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卷 (2023年) 2期

* 贵州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批准号：2022KCSZ052)

1 书香门第与成长经历

1.1 思想启蒙与环境磨砺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图1)[1]

出生于上海，原籍湖北武昌。父亲

早年中进士，后留洋日本，曾任民

国官员兼高校教授；母亲何世璜是

扬州名门何芷舠的孙女。

1924年，王承书进入教会学校

贝满女中学习。中学时的“五卅”

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给

王承书上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深刻

一课。后来王承书知道了居里夫人

的经历，逐渐意识到科研的价值与

女性的力量。王承书自述：“我的

学生时代，正值我国外受帝国主义

的压迫，内受军阀与反动政府的

统治时期，由于对当时状况的不

满，养成了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思

想与正义感。”[1]

1.2 学业知难而进和爱情不期

而遇

1930年，王承书被保送到燕京

大学。在选择专业时，她深思熟

虑，是“从善如流”选择常见的家

政等专业，还是“破旧迎新”让自

身成为一份力量？有人选择专业会

从自身的强项出发，而有人则会从

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出发，如王承书

亦或钱伟长。她最终选择物理学，

成为当年燕大物理系 13名新生中唯

一的女生。1934年，王承书毕业论

文《大气污染变化的自动连续记录

方法》的主要成果作为优秀论文发

表在《物理学报》第 1卷第 2期上，

并获得“斐托斐”金钥匙奖。在

燕京大学的学习中，王承书不仅爱

上了物理学，也爱上了燕大高材生

张文裕 (1910 — 1992，中国科学院

院士)。

1936年，硕士毕业的王承书开

始了不易的求职生活。在得知加入

某党派才能在高校任导师后，王承

书虽然处境艰难但绝不为“五斗米

而折腰”，断然拒绝此事。1939年，

作为庚款留学生的张文裕学成归

国，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同年 9

月，在物理学家吴有训的主持下，

张文裕与王承书这对学界恋人在昆

明完婚(图2)[2]。

婚后王承书不忘初心想从事理

科类工作，却听到一些令她身心劳

累的言语。好在丈夫张文裕深知妻

子的抱负，也知道多一个人才对中

国的重要性，便与妻子约定有机会

就出国深造，全力支持王承书的选

择。1940年，王承书收到谢玉铭教

授的信。谢教授告诉她，美国密歇

根大学有一笔专门给亚洲有志女青

年留学的“巴伯奖学金”，并表示愿

意做她的推荐人。在得知“巴伯奖

学金”有一项不给已婚妇女的规定

后，王承书写信给该奖学金委员

会，如实相告自身实情，并认为女

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和未

婚来裁定的。

2 国外求学

2.1 身份遭歧视，求学遇良师

1941年，王承书收到密歇根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便以“巴伯奖

学金”为经济来源出国深造，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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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王承书 (1912 年 6 月 26 日—

1994年 6月 18日)

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王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

有巨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

——杨振宁(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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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民族身份在外国受到阻碍，此

事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在物理系学

习的王承书师从G. E.乌伦贝克，乌

伦贝克 (George Eugene Uhlenbeck，

1900—1988)是 20 世纪杰出的物理

学家，被称为“没有得过诺贝尔奖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乌伦贝克不仅

自身具有极强的“学品”，年仅 25

岁时就以发现电子自旋而闻名学

界，而且他极其爱才，不以民族和

性别为由歧视学生，具有极高的

“师品”。在王承书回国后，乌伦贝

克将王承书在美期间未发表的重要

科研论文与报告修改后，以王承书

的名字发表，并肯定其研究成果。

从中不仅知道王承书科研能力之

强，也看出乌伦贝克是一位具有平

等与博爱思想的良师益友。

2.2 非平衡态统计物理领域的研

究成就

20世纪初，统计物理学逐渐分

为描述物质平衡态和非平衡态的两

个研究方向。而王承书主要从事气

体 分 子 运 动 论 (kinetic theory of

gases，现订名为气体动理学理论，

简称为气体动理论)的研究，是早期

参与非平衡态统计物理研究工作并

取得成就的中国人之一。

1944 年，王承书获得博士学

位。1948年，她发表了论文《稀薄

气体输运现象》，指出查普曼和考

林的专著《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

论》第一版中热流矢量的两个系数

(θ2和θ5)表达式有误，后该书作者

在 1952 年的第二版中按王承书的

结果进行更正。此外，王承书在研

究声波色散和吸收的问题中，发展

了三阶和部分四阶近似的流体力学

方程，发现麦克斯韦气体的“高矩

声波”，扩大了玻尔兹曼方程的应

用范围。

王承书与乌伦贝克用对分子转

动和振动能级作量子力学考虑而分

子平动仍保持经典考虑的半经典方

法，通过修改玻尔兹曼方程碰撞

项，导出适用于具有内部自由度的

多原子气体的修正玻尔兹曼方程。

用Chapman—Enskog方法解修正方

程，研究了多原子分子气体的输运

性质，得出单原子分子气体所没有

的新粘滞系数——体积粘滞系数，

而且发现，多原子分子气体导热系

数与单原子气体有显著差别[3]。

1952年，王承书研究了线性化

玻尔兹曼碰撞算子的本征函数和本

征值，严格证明在麦克斯韦气体情

况下，线性化玻尔兹曼碰撞算子的

本征函数就是索南多项式。由于求

解玻尔兹曼方程的各种输运系数极

为困难，而王承书严谨的数学结论

有利于理解麦克斯韦气体的特殊

性，以及对伯纳特将索南多项式展

开来求解线性玻尔兹曼方程的原因

做了有益的提示，使得研究人员进

行数学求解时达到更完整、牢固的

程度。

当时王承书的一些科研成果为

研究报告，没有对外发表，后来导

师乌伦贝克在 Studies in Statistical

Physics丛书中代她发表。王承书的

研究成果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如

其在 1951 年就提出的“WCU equa‐

tion (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经

发表便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与探讨，

现已成为国内外气体输运理论的经

典篇章，在气体运动研究和原子分

子物理研究等领域广泛应用。著名

物理学家吴有训曾说要让更多的效

应与规律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而

王承书在当时民族与女性身份的双

重打压下，仍然做到了，证明了中

国人在艰苦奋斗中的坚强不屈。后

清华大学应纯同教授通过多年收集

王承书气体运动论的相关著作，终

将其译成《气体运动论——王承书

论文选集》[4]一书。

3 归国后贡献

3.1 我愿意为师亦为人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王

承书当时临近分娩，她和张文裕只

能暂缓回国。后在杜鲁门主义和麦

卡锡主义打压下，张文裕与王承书

的归国路多次受到美国政府阻碍。

1955年，中美两方承认双方平民享

有回国权利。王承书得知后立刻与

丈夫申请回国。“两袖清风显傲骨，

一身布衣赤子心”。1956年 6月，张

文裕与王承书夫妇放弃了当时相对

优渥的生活环境，冲破多重阻碍，

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踏上了

归国之路。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

民局又在船上对这对爱国科学家夫

妇进行搜查，折腾许久后才离开。

后来张文裕院士幽默地回忆到，当

年回国时，连简易的行李都被抄走

了，带回来的只是一个脑袋。其实

张文裕与王承书夫妇深知为国之强

须计之远，为国之盛则思于微。早

在回国之前，王承书考虑到美国对

图2 张文裕和王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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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多方阻碍，便按当时六

磅重量的包裹投递标准将一些重要

的书籍与资料分成三百多个邮包，

长期通过不同的邮局寄回国内，而

这些书籍对当时缺乏科学研究资料

的中国而言是何等宝贵。1956 年 9

月 30日，张文裕与王承书这对科学

界伉俪带着儿子进入了罗湖边防

站，他们终于回到这片新生的故土：

新中国。

归国后，王承书起初在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

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后诸葛福研究

员回忆到，1956年年底第三机械工

业部(当时主管我国核事业发展，后

改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

希望王承书能从事铀同位素分离理

论研究，并让副部长钱三强与王承

书谈话。当了解到这项研究在我国

处于空白期后，王承书表示愿意边

摸索边开路，便被调到近代物理研

究所理论研究室 (四室)任副主任，

从事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当时

理论研究室的主任是彭桓武，副主

任有胡宁、王承书、胡济民和朱洪

元[5]。此外，为培养原子能科学技

术人员，王承书亦兼任北京大学教

授，给当时的学生(包括高校教师)

授课。另辟蹊径不是一件易事，但

对王承书而言，“祖国还处在百废待

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到别人来创造

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创造条件、铺

平道路的行列”。[6]

3.2 我愿意近国家而远小家

1958年，由于筹建热核聚变研

究室的需要，钱三强与王承书谈

话，希望她能再次改行，王承书当

场表示愿意。同年，王承书被任命

为热核聚变研究室(第 14研究室)主

任，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和磁流体力

学研究工作。由于住在了郊区，她

与家人的交流逐渐减少。1959 年，

王承书被派往苏联库尔恰托夫原子

能研究所实习。为更好地进行学术

工作，王承书还学了俄语，翻译一

些俄文文章。后来钱皋韵院士回忆

到，当时王承书已经是二级教授

了，但仍愿意过着每月 500 卢布的

实习生活。她说：“我不是为着待遇

而来的，只要学有所得，再差的条

件，也能接受[2]。”在苏联考察结束

后，王承书在回国的火车上抓紧时

间翻译出刚解密的美国磁约束核聚

变计划《雪伍德计划》一书，后又

翻译了《热核研究导论》等著作，

这些基础理论著作的使用推动了我

国热核聚变研究工作的发展。

3.3 我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

1960 年，苏联撤走了专家，

而生产浓缩铀 -235 的气体扩散厂

仍在筹建，处于无人领导中。钱三

强找到了王承书，告诉她这次改行

的保密性及面临的困难，除相关领

域的研究难点外，还要远离家人搬

到别处，也不能公开发表文章，要

为这次任务隐姓埋名。对于这项长

期的重大任务，王承书深知这既是

自身的责任亦是国家对她的信任，

当即表示愿意。此后王承书搬进了

集体大宿舍，开始学习与研究理论

基础。诸葛福研究员回忆到：老师

总是先学完内容，编排好后再教给

我们！

1961年底，在王承书的高效组

织下，铀浓缩厂的人员掌握了扩

散、级联分离等理论知识。1962年

初，为回答关于气体扩散厂能否生

产出合格产品的理论问题，王承书

带领攻关组进行净化级联的研究工

作，与钱皋韵等人抓住了矛盾的主

要方面，在求解级联方程组时选择

了数学上不完全自洽的简化计算方

法，并进行了多次实验模型验证

后，得出了净化级联的装置能生产

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原子弹装料结

论，使这项机密工程能继续建设。

后该研究成果《净化级联的计算与

试验》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

奖，王承书为第一获奖人。

1963年初，中央批准了原子弹

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这意味着

气体扩散工厂要提前获得高浓缩铀

产品。当时工厂面临着一系列理论

与技术生产问题，要得到高浓缩铀

就必须启动气体扩散工厂，而要解

决如何启动、衔接上千台机器等关

键问题，就必须要有绝对可靠的级

联计算方案。对此，二机部派出王

承书小组负责解决级联理论计算问

题，以便提出新的启动方案。王承

书指导研究人员分批启动运行的理

论计算工作，当时为了用上我国仅

有的一台每秒 15 万次电子计算机，

王承书小组人员经常在后半夜或节

假日去计算。为了让推导与计算过

程更准确，王承书等人坚持验算级

联的静态与稳态过程的计算结果，

并要计算出上千台机器中各批级联

的丰度平衡时间等结果。由于王承

书力气较小，不能左手敲键和右手

列算式，她只能将右手中指压在食

指上，用力敲键后再拿笔记下结

果。即使在这样劳累的情况下，王

承书对于电子计算机的几十箱计算

纸条也要全部过目审核。

当时若按苏联专家留下的“9

批启动 7 批取的产品方案”进行，

所需时间 337 天，无法提前获得高

浓缩铀产品。因而王承书等人对启

动方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先

后计算了成百个稳态和上千个动态

运行方案，并强调要循序渐进地进

行试验演习，避免操作失误，要打

有把握的仗。最终相关人员提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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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启动 5批取的产品方案”，王承书

等人论证可行后，向二机部提交此

新方案。新方案的执行比原方案节

省了 113 天，为首次核试验提供了

装料和时间保障。1964 年 1 月 14

日，气体扩散工厂的人员最终获得

了丰度在 90% 以上的高浓铀 -235。

王承书带领成员提前完成任务，为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至关重要

的原料，加快了原子弹的研究进

展。后该研究成果《504厂级联 9批

启动方案计算》获得 1978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王承书为第一获奖人。

1964年初，我国决定筹建铀同

位素分离研究所，并任命王承书为

大型国产浓缩铀扩散机的总设计

师，钱皋韵和李铭阁为副总设计

师。“文革”时期，王承书等专家的

领导权被夺，我国大型气体扩散机

的研制过程受到阻碍，部分人员在

工作中出现“浮夸风”现象。对

此，王承书敢于质疑并向上级提出

先用半年时间来试验再决定。事实

证明王承书的严谨是对的，她深知

以当时的经济处境，要把国家的钱

花在刀刃上，不能急功近利。在新

型机器的研制中，王承书带领小组

解决了扩散级联运行中出现的“大

偏移”问题，强调理论要结合实际

生产，分析贫料丰度对分离功价格

的影响，选择最佳贫料丰度范围，

提高级联效率，降低产品成本。王

承书小组的研究项目《扩散级联经

济性分析研究》为我国发展气体扩

散事业提供参考数据，后获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奖，王承书为第一获

奖人。

3.4 科研与教育战线的“星星

之火”

当发现国内理论研究仍较落

后，王承书便进入科研领域，率先

提出激光分离铀同位素的理论研

究。此外，她敏锐察觉到一些国家

在铀同位素分离的生产工业中使用

离心分离法，便开始推动离心法进

行工业应用的基础研究，点燃科研

的“小火苗”，为我国奠定了铀同位

素分离理论研究的基础。1978 年，

王承书调离了科研一线，可以参加

一些公开会议，但不发表学术论

文。1980年，王承书当选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92 年，张文裕院士逝世后，

王承书以丈夫之名，将他们省下的

10万元时代巨款捐出。1994年 6月

18 日，王承书院士因病在北京逝

世，而她的“希望火苗”文裕小学

则留了下来。

4 结语

李大钊先生[7]认为，20 世纪是

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亦是妇女

的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的时

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意义的时

代。面对时代的压迫，王承书选择

觉醒奋斗，后又为发展我国核物理

事业隐姓埋名，以致其鲜为人知。

其学生段存华(原轻工业部副部长)

曾说：“她在乎这个吗？她最不在乎

这个了，但我在乎。没有她，我们

至今还是瞎子[8]。”现如今，科教工

作者都需要继承和传播王承书“参

加铺平道路、创造条件的行列”的

思想！诚如王竹溪院士称王承书为

先生，在时代思想与精神中，纵观

王承书的一生，她当之无愧；在科

研与教育领域，作为女性科学家，

她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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