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

英雄一世，学者一生
———纪念吴杭生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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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年 #& 月 :
日，伴随着贝多芬英

雄交响曲的乐章，吴

杭生先生的夫人、儿

子、亲友、学生和同

事将手中的鲜花放

到他面前，向这位同

命运抗争一生的英

雄，这位视物理学为

自己生命、求索一生

的学者最后告别7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教

授吴杭生先生去世一周年了7 正如中国科技大学对

他的评价所言“ 吴杭生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长期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对推动我国超导电性研究起了重要作用7 他自 #:;<
年起在我校任教长达近 9$ 年，为学校教学、科研工

作做出了突出贡献7 他热爱祖国、平易近人、严谨求

实、诲人不倦的品格，为我校师生树立了楷模，给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7 ”

吴杭生先生出生于 #:9& 年 & 月，安徽省桐城市

人7 少年时代，吴先生就读于安徽省安庆第一中学7 这

是一所历史悠久，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当时名流荟

萃，桃李芬芳7 吴先生在安庆一中时期的同学，北京大

学物理系教授曹昌祺先生回忆起中学生活时说，当时

学校分理科班和文科班，吴杭生在理科班7 在学校时

吴先生平时不大喜欢和人多打交道，但是他待人诚

恳，常常直言不讳，有时不免和同学激烈争论7 当时，

他们学校的风气很好，同学们除了学习功课以外，还

读些课外书7 吴杭生喜欢读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参考

书，内容类似现在大学的教材7 #:’: 年高中毕业后，因

为时局问题，吴杭生就近考上了当时位于安庆市（当

时安徽省省会）的安徽大学数学系，他的父亲时任安

徽大学农学系教授7 因为酷爱物理，次年吴杭生重新

考到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7 一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入

复旦大学物理系7 #:=9 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上了北京

大学物理系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7 #:=< 年研究生毕业

后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7 #:;< 年到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工作，#:;% 年被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9 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7 &$$9 年 #& 月 ’ 日吴先生因

病在合肥逝世，享年 ;# 岁7
吴先生在北大留校工作后，住在未明湖畔“ 健

斋”一楼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一直住到他 #:;< 年

离开北大7 当时北大教员的工资不高，吴先生生活很

简朴，天天在教工食堂用餐7 在 <$ 年代初的经济困

难时期，吴先生也很少自己努力去改善生活，却把钱

花在订《>?@ABCA D)EB)F》等科学杂志上7 他的卧

室里，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杂志，桌面上还经常布满烟

灰7 吴先生总是叼着香烟或烟斗，埋头读书或进行计

算推导，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7 #:<< 年，他

和陈宝珠女士结婚7 尽管夫妇长期分居两地，他夫人

经常利用假期来看望他，对他关怀备至7 结婚使吴先

生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使他免除了生活上的后顾

之忧，他的卧室和衣着比过去整洁多了，头发也经常

修剪7 吴先生从此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

可以说他后来的很多贡献也有他夫人的一份功劳7
吴杭生先生长期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研究，在铁磁

与超导共存问题、过渡金属超导电性、超导薄膜、超导

临界温度、第二类超导体、约瑟夫逊效应和高 !8 铜氧

化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系统的研究7 在开创和推动我国

超导电性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学术界同行公认的

我国这方面的主要专家之一7 物理学界的人都知道，

&$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超导理论发展最活跃的时期，

理论物理学家关注的是超导体与非超导体之间的边

界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薄膜或其他小尺寸样品中

的临界电流和临界磁场的问题7 在 G8G-..,3 根据超

导强耦合理论推导出著名的超导临界温度公式后不

久，#:;; 年初吴杭生先生和蔡建华、龚昌德教授等该

领域国内知名教授联合发起了“超导临界温度理论”

课题的研究，站在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这一主流研

究方向的前沿7 在吴先生的主持下，他们合作研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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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 年）&# 期

’()*+,-./0 方程导出了超导转变温度 !1 的一个级数

解2 该项研究成果被 &345 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国物理

学年会会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获 &345 年全国科学

大会奖及 &35&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2 该结果被苏联、美

国等国家收在了专集中2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章立源

先生高度评价吴先生等人所做的这一贡献，视为低温

超导研究领域里程碑性的工作，收录在他编写的《超

导理论》一书中（#$$" 年 3 月科学出版社出版）2 尽管

吴先生的俄文和英文功底都很好，但由于当时的国

情，他早期的重要论文多用中文发表在《物理学报》

上，这样做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地位，反而提高了我

国学术刊物的国际知名度2
吴杭生先生治学严谨，在学术上非常认真和自

信，他自己认准的东西寸步不让2 同时他又非常谦虚

和豁达，能够听进不同意见，又乐于帮助别人2 记得

我在大学念书时，为了解决好教和学、教学和研究的

关系，提倡“ 教学相长”2 吴先生既教书又带学生做

研究，和学生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不但取得一些重

要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教

授2 吴先生总是鼓励他的学生冲在研究领域的最前

沿，总是给学生选择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所取得的成

果都是师生共同心血的结晶2 上海交通大学的雷啸

霖院士是吴先生早期的学生2 &36#—&36" 年，雷啸

霖在吴先生的指导下做大学毕业论文，在理论上首

次明确提出了超导膜的尺寸非局域效应，导出了非

局域的金兹堡 7 朗道方程2 众所周知，在 6$ 年代初

期，国际上刚刚开始有制备金属或半导体薄膜的想

法，但限于当时制备手段和检测方法非常不完备，实

验上还很难想象去制备只有几个原子层的金属薄

膜2 我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在雷啸霖之后，吴先生

给我的论文题目就是从非局域的金兹堡 7 朗道方程

出发，用 8/..9 函数方法计算只有 &$$: 厚度的超导

薄膜的超导临界磁场的非局域效应2 后来我们才知

道，在磁性材料、高温超导体和半导体产业的需求

下，这种极薄层材料的制备方法，直到 #$ 世纪八九

十年才趋于成熟2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吴先生对所

从事领域的把握和洞察力2 吴先生对学生的这种培

养方法一直持续在他在中国科技大学 "$ 年的工作

中，使他的学生从中受益匪浅2
吴杭生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淡泊名利2 &33"

年吴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向他祝贺，他却说，当院士是出于无奈2 后来，听他

的同事说，吴先生一直不愿意参评院士，最后在学校

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劝说下才同意2 在参评过程中，吴

先生不但没有主动去争取支持，相反，就连参评的材

料都是由系里的同事代为整理的2
吴杭生先生严于律己律人，疾恶如仇，从来公私

分明2 为了庆贺他的研究生答辩通过，吴先生宴请从

外地来参加答辩的老师和同学也全部是自己掏钱，

由他夫人掌勺2 在学习上，吴先生对学生要求极其严

格，这有时会让有的同学感到吃不消2 但是吴先生认

为，如果选择物理学作为一生的追求，就应该全身心

地投入2 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吴先生对学生的关怀和

教导也超乎寻常，在北大物理系教书时，他常常到学

生宿舍去答疑，有时甚至查看学生笔记，了解他们是

否理解课堂讲课内容2 到科大以后，他经常把学生请

到家里，在他工作室的黑板上耐心细致地讲解，直到

学生完全明白为止2 吴先生在生活上对学生也非常

关心，经常让夫人给学生烧个菜改善生活2 在学生生

病时，他还让夫人炖鸡汤送去2 作为一名院士，如果

他愿意申请，不大会缺少研究经费2 可是，就在他因

为行动不便，长期将自己的研究室放在家里的情况

下，却没有用科研经费买台计算机放在家里，反而为

了进行计算或发一个电子邮件要跑到系里的办公

室2 到后来，他才自己花钱买了计算机放在家里以方

便使用2 吴先生每年要来北京开两院院士大会，他总

是怕由于自己行动不便，给会务添麻烦，都是叫我们

这些学生去接送，路上的公交车票等收据都被他拿

去撕掉，从来不向学校报销2
在 5$ 年代，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流行出国热，

我在北京听说，吴先生反对学生出国，谁要出国，他

就拒绝谁作自己的研究生2 他说服好几位准备考

;<=>’? 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留下来在国内完成博士

学业2 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反对盲目出国留学，在学

生完成学业后，吴先生总是尽力帮助他们到国外的

研究组进一步锻炼2 最近被杨振宁先生聘为清华大

学高等研究中心第一位“ 杨振宁讲座教授”的翁征

宇教授就是当初留下来在吴先生指导下获得博士学

位的，被杨振宁教授称赞高温超导领域里做得最成

功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之一2 由于他在吴先生那里

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翁征宇在国外工作的几年

中展现了出色的才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赢得了声

誉2 杨振宁先生在聘任他为“ 杨振宁讲座教授”时

说：“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判断，也不只是国内几个

专家的判断，而是征求了他所在研究领域世界著名

的理论物理学家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反映，才提出

请翁征宇做杨振宁讲座教授2 ”媒体称翁征宇教授

不随波逐流，不追逐名利，没有这奖那奖，却被杨振

·!"#·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物理

宁先生称为世界级的物理学家! 从这里我们不但看

到了吴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的成功，同时也看到了

吴先生为人处世的影子!
吴先生严于律己也表现在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

方面! 在出国留学问题上，他对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

学生一视同仁，这一点尤为难得可贵! 他说，我既然

劝别人的孩子在国内读学位，我自己的孩子同样也

要在国内拿学位! 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现任科大

物理系教授的吴明卫说，现在看来他父亲的要求是

对的，当初幸亏听了父亲的劝告，在国内念了博士学

位，打好了基础，也培养了自己对物理的欣赏能力，

这样在国外的几年工作中才能有好的收获，同时也

坚定了自己从事物理研究的信心，不会随波逐流!
吴先生性格刚强，他不仅勇于向科学前沿问题

挑战，也坚强地面对疾病! 由于腿疾，他行动十分不

便，但是从来没有因此影响他的教学! 我记得，在北

大时，他有一辆“ 凤头牌”的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室

车骑得飞快，当时也许是北大未名湖畔的一个风景

吧! 对教学的重视也始终贯穿在他后来在科大的工

作中，据说他在科大担任统计物理、固体理论等多门

本科生和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在对学生要求

非常严格的同时，他自己也非常投入，从没因腿疾等

问题迟到过! 能在吴先生的课程上取得一个较好的

分数，常常是很多同学值得骄傲的经历! 尽管吴先生

的理论功底很好，每次上课前却总是坚持把所讲内

容重新推演一遍! 他离去前的一年多时间里，重病缠

身，呼吸困难，夜不能寐，但从没有停止过对物理问

题的思考! 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始终乐观面对未

来，期盼着早日康复，企盼有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工

作! 吴先生的过早离去使每一位他的亲人、他的学

生、他的朋友及同事和所有了解他的人感到痛惜!
吴杭生先生一身朴素无华，但其内在德才所散

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卓然大家风范! 北大章立源教授

对他的评价是，吴杭生勤奋一生做学问，不求名利，

也不考虑和别人的关系；他的勤奋超过一般人，整天

钻在业务里，根据自己的兴趣，专心致志地搞研究和

培养学生! 吴杭生先生的这种精神也正是今天从事

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我们特别需要的!
吴杭生先生的一生是对命运抗争英雄的一生，

也是对物理学孜孜以求、勤奋工作学者的一生! 如同

吴先生的一位学生，科大物理系王冠中教授在献给

他的花篮缎带上所写：“ 英雄一世，学者一生”! 英雄

和学者的一生并不会因为他的倒下而终结，正像贝

多芬在英雄交响曲中最后所要表现的并不是曲终人

散! 在英雄奋斗一生最后凯旋的同时，他所从事的事

业后继有人，他停止的思考也为新的智慧所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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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近代物理研究会第八届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

经教育部批准，全国第 "# 次原子、原子核物理研讨会暨全国近代物理研究会第八届学术年会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广州市召开! 来自全国 #% 所高等院校和部分科研单位的 ’)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

刘颂豪教授，教育部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非物理类基础物理课程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卢德馨教

授，以及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胡社军教授和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贺!
会议主要围绕近代物理（包括原子、原子核物理，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等）教学改革与创新思维教育等问题进行研讨，同时

交流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组织参观了国家核工业基地之一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大会邀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获得者卢德馨教授作了“大学物理研究型教学”的专题报告，介绍了如何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开放、互动等启发式教学，对学生

进行科学素质培养的宝贵经验和教学风范! 大亚湾核电站总经理作了关于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报告，介绍了大亚湾核电站十

年的发展历程；刘颂豪院士所作的“光电子技术与产业”的专题报告，对光电子产业的技术基础、光电子技术进展和光电子产

业市场等方面作了生动阐述! 大会组织了专题交流发言，主要内容包括近代物理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实践

与探索，科学与人文教育、多媒体教学素材库建设等问题! 在科研方面，包括超重元素的原子结构和性质、高能 * + 核散射中夸

克效应以及相对论中离子碰撞和磁光法拉第效应等一系列有关原子、原子核物理和量子理论方面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整个会

议安排紧凑，交流充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及全体理事会议，肯定了第三届理事会和秘书处所做工作的成效! 在充分酝酿和

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由张学龙教授任理事长，李铭、董晨钟、王明泉教授任副理事长，秘书处设在上海理

工大学理学院! 理事会聘请高崇寿、卢德馨教授为名誉理事长，王开发、王炎森教授为顾问!
理事会及与会代表还对下一阶段研究会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初步拟定于 $%%, 年在河南省由商丘师范学院承办下一届年会!

（全国近代物理研究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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