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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物理系复系40周年的回顾和思考
朱邦芬†

(清华大学物理系 高等研究院 北京 100084 )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于 1926年 4月，1952年

全国实行“院系调整”，自此 30年之内清华大学

没有物理系。1982年 6月，清华大学决定恢复物

理系，至今已有 40年。四十而不惑，抚今追昔，

或许对未来的发展有所裨益。

1 复系过程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伊始，创系系主任叶企

孙先生全力招聘国内最优秀的物理师资，“七七事

变”前有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任之恭、赵

忠尧、霍秉权、孟昭英等，后有王竹溪、彭桓武、

钱三强、林家翘、葛庭燧、范绪筠、余瑞璜、洪

朝生等教授，一时大师云集。以衡量一个物理系

最重要的“金标准”——培育人才来看，既有杨

振宁、李政道、林家翘等国际一流物理大师，又

有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

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一批“两弹

一星”元勋，还有一大批中国各个科技领域的开

创者、杰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应该说，清华物

理系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好的一个物理系。[1]

“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大部分教授和

在校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大学。然而，清华大学

物理系的撤销，始终令众多清华学子耿耿于怀。

蒋南翔 1952 年 11 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曾私下

对滕藤说，“工学院怎么可以离开理学院？不应

该把清华理学院分出去。”[1] 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钱

伟长在 1957年公开反对“理工分家”，得到许多

清华学生的支持，后果是一批支持理工合校的清

华工程物理系优秀学生被打成“右派”或“严重

右倾”。

和撤销物理系一样，恢复清华物理系从来不

是一个单纯业务问题。“文革”结束带来诸多“拨

乱反正”。1980年下半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应

用物理研究中心顾问任之恭以 74岁高龄来清华讲

学 6个星期。任之恭曾任清华物理教授多年，是

一位既有浓厚的故国情怀、又有很深清华情结的

物理学家。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时任清华校长刘达，

阐述了理科对于工科的重要性，强调理科对于清

华长期发展的意义，强烈建议清华恢复物理系。[2]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刘达，志在把清华

建成一流大学，十分清楚理科对于清华长远发展

的重要性，十分支持恢复物理系。时任教育部长

的蒋南翔一开始不太积极，为此任之恭特地到蒋

南翔家登门拜访。1981年 1月 24日，蒋南翔设宴

招待任之恭时说，“时代不同了，过去我们重视工

程技术，现在我们应该建设物理科学的基础。至

多在两年以内，我们将恢复物理系。”1981年 2月

21日，任之恭向邓小平提出：“在中国的大学中，

我们绝对必须把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结合为一个

整体，后者现在太狭窄地在它们本学科内专门化，

常常忽视了基础科学的作用和重要性。”“中国的

大学生的兴趣和知识范围总体上讲，太狭窄。”[3]

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毕业生黄葳(戴中扆)

也为恢复清华物理系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她和钱

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人是物理系同班同学，

毕业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领导人很熟悉，

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和谈话，她在复系过程中起

到了独特的作用。[1]

在任之恭和黄葳等大批海内外校友的推动下，

邓小平亲自拍板，决定恢复清华大学物理系。清

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于 1982年 6月 24日做出决议，

在物理教研组和工程物理系理论物理、固体物理、

核物理教研组的基础上，恢复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复系时教职工总人数 197人，包

含基础物理、近代光学、原子分子物理、低温物

理、核物理、固体物理、理论物理等 7个教研组

和1个普通物理教学实验室，首任系主任是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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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振辉煌”之路回顾

复系 40年，几代师生一心向着“重振辉煌”

的目标努力，从人才培育、科研成果、学术氛围、

师资队伍等几个方面衡量今日的清华物理系，应

该承认她已经属于中国最好的大学物理系之一。

仅举几例。2021年在物理学科QS和U.S. News国

际排名中清华均列国内高校第一；2015年“低维

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被科技部评为“优秀

类实验室”；薛其坤、王亚愚等的“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的实验发现”获得 2018年唯一的一项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复系后，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已

出了 6位中国两院院士，20位斯隆奖获得者(号称

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其中3位是自己培养的博士)。

清华学堂物理班第一届 18位本科生至今毕业刚 10

年，已有一半获得加州理工、普林斯顿、清华、

北大等一流大学的教职。不仅在物理学科，还有

许多位毕业生在计算机、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

数学、化学等学科，还有一批毕业生在高技术领

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目前在人工智能视

觉识别领域的何恺明博士。毫无疑问，清华物理

的进步首先归功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归功于我

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另一方面，与同类型大学的

物理系或与同时恢复的其他一些理科系相比较，

清华物理系进步的步伐似乎更大、更快一些，梳

理清楚其原因也许有助于今后新建或复建一个系。

回顾 40年的历程，我以为，清华物理系之所以发

展得快一些，是由于但并不限于以下的5个因素。

2.1 继承老清华物理的科学传统

我曾在 2005年写过 1篇庆贺王明贞先生百岁

诞辰的文章，强调科学传统的重要性。[4] 科学传

统大致可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传统。有形的科学

传统包括师承关系、教学研究经验和资料档案、

各种 know how、各种教学科研规章制度等，还

包括在各种书本和论文中很难找到的口述历史。

无形的科学传统包括科学精神、学术规范、学风、

科研成果评价标准、“潜规则”等。这些潜移默化

的无形传统对于科学进步和人才脱颖而出起极其

重要的作用。

1952年，叶企孙、周培源等一批物理大师离

开了清华，虽然由 6 位青年教师和 14 位物理系

1952年毕业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和 50年

代中从海外归来或从外面调进的几位系友，或多

或少保留了老清华物理的部分传统，但毕竟老清

华物理系“皮之不存”，科学传统“毛将焉附”?！

1982年，听闻清华恢复物理系后，一大批海

内外老校友奔走相告，积极呼吁“在各方面协助

母校的重建物理系的工作。”[1] 1984年，学校聘请

1951年本科毕业并师从彭桓武入学清华研究生院

的周光召担任清华现代应用物理系系主任。80年

代中，王淦昌、王大珩、钱伟长、李政道等一

大批海内外老系友积极推动为叶企孙先生彻底平

反，彻底擦去了蒙在老清华物理系荣耀上的微尘。

80—90年代，物理系领导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工

作重点，一方面注意培养系里的青年教师，另一

方面积极从外面引进人才，而引进教师的重点是

系友。2002年杨振宁先生牵头的国际评估，杨振

宁、林家翘等大师于本世纪初归根清华，进一步

提升了清华物理系育人和科研的水准。2006年，

借清华物理系建系 80周年契机，全系进一步总结

了老清华物理系最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一是竭

尽全力建设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二是教授治学

的好体制；三是以叶先生为首的领导人为事业不

惜牺牲个人利益的高风亮节和感召力。我们总结

并实践“培育大师的大师”——叶企孙先生的教

学思想，重申为国培育杰出人才是清华物理系所

有教师首要职责，重温清华师生之间大家庭般的

氛围，邀请老系友回校、举行同学“与大师面对

面”的系列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迅速填补了清

华缺失 30年物理系的空隙，使得一个复系 40年的

物理系接续了近百年的历史底蕴。
杨振宁先生手书“重振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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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在工科占绝对优势的大学，物理系的发展绝

对离不开校领导对物理学科重要性的认识和政策

上的扶持。由于清华物理学科在历史上的辉煌和

50年代新建的工程物理系等一批新兴学科发展的

成功经验，从蒋南翔开始的历任清华领导都重视

物理学的发展。当然，限于当时资源，往往“心

有余而力不足”。复系初期物理系经费少得可怜，

也无系馆，号称“八大处”。历届系领导一步一个

脚印，带动全系逐年迈上一个新台阶。20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211工程”、“985工程”实施而

带来国家对高校投入的增加，清华大学开始真正

从高水平工科大学向一流综合性大学转型，并制

定了“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建设一流大学的

战略规划，清华物理系的加速发展终于被提上了

议事日程。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杨振宁先

生的高等研究中心成立、纳米中心和天体物理中

心成立、理科楼落成、一批批物理人才引进、清

华物理系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没有一个一

流的物理系就没有一流大学”的口号，这些标志

着清华物理系开始“重振辉煌”。

2.3 坚持改革

物理学家天性喜欢琢磨，喜欢创新，而制度、

政策和管理上的创新，就是改革。在改革开放的

大环境下，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清华物理复系的

40年是改革的 40年，而改革大大促进了物理系的

进步。仅举几例：1997 年，在杨振宁先生领导

下，按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模式建立的高等研

究中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科研中心模式的探索；

1998年数理基科班的设立和完善，2009年以来旨

在培育基础学科杰出人才的清华学堂物理班的成

立和探索，培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2002 年和

2010年两次国际评估，帮助清华物理系诊断自身

的问题，明确发展的方向；2003年开始物理系教

授治学体系的试点，调动了教师参与物理系建设

和管理的积极性，创造了“公正、公平、公开”

的环境；2003年在清华最先进行院系教师 tenure

track制度的试点以及在人才成果评价上的改革措

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师资质量。这些改革措施，

特别是在培育杰出人才上的探索，大大推动了清

华物理学科的发展，也扩大了清华物理系在全国

的影响力。

2.4 始终把培育杰出人才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

吴大猷先生曾写道，“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来

评估一个机构或是一些人对中国物理发展的贡献

呢？主要是根据他们在若干年之内，是否有建立

传统，包括人、设备与稳定的气氛等三方面；他

们在几年内又能够吸引多少学生或是激励、唤起

(inspire)多少个学生继续做物理研究工作。”[5]

作为庚子赔款的产物，清华学堂被称为“国

耻纪念碑”。继承老清华物理系教师“教育救国”

“科学救国”的传统，为祖国培育世界顶尖科学技

术人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几代教职员工“一以

贯之”的使命(即使在物理教研组和工程物理系时

期也是如此)。清华物理系自称为“理想主义者大

本营”，愿意为学生成为一流人才而贡献自己全部

心血。在强烈的使命感驱动下，清华物理系教师

全心全意全力培育人才，许多一辈子在清华物理

系工作的老教师和老职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

是奶，甘愿当人梯，艰苦奋斗，为学生的成长奠

定了基础。

清华物理系积极探索杰出人才培育之道。数

1992 年 5 月，物理学科与研究生工作评估专家在清华大学

科学馆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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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础科学班，同时强化低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物

理基础，让学生按自己志趣选择研究方向，高年

级开设 seminar课程，让学生在研究中学会“渗透

式”学习方式。清华学堂物理班努力营造一个

“好环境”(包括优秀学生荟萃、优良学风、良师

个性化教育、学生有深入思考的自主宽松空间、

国际视野和较好的软硬件条件等要素)，让有潜质

的同学比较容易脱颖而出。我们的因材施教——

对于越优秀的学生，给予越大的自主空间，辅之

以导师制的全面实施，鼓励学生勇于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并强化学生攀

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使命感。在全系教师的精心哺

育下，基科班 20多年和学堂班 10余年的探索，取

得了一些初步成功。[6]

2.5 团结一心齐努力

古人说，“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共舟者兴”。

清华物理系一个显著优点是大家十分珍视系内的

团结，系领导集体始终十分团结。1982年复系时

教师主要来自清华物理教研组和工程物理系两部

分，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历不同，毕业学校不同，

对于教学和科研孰重孰轻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复系后新加入的教师更是来自“海内海外”“五湖

四海”，历届系领导毕业的学校也分布甚广，尽管

大家的背景、经历和专业不同，恢复后的清华物

理系教师继承了老清华物理系的传统，一心一意

要重振辉煌，一心要让学生比自己更强。物理系

就像一个“熔炉”，大家来到这里，齐心合力，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清华复系以后，许多兄弟院校给了我们无私

的帮助。我们的基科班曾流传一句话：“择天下英

才而育之，觅天下高才而师之”。没有许多兼职的

国内外一流名师的诲人不倦和无私奉献，我们的

教学和科研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达到目前的水准。

3 对于进一步发展的一点思考

大学有培养人才、研究创新和服务社会三大

功能。清华物理系与 40年前比，进步很大；但是

与世界一流物理系比，在培育顶尖物理人才，在

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的原始创新上，差距仍然明

显。顶尖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取得科学研究的重大

成果，两者之间存在强关联：都取决于好的学术

环境、研究者个人才能和努力程度、国家对科教

的投入，也与机遇有关。

目前看来，制约我们培养顶尖人才和取得重

大科研成果，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缺少世界一

流的师资，而世界一流大师的作用，最重要的是

其“学术品味”、“思维风格”以及对选择研究领

域和方向的洞察力；二是我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

软环境尚有所欠缺，在一个急功近利、学术诚信

欠缺的环境中要取得重大的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和

产生顶尖科学家是极其困难的。

目前，清华物理虽然有杨振宁先生这样的世

界一流大师，但毕竟只有一位，且年事已高。在

缺少世界一流大师的情况下，个别天才“冒”出

来有可能，但是是小概率事件；要让顶尖人才成

批地不断地涌现出来，概率实在很小。同样，如

果机遇比较好，清华物理系未来几年内做出一两

项重要的原创性成果是有可能的，但要在几年内

1999年 4月，杨振宁先生参加清华物理“再造辉煌”大会

2006年建系 80周年前夕，清华物理系 9位院士在理科楼前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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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取得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可能性就很小。

怎么办？我以为，我们系现有的一批青年教师很

优秀，受过很好的科研训练，取得过很好的研究

成果，在其所熟悉的小领域内是很好的专家，但

缺点是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缺乏自己鲜明的研究

风格，对于领域发展方向的判断力还比较低，为

了急于出成果，往往不愿涉及其他的新领域与新

方向，可以称这些优秀教师为世界二、三流师资

(我如果年轻几岁，也属于这一范畴)。世界科技

史表明，新的重大突破往往发生在交叉的新领域

和新方向上。为此，如果我们这些世界二、三流

教师，在一个好的体制下，在一个好的软环境中，

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宁静致远，精诚合作、多多

交流，有可能不断取得重大的原创成果；而且，

这种不拘一格的交叉和交流对于培育学生使之卓

越，也很有益。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迫切需

要改进我们的科学文化、形成优良的科学软环境、

学习和发扬老清华物理的传统，包括“两弹一星”

元勋们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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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重振辉煌
——庆祝清华大学物理系复系40周年
段文晖 王亚愚 肖志刚†

(清华大学物理系 北京 100084 )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于 1926年，1952年因全

国院系调整而中断办学，1982年恢复重建。复系

至今 40年，清华物理系一直走在快速发展的复兴

之路上，现在正向着国际一流大学物理系的目标

稳步前进。

1 历史沿革

清华物理系是清华大学成立最早的院系之一，

首任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叶企孙

先生。建系初期的物理系延揽名师，迅速成为那

时国内大学中最好的物理系之一。在人才培养方

面形成并坚持鲜明的教学理念，办学成绩斐然。

1929—1938 年间毕业的 70 位物理系校友中，有

21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成为美国科学院

院士，1人成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抗战”时期，物理系随校西迁。在西南联大

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物理

系师生共同合作，弦歌不辍，履践致远，培养造

就了以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为代表的多位物理学大家，创造了中国物理学

教育史上的奇迹。科研工作方面，虽然条件极其

艰苦，但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一直得

到传承和发扬，30—40 年代，师生以清华大学

物理系或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为第一完成单位

署名发表 10篇 Nature论文。

“抗战”结束后，物理系回到清华园，一方面

积极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另一方面继续延聘名

师，为物理系的发展壮大做准备。物理系很快就

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准，成为青年学生向往的

地方。到 1952年院系调整前，物理系培养了“两

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等一大批为祖国核武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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