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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物理系 !" 年!

沈克琦! ! 赵凯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

!! &##’ ( #% ( ") 收到

! !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 "$*$
年，乃戊戌维新的产物，是我国最早的按现代教育模

式创建的一所大学+ 京师大学堂于 "$*$ 年 "& 月 ’#
日开学，实际上只是一些初级课程+ "*## 年义和团

起事，捣毁校舍，焚烧书籍，士子纷纷避散，七月间停

办+ "*#& 年决定恢复京师大学堂，学堂分预备科、专

门分科、大学院（ 后又称通儒院，即现在的研究生

院，实际上始终只是纸上谈兵）+ 当时，为应急需，设

速成科，内分仕学、师范两馆，为专修科性质+ 仕学馆

学制三年，每年均有物理课，周学时分别为 )、’、’+
师范馆学制四年，每年物理课周学时均为 ’，第四年

主要内容为物理教学法+ 速成科于 "*#& 年 "& 月 "%
日开学上课+ 预备科则于 "*#) 年底开始招生，"*#,
年阴历正月二十开学+ 当时规定：师范馆毕业生均奖

给师范科举人的功名，成绩达最优等者还加五品衔+
"*"# 年分科大学开学+ "*#* 年师范馆即脱离京师大

学堂，成为独立的北京优级师范学堂，"*"& 年改称

北京师范大学+ "*"& 年 , 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

大学校，严复任校长+ 当年，原格致科改称理科，从欧

美留学归来的夏元瑮教授应聘任理科学长+ 当时理

本科仅地质学门和化学门有学生+

"! 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

"*’% 年）

"*"’ 年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文、理、法、工

四科招收分科学生，理科数学门、理论物理学门、化

学门各招一班，不久理论物理学门即改为物理学门+
我国物理学本科教育从此开始，至今整整 *# 年+
"*"- 年，第一届学生丁绪宝等五人毕业，他们是我

国最早的物理学本科毕业生+ 在当时的理科学长、曾

留学耶鲁大学、柏林大学的夏元瑮教授主持下，经过

几年的艰苦创业，到 "*"% 年已建成预科两年、本科

四年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课程设置+ 再经颜任光、丁燮

林、李书华等人的努力，到 "*&, 年已能开出预科实

验 -& 个、本科实验 -* 个和两学年的专门物理实验，

至此教学实验室初具规模+
"*"% 年 " 月 ) 日，蔡元培到校就任校长+ 蔡元

培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采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的方针，广延良师，实行教授治校，为北京大学树立

了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 校评议会和系

教授会的设立是贯彻教授治校方针的具体措施+ 蔡

元培上任后即改组评议会，制定了“ 评议会简章”，

上报教育部批准+ 评议会成员除校长、各科学长外，

其余评议员由各科教授互选产生，每科选出 & 人+ 全

校重大事项均由评议会讨论议决+ "*&) 年教育部颁

布的《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中设董事会，由教育

总长指派或聘任，其权力高于评议会+ 北大胡适等十

位教授联名反对，认为条例“ 为摧残大学教授制之

萌芽，而以校外之官僚财阀组织董事会或理事会，以

处理学校之大政+ 夫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教授为

研究学术之专门人才+ 今必以研究学术者，听命于非

研究学术者，于情为不堪受+ ”由于这种反对，"*&*
年立法院通过的《 大学组织法》中不再有董事会之

设置+
物理学教授会于 "*"$ 年成立，选何育杰为主

任+ "*"* 年进一步废文科、理科、法科之名目及各科

学长之设置，改用分系的办法，至此才有“ 物理系”

的名称，物理学教授会改称物理系教授会+
"*&" 年 - 月 "* 日，蔡元培在德国由夏元瑮陪

同造访爱因斯坦，“ 询以能否往中国，答甚愿，但须

稍迟+ 彼询如往中国讲演，应用何语言？答可以用德

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 ”"*&& 年 "" 月

"’ 日爱因斯坦经上海去日本讲学，原计划 "& 月到

北京大学讲学两周，但因信件转递延误，爱因斯坦因

未接北大回函而误会为变，改变了行程，延长了在日

本的逗留时间+ 将离日本时才收到蔡元培和夏元瑮

的信，此时已无法践约+ 虽然爱因斯坦仍路经上海，

但未能到北平，双方对此均感遗憾+ 玻尔（./01）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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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北平作过三次

演讲：“原子核!”（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大讲堂）；“原

子核"”（在清华大学科学馆）；“ 物理中的因果律”

（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大讲堂）+
作为现代化的大学，没有研究院和科学研究是

不行的+ 根据蔡元培校长的意见，%&"$ 年北大校领

导决定停招预科生，筹办研究科+ 从全国范围看，大

学物理系首先招研究生的不是北大+ %&#& 年燕京大

学物理系有两名研究生入学，%&"$ 年清华大学招收

了一名物理研究生+ 北大物理系首批入学的研究生

是 %&"( 年的马仕俊、郭永怀+ 但自 %&"* 年起，北大

物理系已为一些兼做研究生的助教开设研究生课

程，%&"( 年正式招收研究生，到 %&"’ 年，已系统地

开出了研究生课程+
早在 #$ 年代，物理系已注意创造研究条件+ 真

正为物理系奠定科学研究基础的，是 "$ 年代王守

竞、饶毓泰主持系政时期+ 王守竞建立了真空系统、

阴极溅射、磨制精密光学元件等设备；饶毓泰则扩建

了机械工作室，委托吴大猷从美国购得高分辨率凹

面大光栅一个，为它建筑了恒温室，购置了大型摄谱

仪及其配套设备，为开展原子、分子光谱研究创造了

良好条件+ 这一时期北大物理系的主要科研成果，是

以饶毓泰、吴大猷和他们的合作者为代表所做的光

谱学方面的工作，同时还有朱物华等人电子学方面

的研究+ 自 %&"% 至 %&", 年，北大物理系教师在国内

外物理期刊上发表理论和实验论文 #( 篇（ 不包括

教授们在国外期间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在抗战

前，北大物理系已成为我国物理学研究的一支重要

力量+
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系主任（早期称系教授会

主任）的有何育杰、张大椿、颜任光、丁燮林、李书

华、夏元瑮、王守竞、饶毓泰等人+ %&"" 年起饶毓泰

任主任，后来又兼理学院院长，抗战前曾任物理系教

授的还有吴锐、吴大猷、朱物华、周同庆、郑华炽等+

# ! 西 南 联 合 大 学 时 期 的 物 理 系

（%&",—%&*) 年）

%&"’ 年日寇入侵，华北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以下简称清华）、南开大学（以下简称南开）内迁

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年又迁昆明，改名

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
%&"’ 年清华、北大物理系的教授阵容在国内均

已位列前茅，三校联合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 西南联

大物理系的教授中有：对我国物理学事业作出卓越

贡献的元老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抗战前即在清

华、北大任教，学术上造诣很深的教授周培源、吴大

猷、赵忠尧、朱物华、郑华织、霍秉权和任之恭；还有

一批抗战开始前后学成回国的青年教授孟昭英、余

瑞璜、范绪筠、王竹溪、张文裕和马仕俊，他们之中许

多人当时还不到 "$ 岁+ 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 %&*,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 ( 位，解放后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或技术科学部委员的有 %%
位+ 真可谓群星荟萃，济济一堂+

抗战时期，许多大学仓卒内迁，仪器设备丧失殆

尽+ 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们多方筹措，从国内外购

得必要的仪器，经海防从滇越铁路运至昆明，保证了

实验课的开出+ 物理系于 %&"& 年按萨本栋著《 普通

物理学实验》开出了一学年的普通物理实验，每周

一次，以后还开出电磁学实验（ 一学年，每周一次），

光学实验（ 一学年，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 一学

年，每周一次），近代物理实验（) 个实验）+ 在四年学

习中，每年都有物理实验课程，保证了对学生较全面

的培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日本飞机经常空袭

昆明时期，有的实验室每次做完实验后就把贵重仪

器放进半埋在地下的 ($ 加仑的大汽油桶中，到下次

做实验时再取出，这样保证了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
在当时那种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物理

系的教授们并未放松科学研究工作+ 他们不仅自己

做研究，还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做；不仅做理论研

究，还克服种种困难做实验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西

南联大物理系师生在国外 -./0+ 123+ 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 *& 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 (# 篇，内容涉及广义

相对论、湍流理论、原子和分子结构及光谱、热力学

与统计物理、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核物理、4 射线

的吸收、4 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电子学、生物物理等，

范围相当广泛+ 应该提到，吴大猷曾在泥墙陋舍中把

从北平运去的大型摄谱仪光学元件安装在砖墩木架

上进行拉曼光谱研究，成果在 -./0+ 123+ 上发表+
西南联大物理系人才辈出，在本科和研究院毕

业或肄业的学生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和李政道、国际知名的电机工程学家张守廉和天体

学物理学家黄授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的有黄昆、胡宁、张恩虬、陈芳允、李整武、应

崇福、戴传曾、李荫远、萧健、邓稼先、徐叙瑢、黄祖洽

和李德平，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高鼎三，成为中国科

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的有朱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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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时代正值国难当头，师生生活十分

清苦，物质条件极端匮乏! 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

下，教学、科研却硕果累累，日后涌现了一大批在世

界上和国内具有影响的人物! 西南联大在我国抗战

时期教育园地里，成为一朵罕见的奇葩! 究其根由，

恐怕首要的原因在于极其雄厚的师资力量! 西南联

大孜孜敬业的精神，严谨治学的风范，连绵流传至

今，成为后辈的楷模!

"# 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

$%() 年）

$%&( 年 * 月抗战胜利，经一年紧张的复员准

备，$%&’ 年 + 月 "$ 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

华、南开三校定于 $, 月 $, 日在平、津同时开学!
对于战后北大物理系的发展，饶毓泰先生（ 理

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早在抗战末期已命吴大猷

教授拟就计划! $%&’ 年胡适任北大校长后，即以该

计划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 中基会”）

申请，获得贷款十万美元，准备购买仪器设备和延聘

在外的物理学者，开展当时物理学的最前沿方向

———核物理的研究工作! 胡校长和饶先生将此事委

托当时在美的吴大猷和吴健雄办理，后因国内时局

剧变而中辍，贷款亦还给了中基会! 列在 $%&+ 年饶

先生准备为北大物理系延聘在国外的教授名单上，

除了原来北大的吴大猷、马仕俊教授外，还有胡宁、

张宗燧、钱三强、何泽慧、张文裕、吴健雄，以后又增

加了虞福春、黄昆、朱光亚! 由此可看出当时饶先生

发展北大物理系的良苦用心! 在上述名单中，张宗燧

于 $%&* 年归国应聘，朱光亚和胡宁于 $%(, 年到任，

黄昆、虞福春则于 $%($ 年返校，其余的人未归国，或

归国后去了其他单位! 所以 $%&’—$%&+ 年间北大物

理系的教授，除饶先生外，只有郑华炽（兼北大教务

长）、赵广增、马大猷（兼北大工学院院长）和副教授

江安才了!
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跟战前和西南联大相比，

没有太大的变化! 全校为理学院、工学院及医预科一

年级学生开设一年的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

以及普通物理实验和普通化学实验课程! 在那个时

代转系、转院是比较自由的! 与 $%() 年以后相比，那

时候课程的门目少得多，深度也低得多，但学生自学

的余地和空间要宽广得多! 教师授课多无固定的课

本，系图书馆对学生是开架的，学得主动的学生阅读

的范围远不止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真正达到的水平

虽因人而异，但普遍说来，那个时代北大毕业出来的

学生参加工作之后干多种行当，表现出来的独立工

作能力和创造精神并不逊色!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不

乏佼佼者! 且不说教授中已达很高学术水平甚至蜚

声国外的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等 (,
年代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外，

年青教师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

叙瑢，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的有朱光亚，毕

业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

锡铭，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获“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黄昆则荣获 ),,$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 院 系 调 整 后 的 北 京 大 学 物 理 系

（$%()———$%’’ 年）

$%($ 年政务院批准了“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

案”，$%() 年实施! 此方案是按苏联模式将高校分为

综合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 自此

理、工科分家，对理、工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不利影

响，至今后果仍难以挽回! 在院系调整中，原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物理系的大部分合并成

现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有一部分教授和青年教师

调到北京师范大学（ 郑华炽、张宗燧等）、东北人民

大学（霍秉权、余瑞璜、朱光亚、高墀恩等）、北京地

质学院（薛琴访、刘本巽等），或留在调整后的清华

大学（孟昭英等）! 调整后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副教

授有来自原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赵广增、胡宁、黄

昆、虞福春，来自原清华物理系的周培源、叶企孙、王

竹溪、杨立铭、洪朝生（兼职），来自原清华气象系的

李宪之、谢义炳，来自原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褚圣麟

（兼系主任）! 这是继西南联大之后的又一次师资力

量大集中，教授阵容极一时之盛!
概括地说，这个时期总的特点是：

（!）从培养少数学生发展到整批地培养物理学

人才

在此之前，各大学物理系每年的学生人数，少则

几个，多则二三十个! $%() 年一下子增加到近二百

人，以后三年每年招生人数都在二百人上下，$%(’
年增加到 &(, 人，$%(+ 和 $%(* 年维持在三四百人!
$%(% 年分成三个系后，物理系每年招生人数仍有一

百五六十人之多! 物理系的规模空前地大大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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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学习苏联，把我国大学的教学从美国

体制转变为欧洲体制

在此之前，我国物理系的学制都是四年，课程设

置基本上是美国体制& 苏联的学制五年和五年半

（莫斯科大学），前四年主要是学基础课，水平比美

国深得多；后一年或一年半是专门化训练和毕业论

文，毕业水平相当于国际上的硕士& 苏联的教学体制

源于欧洲（德国），所有这些特点基本上是欧洲体制

的特点& %’(# 年全面学习苏联以后，分别于 %’("
年、%’() 年和 %’(( 年入学的学生三个年级改五年

制，%’(* 年及以后入学的改为六年制& 完成这一转

变，物理系的教师在新课程开设、专门化教学的建

设、为大规模指导毕业论文进行准备等方面，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
按苏联大学组织体系，在系下面应设教学研究

室（简称教研室）& 北大物理系自 %’(" 年起开始建

立教研室，它们分别是：普通物理教研室（ 主任虞福

春），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王竹溪），固体物理教研

室（主任黄昆），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电子学

教研室（主任吴全德），气象教研室（ 主任谢义炳）&
另有一直属系主任领导的中级物理实验室（主任郑

乐民）& %’(( 年秋，固体物理教研室分为半导体物理

教研室（主任黄昆）和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

叶企孙），电子学教研室分为无线电物理教研室（主

任杜连耀）和电子物理教研室（ 主任吴全德）& %’(*
年秋金属物理和磁学分为两个教研室（金属物理主

任柯俊，磁学主任叶企孙）& %’(* 年秋，增设地球物

理教研室（ 主任傅承义），新成立辐射物理教研室

（主任褚圣麟兼）主管三年级的原子物理（包括核物

理）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 %’(+ 年，此教研

室撤消，原子物理讲课划归理论物理教研室，实验课

归入中级物理实验，其他教研室设置不变& 由于虞福

春于 %’(( 年调任培养原子能人才的北大物理研究

室副主任，普物教研室主任由汪永铨担任&
在课程建设方面，从 %’(# 年起，普通物理由一

年改为两年半（后又改为三年），普通物理实验由一

年改为两年（周学时 )），%’(#—%’(, 年间逐步开出

一系列未开过的本科基础课，如统计物理、电动力

学、量子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各一学年），以及中

级物理实验（ 相当于现在的近代物理实验，周学时

*，一学年）和专门化实验；增加了习题课（ 课堂讨

论）和学年论文两个教学环节；取消了学分制和选

修课，全部课程必修& 学生学习负担沉重，导致学制

逐步加长&

%’(# 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气象系并入北大

物理系，物理系分物理和气象两个专业& 按照苏联的

体制，在教学计划中在专业之下进一步分设专门化，

学生毕业时按专门化分配& 这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
%’(" 年物理专业下分设理论物理、光学、固体物理、

电子学等四个专门化& %’)’ 年和 %’($ 年入学的学

生均应国家急需学习三年即毕业，从 %’(% 年入学的

学生开始才有专门化的课程& %’(( 年决定，自 %’("
年入学的学生开始，固体物理专门化分为半导体物

理、金属物理、磁学等三个专门化；电子学专门化分

为无线电物理专门化和电子物理专门化& %’(* 年建

立地球物理专门化& 至此，物理专业共设 + 个专门

化，气象专业于 %’(" 年设大气环流和实验气象学 #
个专门化& %’(+ 年设气象观测及实验气象学、天气

学及动力气象学和大气物理 " 个专门化& 实际上气

象专业各专门化的课程相差很少，学生毕业时按专

业分配& %’*$ 年时曾拟成立低温物理、热物理、高压

物理、晶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固体电子学、电介质

物理等专门化，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年调整

时只保留了低温物理和热物理两个专门化，各有两

届毕业生&
随着物理系规模急剧发展，%’(+ 年暑假后在系

学生人数已达 %+$$ 人之多& %’(’ 年初，地球物理和

无线电电子学由物理系分出，分别单独建系& 此前，

按照国家发展原子能的规划，%’(( 年北大建立了物

理研究室，教师调自全国（包括北大物理系虞福春、

孙佶），学生则从北大及全国部分大学物理系学完

三年级的转入，由校长直接掌管& %’(’ 年初物理研

究室改为原子能系，后又改名为技术物理系（,$ 年

代又有半导体物理专业的人员分到新建立的计算机

系微电子专业）&
在本阶段的 %) 年里，北大物理系为国家经济建

设输送了大批科学人才和技术骨干& 这个时期北大

物理系（包括分系后到地球物理系和转入技术物理

系）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周光召、曾庆存、方励之、赵

柏林、冼鼎昌、张仁和、苏肇冰、甘子钊、陈建生、徐至

展、熊大闰、陈运泰、吴杭生、丑纪范、王乃彦、霍裕

平、艾国祥、王阳元、魏宝文、侯朝焕、张焕乔、杨应

昌、陈难先、王圩、雷啸霖、张宗烨、杨国桢、姚振兴、

秦国刚、汪承灏、赵光达、夏建白；成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的有赵伊君、任阵海、李泽椿&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

根据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需要，%’(* 年集中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五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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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到北大物理系，在黄昆、谢希德教授的主持下创

办了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两年中培养出学

生 !"" 余名，成为我国新兴半导体事业的第一批骨

干，对我国从无到有地建立和发展半导体科学技术

和工业体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此外，$%&’ 年在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大力协助下，建立了

我国的第一个地球物理专业#
本阶 段 的 $( 年，除 了 $%&!—$%&’ 和 $%’!—

$%’) 短暂的相对平静时期外，一直政治风云迭起，

学校的正常秩序不断受到冲击，正直的教师和热爱

学习的学生不断受到批判和整肃# $%&* 年，北大物

理系的学生中被打成“ 右派”的有 $!$ 人之多，居全

校、也是全国之首# 物理系教师中被打成“ 右派”的

也有 * 人# 许多颇有天才并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遭

了殃，从此埋没了一生，甚至丧了性命# $%&+ 年“ 大

跃进”，全校掀起大办工厂的浪潮，物理系声称办了

$& 个工厂，多数徒有虚名# 那时学生不上课，高年级

搞“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低年级组织“野战兵团”

下厂参加技术革新# 同时学生编写教材、上讲堂，有

学术造诣的教授被撇在一边# $%&% 年稍事调整，下

半年又掀起“反右倾运动”，一批对“大跃进”后果持

实事求是态度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再次挨整# $%’"
年再次刮起更加浮夸的“技术革命”和“学术批判”

风# $%’" 年底“大跃进”的恶果日益突现，大家都快

要没有饭吃了，师生中不少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不得

不卧床休息以减少能耗#
$%’$ 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学校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并为学生因政治运

动而损失的学业进行补课# $%’! 年 ! 月中共中央华

北局和北京市委组成调查组到北大调查研究，到物

理系的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在听汇报时指

出：（$）学校教育的任务是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经

验中的精华在较短的时间内教给年轻一代，其特点

是以传授间接经验为主，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 包

括实验教学）为主#（!）“理论联系实际”的实际应包

括自然现象、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三个方面，不应片

面地强调生产实践#（)）基础课的任务是阐明物质

运动的规律和人们认识过程，以及基本规律的内在

联系和应用价值#“以任务带教学”的口号与基础课

的性质不符#（(）教材改革应在教师多年教学经验

的积累，博览群书，吸收学生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进

行，不搞群众运动# 这些意见正确地总结了“ 大跃

进”的经验教训，是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的# 此后一

两年内，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写出了几本后来在全国

有影响的好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 年孕育起新

一轮的“阶级斗争”风暴，到了 $%’’ 年的“文化大革

命”，吴子牧本人也惨遭迫害了#
$%’( 年毛泽东的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

“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

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会上还列举孔夫子、李

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自学成才的例子说

明学校课程太多了# 后来《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

要》又提出“ 阶级斗争是主课”，“ 你们学院应该去

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等等# 北大 $%’& 年再次

停课大半年，物理系教师分批带领学生到四川眉山

县和北京延庆、昌平县农村搞四清# 接着就是 $%’’
年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给中国

人民带来了十年的浩劫# 在此期间，北大物理系也遭

到空前的摧残和破坏#

&, 十年浩劫期间的北京大学物理系

（$%’’—$%** 年）

$%’’ 年 ’ 月 $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

泽东称作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大“ 庙小

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运动首当其冲# 全校“停课闹

革命”，许多党员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知名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种种人

身侮辱和摧残# $%’*—$%’+ 年校内两派分裂发展到

武斗# $%’+ 年 + 月，“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进驻北大，此后北大的一切全归“ 宣传队”

领导#
宣传队制止了武斗，旋即搞“ 清理阶级队伍”#

和全校情况相仿，在此过程中物理系的教师至少一

半以上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为北大物理系的

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饶毓泰老先生性情刚烈，不堪

人格侮辱，$" 月 $’ 日投湖自尽# 叶企孙先生曾经是

清华大学第一任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对培

养我国的物理人才做过特殊贡献# 他积极支持晋察

冀边区的抗日活动，却因此而蒙上了不白之冤# 出狱

后仍长期受到管制，最后在失去行动能力而身边又

无人照料的情况下，于 $%** 年含冤病逝#
$%’% 年夏以后，全校教职员工大部分到江西鄱

阳湖畔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一年到二年，归来后还在

校内参加挖防空洞、修厕所、盖房子、烧锅炉等劳动#
$%’+ 年 * 月 !$ 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做了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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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

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

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

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

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是说，理工科大

学还是要办的，但选拔学生时取消对他们学力和文

化水平的考核，着重他们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实

践经验，培养的目标是技术人员，科学人才在这里是

没有份的& 按照“七·二一指示”，%’($ 年北大、清华

实行从工、农、兵中招生的试点，工农兵学员前后共

招了 ) 届& 工农兵学员不仅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

改造大学& 办学形式上要求：（%）“厂校挂钩，开门办

学”；（#）“干什么，讲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以典型产品带教学”；（"）废除考试等学习成绩管

理制度，“大批判领先”，“学员自己管理自己”& 课堂

系统讲授要冒着挨批判的风险进行&“ 七·二一指

示”是“文革”期间办学的绝对纲领，直至 %’(( 年做

恢复高考的决定时，仍是一条难于逾越的障碍&
“文化革命”从反面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学校的特点是以传授间接经验为主，教师起主

导作用，课堂（ 包括实验室）教学是主要形式&（#）

大学课程（特别是基础课）主要是为学生打好基础，

对学生的培养终身起作用，不能“立竿见影”&（"）古

往今来自学成才的人是有的，那是个别的特例& 尤其

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完全不受从小学到大学的正

规教育，自学成才已很少可能& 对于高级人才，还要

取得博士学位&

) ! “ 文 革 ”后 的 北 京 大 学 物 理 系

（%’((—#$$% 年）

自 %’(( 年恢复高考以来的 #$ 多年，是 %’*’ 年

以来容许教育平稳发展的最长时期& 除了 %’+’ 年学

潮外，学校内的政治气候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 北大

物理系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首先是 %’(( 年 + 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否定了“两个估计”%），为教育和知识

分子撤除了紧箍咒& 然后是该年 %$ 月在异乎寻常时

刻决定恢复 %’)) 年被明令取消了的大学招生考试

制度& 当年全国有 ,($ 万青年报考，获得了被剥夺

%$ 年的公平竞争机会& 这项决定在中国教育史上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使高等教育冲开了长期的禁锢，走

上正常培养人才的道路&
%）两个估计指：%’*’—%’)) 这 %( 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

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校系领导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

主任一般是“ 工人宣传队”成员& 物理系正式恢复

“系主任”名称是在 %’(’ 年 % 月，褚圣麟为物理系

主任& 此 后 任 物 理 系 主 任 的 是 虞 福 春（%’+# 年 #
月），赵凯华（%’+" 年 %% 月），甘子钊（%’’$ 年 #
月）& #$$% 年 , 月成立物理学院，除原物理系外，原

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地球物理系的大气物理

专业和天文系归入物理学院，叶沿林任院长&
“文革”前物理系的领导已考虑到，毕业生分配

越来越不能对“专门化”的口，把所有本科生不加筛

选地一律培养到近乎研究生水平，也不符合实际& 当

时设想将本科学制从六年改为五年，专门化课程不

求系统，但保留这类课程，并做毕业论文，使学生不

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得到一定的科学研究

训练& 当时为了削减学时，计划把理论物理课的学时

大加缩减，只讲授全物理专业共同需要的基本内容，

把非基本的、难度过高的内容删去& 当时这些想法因

“文化大革命”而未实行，但却是可取的& 由于学生

不再搞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学制完全

可以缩短到四年& %’(’ 年经校务委员会通过，物理

系只设物理学一个专业，下设 ) 个选修组（!理论

物理；"激光物理；#半导体物理；$金属物理；%低

温物理；&磁学），学制四年& 这个时期普通物理课

内容和深度与“文革”前差不多，四大力学课（理论

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则

由“文革”前每门课一学年改为一学期，周学时 *&
%’+% 年以后由学年学时制改为学分管理制，过去的

专门化课程变成了非限制性选修课，后来要求选这

类课程的总学时进一步减少，而且每个学生不一定

局限于一个选修方向，甚至可以选其他系（ 如数学

系、化学系、生物系，甚至经济系）的一部分课程来

取代& 毕业论文也不限于在本系或本校内找导师，不

少学生找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作导师& 以

后 #$ 多年教学计划只作了些局部的调整，如减少了

一些高等数学课时，增加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课程

和训练，但没有本质性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里，学校

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允许提前毕业，准许转

系、转专业，允许选读辅修专业等，都为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
从 %’*’ 年建国到“文革”，虽然有研究生，但举

世通行且我国从 %’", 年已开始实行的学位制度被

取消了& %’+$ 年 # 月 %# 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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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

博士三级! "#$" 年 % 月国务院制定了“ 学位授予单

位”的审定原则和办法! 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批被

批准的硕 士 点 有 理 论 物 理、凝 聚 态 物 理（ 固 体 物

理）、光学三个，博士点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两

个（"#$" 年 "" 月 & 日）；第四批又被批准博士点一

个———光学（"##’ 年 "’ 月 ( 日）!
“文革”后的研究生是 "#)$ 年开始招收的，当

时只招收硕士生，"#$" 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学习年限各三年! 硕士生培养方案中规定：在

做学位论文前应修满 &’ 学分（ 固体、光学）或 && 学

分（理论）的课程，参加满 "*’ 学时教学工作量的教

学实习!
这个时期培养研究生的规模是空前的，随着经

验的积累和全系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生的质

量也在提高! 从 $’ 年代迈向 #’ 年代，不少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生，逐步成为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 自从

"### 年教育部举行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以来，北

大物理系连续几年都有博士生获奖!
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在这 %’ 多年里出版的著作

有 "*’ 多种，其中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的 % 种，优

秀奖的 $ 种，获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的 + 种，二等奖

的 ) 种，三等奖的 " 种! 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

等奖的 " 项，优秀奖和一等奖的 + 项，二等奖的 %
项!

"#(% 年院系调整前，北大的物理学研究只集中

在某些方面，与教授的专长有关! %’ 世纪 (’ 年代

“学习苏联”，将科学研究的面逐步铺开了! 那时我

国向苏联东欧大量派遣留学生，苏联为我国培养了

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对我们某

些专门化的创立，从人才的培养到实验室的建设，都

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我们的学术交流只限于苏

联和东欧! *’ 年代我国与苏联关系搞僵了，我们的

科学与教育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文革”结束后国

门打开了，这是 "#+# 年以来首次向全世界开放!
闭关锁国虽然激励了我们的“ 自力更生”精神，

从无到有地做一些基本建设工作，但是除了个别闪

光点外，我们的科学技术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在

总体上只会越拉越大!“ 文革”结束后，教师们痛切

地感到我们落伍了，急迫地希望走出国门，到外面去

看看、进修和学习! 从 "#)$ 年起到 $’ 年代中后期，

北大物理系的教师通过各种渠道（ 政府公派、民间

交往等）大量出国访问，从事科学研究! 据粗略统

计，这个时期北大物理系出国进修一年以上的占教

师总数的 +(, ，加上短期（两三个月）访问的，可能

有一半左右! 这一行动大大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使物理系迅速赶上国际科学发展的步伐，开展了不

少学科前沿的工作!
"#$+ 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

究所和固体物理研究所，分别由胡宁和甘子钊任所

长，"##* 年赵光达接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经过

几年的酝酿和评议，"##& 年经国家计委和教委批准

正式成立“ 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第一届室主任甘子钊（"##&—%’’’），第二届室

主任龚旗煌（%’’’—）! $’ 年代初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的支持（约 %’’ 万美元）购置到一批先进的科研仪

器! #’ 年代初设立重点实验室时国家拨给 )’’ 万元

建设费，再次购置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和设备! 北

大物理系的科学研究工作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台

阶，在高温超导体、稀土永磁合金、多孔硅发光、硅和

锗的表面、界面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重大的科研

成果!
在 %’ 余年中，物理系先后有五位教授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杨立铭、甘子钊、杨应昌、秦国

刚、赵光达! #’ 年代后期一批较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获得杰出青年基金并被聘为“长江教授”，他们是龚

旗煌、欧阳颀、马伯强、俞大鹏! 这些年北大物理系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项目 & 项，三等奖的 % 项；

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 ) 项，二等奖的 ")
项，三等奖的 + 项；获国家发明奖三等奖的 % 项，四

等奖的 " 项；获周培源奖、叶企孙奖和胡刚复奖各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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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说- 明

- - 封面图为北京大学物理楼，它是 "#($ 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建设的! 于 "#*’ 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 大楼建筑面积 "! + 万平方米，是当时北京大学建筑面积最大的建筑物，对北京大学理科的建设和发展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大楼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行了室内全面翻修改造，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的

物理学科创造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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