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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著名中国物理学家与西方物理学大师们!

厚! 宇! 德&

（台州学院物理系! 临海! "’($$$）

摘! 要! ! 回顾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彭桓武和黄昆等几位中国早期物理学家在海外

求学时的宝贵经历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勤奋与气节，对祖国的挚爱以及同国际一流物理大师们

的友谊)
关键词! ! 康普顿效应 ，压电效应，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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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史专业做访问学者期间

完成的

&! 通讯联系人) V/D;5<：:DCW$#X B7:.) A7D

! !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 ’W"# 年) 本文回顾了几位

中国较早期物理学家在海外求学时的宝贵经历片

断，作为对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 周年的纪念)
中国物理界学子赴海外求学始于 #$ 世纪初，例

如何育杰先生 ’W$%—’W$Y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受业于物理学家舒斯特，并听过卢瑟福关于原子物

理学方面的讲演；夏元瑮先生 ’W$U—’W$Z 年赴美国

伯克 利 学 校 学 习，’W$Z—’W$W 就 学 于 耶 鲁 大 学，

’W$W—’W’# 年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受业于普朗克

和鲁本斯，’W’W—’W#’ 年，夏先生第二次到柏林，经

普朗克介绍认识了爱因斯坦；胡刚复是庚子赔款的

第一届留美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 M 射线的研

究；饶毓泰 ’W’" 年留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叶企孙 ’W’Y 年赴美，在

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事实

上这批学人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创始者) #$ 世纪

"$ 年代，严济慈就曾称颂何育杰先生和夏元瑮先生

为“中国最早而最好的物理学大师”)［’］这一代中国

物理人多数都学成回国，培养出了一批批学业上更

有造就的学生) 这其中吴有训出国前是胡刚复的学

生；王淦昌出国前是叶企孙、吴有训的学生；吴大猷

在 Y$ 岁高龄时还说：“我最怀念的教师是在南开大

学物理系教我的饶毓泰先生) ”［#］钱三强留法前则

是吴有训、严济慈的学生；而黄昆赴英前曾是吴大猷

的学生)
中国物理界早期留学者，中国物理界的普罗米

修斯们，尤其是抗战前后的留学者，特殊的历史时代

使他们除却对科学的个人的向往外，更有一种沉甸

甸的使国家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于心头)
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多种困难并存的环境下取得的成

就令我们今天仍为之击节，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们

深怀使命感不无关系) 下面仅择几人几事为今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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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中国物理学子洗心砺志!

"# 吴有训

吴有训先生于 "$"% 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理化部，受教于留美归来的胡刚复博士! 在胡先生的

指导下，吴有训在国内即对 & 射线有了一定的了

解! "$’" 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赴美留学机会! 该年

底吴有训赴美，"$’’ 年初进入芝加哥大学! 其时，著

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正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

从事研究与教学，"$’( 年他正式成为该校教授，该

年 ) 月，康普顿发表了解释 & 射线被石墨散射后频

率改变的现象（后称康普顿效应）的论文! 当时也研

究这一现象的美国物理界一位重要人物杜安已有所

谓“箱子效应”和“三次辐射”的理论，因此他极力反

对康普顿的工作! 吴有训先后以十几种元素为散射

物质进一步做了大量深入研究，通过精心设计实验

方案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对康普顿的理论给予了极大

支持! 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物理界的关注和承认，相

关数据被一些国际著作引用! 吴先生 "$’% 年获博士

学位! "$%’ 年杨振宁从国外赠书给吴先生，于扉页

题词：“年前晤 *+,-.+/ 教授，他问我师近况何如，并

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 ”［(］国外有的物

理教科书，因尊重吴先生的工作而将康普顿效应称

为康普顿 0 吴有训效应!

’# 严济慈

严济慈先生于 "$’( 年赴法国留学，"$’1 年获

科学博士学位! "223 年著名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

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但压电效应的定量数据的

获得，是由严先生深入研究并精确测量给出的! 严济

慈的导师是物理学家法布里，他是居里夫妇的好朋

友! 玛丽·居里夫人对严先生的研究非常支持，并把

四十年前居里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借给了严济慈!
著名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对严济慈也非常赏识，给予

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严先生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总结

出了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及其反效应具有各向异

性、饱和现象以及瞬时性等特性，扩充发展了居里的

理论! "$’1 年，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就

职仪式上他宣读了他的得意弟子———严济慈的博士

论文! "$(3 年底严先生回到北平，出任成立不久的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专任研究员和所长! "$() 年，他与著名物理学家

约里奥 0 居里及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

事!

(# 赵忠尧

赵忠尧先生 "$’1 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教

于 "$’( 年诺贝尔奖得主密立根，"$(3 年获博士学

位! "$1$ 年，丁肇中在西德同步幅射中心“ 佩特拉”

加速器落成典礼时，向十多个国家上百名科学家这

样介绍赵忠尧：“ 这位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的最

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正负电子对撞

机”［4］! 这是指赵先生在研究密立根给出的第二个

课题（第一个课题被赵先生拒绝了）“硬 ! 射线通过

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时，测量到了反常吸收和特殊

辐射现象! 所谓反常就是与当时比较公认的克莱因

0 仁科公式有很大出入，即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

才符合而在通过重元素时则相差很大，如当硬 ! 射

线被铅散射时吸收系数比公式结果大了约 435 ! 由

于密立根相信克莱因 0 仁科公式的结果，而对赵先

生的结果不甚相信，以致于将论文搁置了 ’ 个多月!
后来由于鲍文教授十分了解赵先生的工作，向密立

根作了保证，文章才于 "$(3 年 ) 月在美国《 国家科

学院院报》发表!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赵忠尧发现 !
射线被铅散射时，除康普顿散射外，伴随着反常吸收

还有一种特殊的光辐射出现! 由于当时所用的方法

不能显示详细的机制，只能断定这两种现象不是由

于核外壳层电子而是由于原子核所引起的! 事实上，

反常吸收是由 ! 射线在原子核周围产生正负电子

对而减少的结果，而特殊辐射就是 " 个正电子和 "
个负电子碰撞湮没而产生 ’ 个（ 或 ’ 个以上）光子

的湮没辐射!

4# 王淦昌

丁肇中先生说过：“ 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能留

名学史上的有赵忠尧和王淦昌先生等! ”［4］

王淦昌先生于 "$(3 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到德国

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师从迈特纳，他先后

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有幸听过玻恩、米泽斯、海特

勒、诺特海姆、弗兰克、薛定谔以及德拜等人的课!
"$(( 年，’% 岁的王先生完成博士论文《678 9 * 9
*""的 " 谱》，年底由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玻登斯

坦以及迈特纳等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

王淦昌的博士论文! "$(4 年 " 月，王淦昌参观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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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迪什实验室，拜会了卢瑟福、查得威克等物理学

家& ’("% 年 % 月回国&
王先生的科学贡献主要有：提出了验证中微子

存在的实验方案；利用宇宙线研究了 ! 介子衰变特

性；首次发现了反+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

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获 ’()# 年

国家发明一等奖&
王先生参与了我国两弹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

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 钱学森

钱学森 ’("* 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当时美国惟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所空气动力学实验

室，主任是匈牙利著名学者冯·卡门（ 也译为冯·

卡曼）& 冯·卡门早年也是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是麦

克斯·玻恩的好朋友及合作伙伴之一& 后来，卡门则

专门研究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成为在这两方

面极负盛名的权威& ’("+ 年秋，钱先生慕名到加州

访问卡门& 卡门对钱学森敏捷而又富于智慧的思维

非常欣赏，建议钱学森到他这里来读博士学位& 从此

钱学森在卡门指导下专攻高速空气动力学& 中国学

生赢得了卡门的特殊感情，除钱先生外，他还培养出

了林家翘、钱伟长及郭永怀等中国著名数学家、科学

家& 他常说：“ 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

匈牙利，一个是中国”&［*］

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 ’(""—’(%* 年间在

《航空科学》、《应用力学》等杂志发表 ) 篇论文，推

出了卡门 , 钱学森公式，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

等许多开创性工作& ’(%* 年，卡门任美国空军科学

顾问团团长，授少将军衔，钱学森任顾问团火箭组组

长，上校军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当

局高度评价钱学森的工作，认为他为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卡门更是器重他的得意门生，称他

为火 箭 方 面 最 得 力 的 专 家& 钱 学 森 几 经 磨 难，于

’(** 年才回国，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以及航空航天

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 年荣获“ 国

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

+! 钱三强

’("- 年，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

法公费生& ’("- 年夏到达巴黎，当时正在法国参加

会议的严济慈亲自将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 伊

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夫妇”& 钱

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后，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 除了

自己的论文工作，有机会就帮助别人，目的是想多学

一点实验本领&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钱三强说：

“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各干各

人的事& 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

才行& ”［+］就这样东问西问两年多的实验室工作使

钱三强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技能&
’("( 年，希特勒军队占领法国，钱三强随同事

想逃难，但未能成功& 这时他的公费留学费用中断

了，回国不能，留下又没有生计& 在钱三强最困难的

时候，当时不肯离开法国的约里奥向他伸出了援助

之手，他说：“既然是这样，那还是想法留下吧，只要

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

安排& ”［+］& ’(%" 年，钱三强回到了巴黎继续在居里

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直到回国& 钱三强不仅完成了学

业，而且凭他的卓越贡献已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
’(%+ 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

变，发现了著名的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荣获法国

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 约里奥曾说：“ 铀

核三分裂和四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核物

理界一个重要工作& ”’(%- 年，钱三强担任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一职&
’(%) 年钱三强回国时，小居里夫妇给他写的评

语中说：“ 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

见&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

并由我们指导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最为优秀⋯⋯

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 他曾

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 ”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

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用的

各种品德& ”［+］

-! 彭桓武

在《我的一生》一书中，玻恩提到：“在我的学生

中有 四 个 很 有 才 华 的 中 国 人；其 中 之 一 是 黄 昆

⋯⋯”［-］为更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请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吴水清先生向黄老讨教& 黄老

#$$$ 年 % 月 "$ 日回信告之，另外三人是彭桓武、程

开甲和杨立铭&
彭桓武 ’(’* 年生于吉林长春市，’(") 年秋赴

英在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学习，’(%$ 年获哲学博士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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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年获科学博士学位，!"#% 年底回国& 玻恩在

他的著作《我的一生》中回忆说：“ 我的第一个中国

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 桓武）& 他

天赋出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理论问题上出

了一个错，错误找出来后，他非常沮丧，以致决定放

弃科学研究，代之以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 科学

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
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

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 !’ 个欧洲人的工作

⋯⋯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薛定谔高级研究院的

教授，作为海特勒（(& )*+,-*.）的继任⋯⋯我想彭是

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几年以后他决

定回中国，在走以前他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 指玻

恩一家，本文作者注）一路到苏格兰西北高地的尤

拉浦尔去，我们在那里度假⋯⋯我们一起度过了美

好的几天& 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没见过他，他也没写

信来& ”［%］玻恩说：“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外是很

单纯的，外表象一个壮实的农民& ”［%］从玻恩的字里

行间渗透出他对这位倔强的中国北方小伙子的喜

爱、欣赏与想念& 彭先生在英国时与海特勒合作做介

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由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

于 !"#$ 年与玻恩分享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支

杜加尔 / 布列斯班奖& 回国后继续进行核物理研究，

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

法& !"$0—!"$% 年，在他的领导下，邓稼先与何祚

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为中

国核物理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
彭先生 !"1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3 黄昆

黄昆先生在给吴水清先生的回答我的问题的信

中指出：“我并未随玻恩长期工作过，我是于 !"#% 年

获博士学位后到爱丁堡大学玻恩处访问，约半年，当

时商定由我在他已写的一部分的基础上完成《 晶格

动力学》一书的写作，大致用了 4—# 年时间，在这

段时间中，我在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任博士后研

究员，以一半的时间用在写书上，每年暑假到爱丁堡

与玻恩讨论著书的进展情况& ”

在《我的一生》一书中玻恩说：“ 最后一个中国

人，黄昆，不能算我的学生了，因为他到我这儿时已

是个有能力的理论物理学家& ”［%］与黄老的回忆相

同&

黄先生 !"## 年于国内在吴大猷指导下获北京

大学硕士学位，!"#$ 年赴英留学，导师是后来（!"%%
年）诺贝尔奖得主 5& 6& 78,,& 在他指导下，!"#% 年黄

昆获博士学位& !""’ 年黄先生曾说［1］：“ 他（ 指导

师）并没什么‘教诲’，但是他善于捉住问题的实质，

采用简单中肯的物理模型& 解决问题的风格给人以

深刻的影响& ”

黄昆来玻恩处访问之前，玻恩准备写一本有关

晶体点阵力学的著作，并已完成了部分手稿& 但由于

“其他任务和当时搞的研究阻碍了我继续搞下去&
我把这本厚厚的手稿交给黄昆，他深感兴趣，和我一

起讨论⋯⋯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即他可能成为合适

的合 作 者 去 完 成 它，于 是 我 向 他 提 出 了 这 个 建

议”&［%］这就是在《 我的一生》一书中玻恩对二人合

作机缘的回忆& 出乎玻恩意料的是“ 他没有立即接

受我的提议而回了利物浦”& 几个月以后黄昆才答

复可以一起完成这部书& 玻恩回忆说：“ 他来了，有

一段时期我们过得很愉快而且很有意思& 黄昆不赞

成我用严格的推导方式构成此书的计划& 他是个共

产党信徒和唯物主义者，他不需要抽象思维；他把科

学看作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 所以他提议在点阵

动力学的系统推导之前应该加上一些篇章，其中有

基本论述以说明这个理论的实际用途& 我们为此发

生了争执，但他说这是他作为合作者的条件& 如果无

人合作，这本书将永难完成，我同意了⋯⋯这书的最

后定稿主要归功于黄昆& 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中国人

能够如此流利而正确地撰写欧洲文字（玻恩第一次

到英国时因语言问题几乎一无所获而归，本文作者

注）⋯⋯最终结果令人满意，因为这书看起来很有

吸引力，而且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未发

现任何错误& ”［%］《晶格动力学》一书被人简称“玻恩

与黄”，是该领域最具权威的一部专著，#’ 多年被物

理研究者广泛引用&
在物理学研究方面，!"#%—!"$! 年黄先生在利

物浦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主要完成了三项有

影响的成果：黄 / 里斯多声子跃迁理论，黄方程及黄

散射& !"$! 年回国后，有 2’ 余年黄先生主要在北京

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了我国一大批物理学家和

半导体专家& 进入 2’ 世纪 1’ 年代，黄先生迎来了科

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14 年他与朱邦芬合作提出

的超晶格光声子模式的模型及类体模的解析表达

式，被国际物理界广泛接受，称为“黄 / 朱模型”&
从 !"%$ 年到 2’’! 年，据统计，黄昆先生的论著

被引用高达 %0’’ 余次& 2’’! 年黄昆荣获国家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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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奖& ’(($ 年有记者问：您认为学习物理最

好的方法是什么？在学习与研究中应注意哪些问

题？他答道：“ 最重要是学习中贯穿本人在思维的

主动性& ”［)］在《我的研究生涯》一文［(］中，黄老说：

“我想着重指出，在研究活动中基本上有三个决定

性的步骤& 我想强调，选择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课题

是最重要的⋯⋯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要强调的最

后一个决定性步骤是，要正确理解自己研究工作所

得到的最初结果的意义& ”

中国物理界可歌可颂的人物还有许多，如周培

源、施士元、吴大猷等&
中国的物理学是在西方物理学的黄金世纪———

#$ 世纪才成长起来的& 尤其是在 #$ 世纪上半叶，在

中国物理学发展史的天空横亘着由中外物理学家共

同构建的友谊与合作的七色彩虹，它是照亮后人前

程的灯塔& 中国物理界不该忘记我们前辈的这段经

历，也不该忘记国外物理学家们对中国物理界的真

诚友谊与帮助&
每当重温这段历史，总要产生一些疑问：今天，

我们国家较之从前更加强大了，留学深造的渠道更

通畅，国内的条件也大大改善了，但今天我们的成

就，较之前人更大了，还是与世界前沿的差距更大

了？有多少人作出了获得国际物理界高度评价的工

作？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科学虽然追求客

观真实，但任何条件下，科学家的气节、自尊、自信、

自强以及才华和勤奋都是至关重要的，无它，难有大

造就，无它，难赢得别人的尊重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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