继采访，实验室

各项工作红红火火，俞老师离世的

巨大冲击，似乎已经渐渐消散。事

实上，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们总觉

得俞老师还在我们身边，关注着这

里的一切。我们知道，不影响工作

学习，淡淡的，没有悲伤的思念，

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在最后的日子里，俞老师认真

地留下了书面遗嘱，“不发讣告，

不设灵堂，不送花圈，不开追悼

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

遵照他的意愿，静静地送走了先

生，帮他保持了终身坚守的“不麻

烦他人”的习惯。我最后一次看望

俞老师是他去世前十天，俞老师消

瘦至极，但精神尚好，第一句便是

“我很好”，接着询问学校近期大

事，提醒在新装置上要做与聚变主

流相关的物理研究，嘱咐要极力支

持新引进的人才。我们执手聊天一

小时，知道可能是诀别，但依然像

平常一样，没有悲切，平静地作了

最后的交接。

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一生似

乎波澜不惊。我们，平平淡淡地思

念，越发触摸到他一生的不凡。

俞昌旋老师是归国华侨，1941

年 7 月 7 日出生在印尼爪哇岛一个

叫安褥埠的地方。其父30岁时，从

老家福建省福清县的海口下了南

洋。先做街头小贩，逐渐有了自己

的铺面，经过不到10年的努力，白

手起家开起了商贸公司，遂举家南

迁。但好景不长，日本人占领东南

亚后，父亲的生意凋敝，公司倒

闭，最后只能开小杂食店以维持生

计。俞老师的幼年在风雨飘摇的异

乡度过，他的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

兄长则先后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

兄长们对他的启蒙教育影响很大。

日本投降后，刚上小学，父母便带

着他返回故乡。俞老师在乡村读完

了小学，就被二哥带到厦门，进入

著名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

美中学。在这里，他开始展示出对

科学的兴趣及对实验的爱好。1959

年中学毕业时，俞老师高考所报学

科专业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原

子核物理和原子核

工程、清华大学的

自动控制、南京航

空学院的飞机制

造、西安交通大学

的无线电工程、厦

门大学的放射化学

等等，均为当时最

顶级的高技术学

科。他如愿以偿地

以高分考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近代物

理系，主修原子核

工程专业。毕业

后，俞昌旋老师以优秀成绩留校任

教，一生未易其地，成为我系建设

发展的灵魂人物之一。

1970年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迁至安徽合肥，不仅实验及教学器

材设施等硬件损失巨大，原来依赖

的“所系结合”一流科学家直接参

与指导的模式也戛然而止，真正是

万事俱废。但幸运的是，当时我校

留校的前三届毕业生已经成为了教

员队伍的主体。他们受到过国内一

流科学家的直接教育熏陶，可以说

是中国科学院优秀科学家群体的第

一代嫡系传人，俞昌旋老师就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学校迁址后，近代

物理系年青教员在短暂的迷茫后重

新振作起来，他们经过细致的调研

讨论，根据实际情况及国际发展趋

势，着力修改了近代物理系的学科

发展方向。将原来的原子核理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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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转为理论物理，原子核实验方向

转为高能粒子物理，反应堆工程方

向转为加速器及聚变等离子体物

理。正是这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奠

定了近代物理系之后 40年的基础。

然而对每个人而言，几乎都面临着

完全陌生的新领域。俞昌旋老师与

荣福瑞、欧阳九龄、王象振等四位

青年教师，在几位前辈的支持下，

探索开创了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当

时，中国科学院正在合肥筹办从事

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的等离子体物理

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相关专

业正是学校“所系结合”方针下的

新成果。新专业成立次年即开始招

生，俞老师作为主力教员，废寝忘

食，孜孜不倦。他一边到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的托卡马克装置上进

行系统实习，一边协助我的导师项

志遴先生编写《高温等离子体诊断

技术》教材，同时开始研制用于托

卡马克实验的“中性粒子能谱仪”

等诊断系统。这本教材后来成为国

内等离子体物理界的经典著作，“中

性粒子能谱仪”成果获得了中国科

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经过几年的

奋斗，全新的等离子体物理专业渐

入正轨，俞昌旋老师成为该专业的

核心人物。

1980年，俞昌旋老师作为学校

遴选的第一批青年教员出国研修，

他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当时，该实

验室正在研发远红外激光相干散射

系统，并利用该系统开展等离子体

湍流与波相关的实验研究，这是当

时最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前后近

3 年，他如饥似渴，不分日夜在实

验室工作，很快便成为骨干人员。

实验室主任洛曼教授评价他是“中

国学者中最出色的”，并与他建立了

永恒的友谊，成为终生的合作研究

伙伴。

1983 年，俞昌旋

老师回国，开始全面

主导学科建设。他研

制建成了国内第一套

二氧化碳红外激光散

射系统，开创了国内

等离子体湍流实验研

究的新方向。在国内

几乎所有的托卡马克

装置上，对等离子体

湍流特征、湍流与等

离子体约束的关联、反常输运、托

卡马克高模约束及触发机制等重要

问题开展了极为系统的研究，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是我国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中最早具有国际影响的

研究方向。20世纪90年代初，非线

性科学研究兴起，俞老师成为国际

上最早在等离子体系统中开展非线

性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们最先

观察到无外驱动等离子体向混沌态

过渡的三条途径，即倍周期分岔、

阵发混沌和准周期混沌；在国际上

首次成功地利用小扰动方法对无外

驱动的等离子体混沌实施控制，为

耗散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提供

了新的实验基础。1993、1994 年，

他们连续 2年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学

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

研究成果，这是国内最早在该期刊

上发表的少数几篇文章，相应的成

果同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二等奖。

俞昌旋老师注重学科的全面发

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等离子体物理学科在高

温等离子体诊断及实验方面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基础，但其他方向依然

薄弱。俞老师立即着手部署等离子

体物理理论及低温等离子体应用这

两个新的学术方向，随着胡希伟、

詹如娟等老师的加盟，学术短板迅

速弥补。同时，他广泛开展了与国

内等离子体物理相关学术机构的合

作。除了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和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这两大磁约束聚变专业研究所的合

作外，他分别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

从事激光聚变的主要研究所，从人

才培养和科研并行的角度建立了密

切的合作关系，对国内激光聚变领

域开拓精密物理研究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俞老师同时积极推动国内不

同学术领域相互交叉合作，使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公认的学术纽带

单位。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我

校等离子体物理学科培养的人才遍

布全球，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等

离子体物理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俞昌旋老师认为：受控热核聚

变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领

域，坚持学术纯洁和营造团结合作

的氛围是此领域发展的重要基础。

他坚持我国的核聚变研究要从物理

着手，整体布局，全国一盘棋，并

长期不懈地为此奋斗努力。随着中

国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一学科

领域正在飞速发展。在此情况下，

俞昌旋教授与夫人赵淑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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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关注聚变研究人才的短

缺，另一方面又担心快速扩展对物

理研究的忽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

年内，俞老师殚心竭力，坚持独立

思考，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中

国聚变事业的发展及发展方向的正

确选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俞昌旋老师为人极为质朴，低

调谦逊。2007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

数理学部院士后，最不愿听到的称

呼是“俞院士”，最喜欢的称呼是

“俞老师”。他外表不苟言笑，对领

导高层，谦虚温和但坚持原则；对

学生晚辈，严格要求但内心慈爱。

他身形清瘦，不善言辞，但逻辑清

晰，字字珠玑。几乎所有学生都有

同感，不敢随意接近俞老师，但离

开后一定心存眷念。对心术不正

者，开始可能会忽略俞老师，但久

而久之又对他心存畏惧。俞老师严

于律己，绝不苟且从事，但对他人

并不苛求，从不诽议他人。一语概

括，俞昌旋老师立身中正，克己待

人，秉持真理，不屈不迎，是一位

纯粹的科学、教育大家，也是一位

人们敬仰的道德楷模与典范。

我有幸与俞昌旋老师相识 40

年，受教同业 30 年，衣钵相传 20

年。几十年来，我与俞老师办公邻

桌，论文同名，学生互通，项目共

担，同行、同志、同识、同责，苟

无复加之处，诚然亦师亦友。1985

年，我博士论文选题时，俞老师给

了我最初的建议。1988年，我博士

论文答辩时，俞老师给出了细致的

评审意见并参加答辩。1990年，我

联系出国研究时，俞老师极力为我

奔走推荐。1994 年，我回国返校

时，俞老师一直期待敦促，很快便

让我承担等离子体物理专业的领导

责任。1999年以后，我先后开拓了

多个非聚变领域的基础研究方向，

他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只管向前

探索，不用担心。2001年，我毛遂

自荐担任近代物理系主任，这出乎

他的意料，但他依然坚定支持我十

数年的院系领导工作。回望过往，

俞老师对我，从不苛责，总是鼓

励，就如同清水、空气、雨露一

样，润泽无声，但又无处不在，使

我终身受益。

在对俞昌旋老师的淡淡思念

中，我以挽联一幅总结他平凡而又

非凡的一生——昌明其德，内中正

外谨肃，坚持克己奉公，普泽学子

后生，五十年率意竟成育人道德之

师；旋进其业，先诊断后物理，穷

究混沌湍流，条析反常输运，四十

载勉力终成聚变事业之范。

1988年10月8日，俞昌旋教授(前排中)参加中国等离子体物理学科两位

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刘万东(后排右一)、蒋勇(前排右一)的博士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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