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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祖洽祝寿

彭! 桓! 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

今年 ($ 月 # 日是黄祖洽教授 ’$ 岁生日，特抄 (&&% 年 ($ 月所作“后庭宴”前半阙为贺)

廿月师徒，多年战友，逢时顺势同行走)
科研设计育人才，尖端理论摇龙首)

彭桓武! ! ! ! ! ! !
于 #$$% 年 * 月 & 日! ! ! !

注：原词全名为“后庭宴———记 ($ 月 % 日与黄祖洽张蕴珍同游香山”，全词刊于《彭桓武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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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的理论物理学家

———读《黄祖洽文集》

何! 祚! 庥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 今年，亦即 #$$% 年，是我们的老学长、著名理论

物理学家黄祖洽院士的 ’$ 寿辰) (&&% 年，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祖洽教授的一本文集———《 黄

祖洽文集》) 我曾经为这一文集写过一篇题为“ 读

《黄祖洽文集》”的后记，纪录了我所知道的黄祖洽

院士所做的贡献和黄祖洽学长与我们这些学弟间的

友谊)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个十年了！为了祝愿黄

祖洽院士健康长寿，对这篇十年前的旧作略为做了

一些补充，作为寿礼送给黄祖洽院士)
这是一部反映着历史印记的文集)
这一文集记录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位教授、

学者对新中国的原子能科学技术，对新中国的理论

物理学所做的历史性的贡献) 这本文集记录着新中

国的一位爱国者由学生而专门家、而科学院院士这

一学习成长而成熟的历程) 这本文集，也从一个侧

面，一种角度，反映出新中国的一代理论物理工作者

对国家事业的热忱、热心及与国家的兴衰荣辱“ 同

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 这本文集也记录着在相

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在探讨什么，

研究什么，为什么在那一时期，竟会有那么一些人都

同时在关注这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不记得是哪一位诗人写下这样两句话；“ 雪泥

任凭留痕迹，鸿爪那复顾东西”)
飞翔着的大雁只是努力追求其目标，从来没有

关心过他们在飞翔的历程中留下什么印记没有！但

是，科学史工作者和思想教育工作者，却有责任努力

从他们的“鸿爪”在“ 雪泥”上留下的“ 痕迹”中，追

踪他们的“过去”，希望能从即将磨灭的“ 痕迹”中，

找到对后辈、对年青学者有启迪、有教育意义的“ 东

西”)
我觉得，这是出版者和编选者出版这一《 论文

集》的最重要的理由)
黄祖洽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 土”

学者之一) 他是 (&%&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研

究院里毕业的第一位研究生，(&+, 年任原子能研究

所的副研究员，又在 (&,# 年任研究员) 这一段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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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 年特别是近十年内，

也许算不得什么新鲜的事情# 但是，在那一时期，亦

即科技人员的职称先后被冻结达 !! 年之久的年代

里，这一经历却是不寻常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黄

祖洽教授一贯地按着国家的需要，不断地调整着自

己的科研方向，在实际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
本文集收集的第一篇论文———《 关于氟化氢的

一个计算》，是黄祖洽教授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期

间的学位论文# 遗憾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还

没有来得及“ 制礼作乐”，他毕业了，因而也就没有

授予什么学位# 题目自然是导师彭桓武教授建议的#
这一题目巧妙之处，在于乍一看，这似乎是 $ % & ’
&( 个电子的相互作用问题，涉及维数极高（ 至少是

)( 维）的薛定谔方程，但实际上却有可能大大化简，

归结为一个“空穴”和电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 也就

是还原为固定外场下的两体问题# 彭桓武先生的原

意是希望他用 *+,-,.. /012 方法求解，但那时这是

不得了的工作量# 因为 "" 年前的清华大学物理系，

不仅没有电子计算机，也没有现在看来通常的计算

器，仅有一台手摇的计算器，而且还要大家排队使

用！我至今还记得王竹溪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介绍

如何使用 3 位对数表的种种技巧，说这是从事理论

物理学研究的“ 基本功”# 黄祖洽一想，这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能毕业# 于是他偷偷地躲了起来，花了 !—

) 星期的功夫，用一种巧妙的变分法将氟化氢分子

的结合能近似地求解了出来# 彭先生一看他已经做

完，虽然和自己的本意不一致，但仍然赞成这一结

果！

这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大约彭先生至今也还不

知道这一逸事！但那时的黄祖洽同学是我们的学

长，是全校公认的优秀学生，他经常辅导低年级同学

们的学习，也经常向我们传授他的学习经验，所以，

他和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之间有很好的友谊，他也

就将他这一“秘密”透露给了我们#
“初出茅庐第一声”！这就是黄祖洽教授在学

生时代显露出的才华#
文集所收的第二篇文章———《 无限长黑圆柱情

形下密恩问题的近似解》和第三篇文章———《 关于

中子在两种介质中的慢化问题》，是黄祖洽教授为

适应国家需要毅然决然转到核反应堆理论工作的两

篇成果# 黄祖洽本来有志于基本物理问题的研究#
&$"! 年，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研究的是宇宙线理论，

亦即粒子物理的理论# 但是，有远见的钱三强教授一

直提醒理论物理工作者要关注国家的重大问题#

&$"" 年 & 月，二机部亦即核工业部&）正式成立，由于

急需发展核反应堆的理论，于是那时的彭桓武、黄祖

洽教授就率先转入这一领域的开拓和研究#

&）现在的核工业总公司的前身———编者注

在那一时期，彭桓武和黄祖洽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许用科学论文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作只有本文集中

的少数几篇文章，但是他们的实际贡献远远超出论

文所涉及的范围# 在那一时期，他们两位不仅回答了

有关核反应堆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回答了有关核反

应堆的大量实际问题，决策问题，等等，同时培养了

大批核反应堆方面的科技工作者# 彭、黄两位都属于

物理直观和运算技巧兼优的理论物理工作者# 他们

知识丰富，对物理问题理解透彻，兼之善于估计数量

级，所以他们两位就在核反应堆工程这一重大科学

技术工程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质或开拓性质的工

作# 譬如，有关核材料的临界安全问题，就是核工业

生产中经常遇到而又必须可靠地并且经济地加以解

决的问题# 这不能用理论计算（ 因为很难进行精确

解析计算），又不能用实验测量（ 因为对象太多，无

法一一实测），但是又不能过于谨慎保守（因为这要

耗费大量投资），而且还要速战速决（因为往往在现

场就要解决）# 所以解决这类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

是“物理直观”%“数量级的估计”# 这是对理论物理

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大小的一个最直接的“考试”# 当

然，他们两位出色地解决了这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
我还记得，&$"4 年，钱三强、彭桓武教授等人组

织了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评级“考试”，黄祖洽

报告的就是有关核反应堆的若干理论工作# 这一文

集所收录的《无限长黑圆柱情形下密恩问题的近似

解》即是他所做报告中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他报告

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求解柱形铀棒和慢化介质中的中

子通量的空间分布和临界尺寸问题# 他分别用两种

易于近似求解的极端情况的模型做了估计，指出实

际情况处在这两种理想情况之间，但由于这两种

“极端模型”均得到近似相同的结果，因而他就在实

际上解答了有关中子通量的分布和临界尺寸问题#
我是当时在台下的听众之一，对于他做的这一工作

十分钦佩，觉得这是一项高水平的科学工作# 我还记

得，当时与会的许多前辈师长均高度赞扬了他的工

作# 尤其是周培源教授十分兴奋，觉得中国年青的物

理工作者已经开始掌握了这一关系国民生计的重大

科学技术#
黄祖洽教授从事的另一类重要工作是关于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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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 文集中所收的某些论文即是

这方面工作的反映’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理论物

理工作者为新中国是做出了贡献的’ 当时有许多理

论物理工作者纷纷“改行”，转到原子弹和氢弹理论

的开拓工作’ 由于这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理论问题，

找不到现成的文献资料，一切都需要“ 从头做起”，

或者用我们惯用的“行话”来说，要从“第一原理”做

起，有时甚而参与对“第一原理”做某些发展’
黄祖洽教授当然是上述两方面工作的开拓者之

一’ 当时曾和黄祖洽教授共同工作或在他指导下进

行工作的“ 战友们”，当能回忆出他的这些论文、或

在后来才整理为科学论文的工作对于实际问题解决

的贡献’ 例如，收集在本文集内的《关于起反应的粒

子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关于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

统中的中子输运方程》就是涉及氢弹理论基础的两

篇重要文章，而题为《 高速运动介质中中子输运的

新处理方法》，《中子输运对介质流体力学运动的影

响》，《关于热核反应装置中轻核的能谱和有关的问

题》，《多层介质中激波穿透的最佳条件》，《 高温轻

介质中辐射流体力学的等温近似》等文章，就是后

来整理的属于“可发表”之列的一些文章’ 更多的和

实际问题相关的工作，可能要留待核武器理论“ 解

密”以后才能公诸于世了’ 虽然这一文集所收录的

只是黄祖洽院士大量实际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

当我们今天再读到这些论文时仍倍感亲切，又将那

时曾经属于“同一战壕内的战友们”的心情，带回到

愉快的回忆里’
文集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是黄祖洽教授 (&)*—

(&&" 年的科学工作’ 这里有凝聚态物理，如金属氢

的理论及制备问题；有统计物理的基本问题，如相变

动力学若干问题；还有是他新参与的工作，如有关浸

润相变的研究，等等’ 由于“隔行如隔山”，我已没有

能力对他所开拓的新工作做科学的评价’ 但由于他

一直是我们敬仰的一位学长，只能抽象地说一句，

“其中必有可观者”’
多年来，我一直在黄祖洽教授影响下学习和工

作’ 还在学生时期，他曾经向我们讲述过他如何通过

书本向 +,--./0.12 这位理论物理学的大师学习，如

何向王竹溪老师、彭桓武老师们学习（在解放前后，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理论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经

验，就是向王竹溪老师借读有关电动力学、统计力

学、量子力学的笔记，那时没有合适的教科书，这一

经验就是黄祖洽学长向我们传授的）’ 在参加科学

工作后，黄祖洽教授在科学工作上的认真、严格和一

丝不苟的科学作风，都给予我们深厚的教益’ 他在实

际工作中，如何创造性地提出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

而又如何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更是我们的楷模’
黄祖洽教授今年已年届“古稀 3 ($ 年”之年，不

过，早在 *$ 年前，由于他开了一句玩笑，“ 老夫耄

矣！”；于是，大家便戏称他为“黄老”！日月不淹，春

秋代序，他现在早已是“名副其实”的黄老了’ 然而，

我宁愿再做一次翻案文章（ 注：在 (&&% 年已翻案了

一次！），那就是“ 黄老不老”，因为就他所正在从事

的科学工作、教学工作来看，他至今仍是一位活跃人

物，精力和影响都不减当年’ 所以说；黄老不老！

文集的编选者曾希望我能为本文集做“ 序”’ 我

没有资格来做“序”#），但是有责任写下读后感’ 尤其

觉得需要向读者们、后学者们推荐的，是黄祖洽教授

毕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共产党员奉献于国家

和人民的奉献精神和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风格’ 解

放后，我们大家都学习《 为人民服务》，都学习过要

将科学工作奉献于人民，奉献于我们的国家，而不是

首先汲汲于个人的名誉、地位、声名等等’ 同时，作为

科学家，要永远坚持真理，对一切事情坚持严肃的科

学态度’ 黄祖洽同志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做事和做

学问的’ 我觉得这一文集，正是黄祖洽教授几乎是近

*$ 年来的科学工作的实践，实际而具体地体现出以

上高贵品质的一份完满的答卷！

近 #* 年来，黄祖洽院士又献身于教育事业，在

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许多后辈年青理论物理学家’
黄祖洽院士还热心关注中国各种现实问题，积极参

加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评审和争论，并提出许

多有价值的意见’ 我们的黄祖洽院士一身正气，始终

是正直的声音的呼唤者和捍卫者！

#）《黄祖洽文集》的“ 序”后来是请彭桓武先生做的’ 彭先生在“ 序”

中高度评价了黄祖洽的科学工作，赞扬他“ 为人正直，治学严谨，

工作中虚心求实，主动认真，细致可靠，判断审慎，不盲从，有创

见，并善于启迪后学，发挥众人所长’ 他的各个时期的研究论文也

反映出他的深入实际、开拓进取的风格’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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