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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王明贞先生百岁寿辰

———兼谈科学传统的重要性

朱! 邦! 芬
（清华大学物理系!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北京! "###$%）

! ! 今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明贞先生将迎来

她的百岁寿辰& 王明贞先生于 "’#( 年 "" 月 "$ 日

（农历 "# 月 ) 日），出生于江苏吴县& 她是我国一位

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被中国物理学会选入纪念世界

物理年的张贴画中& 在庆祝她的生日之际，回顾她和

她的一家的百年际遇，深深感到我国现代科学发展

的曲折历程和建设我国科学传统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的取得，取决于经济基础和

投入、稳定的环境、研究者个人才能和努力程度、也

与机遇有关& 近 "# 年来，中国人民和政府越来越对

中国科学技术的突破寄予厚望&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

长，科技投入大大增加，我国 ") 亿人口中，有天分而

又刻苦努力的人，不计其数，那么，为什么我国一直

未能取得重要的科学研究成就呢？我以为，除了科

技成果的突现与投入之间的时间滞后效应外，还有

一个关键因素———科学传统，它的重要性往往为人

们所忽略&
中国人素以勤劳、聪明、能吃苦而著称于世，儒

家文化又特别注重教育& 这种传统对于科学研究起

十分正面的作用& 然而，这不是我所要强调的科学传

统&
科学传统可以大致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传统&
有形的科学传统包括师承关系、研究经验和资

料档案的积累、解决各种难题的窍门、各种科研规章

制度的建立，等等，还包括在各种书本和论文中很难

找到的还原重大科学发现过程的口述真实历史& 局

外人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家传记，有很大的价值，但往

往多多少少伴随着畸变，缺乏当事人当时当地的心

路历程，也很少真实地反映出科学家在解决重大科

学问题时是如何提出科学问题（即为什么和怎样提

出这个科学问题）、解决问题、和在这过程中遇到的

种种困惑&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 除了名师对高徒的

提携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名师在选择研究领域和

研究方向，以及在传道解惑上所起的作用& 我近年担

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也指导研究生& 在教

学与研究中我发现，凡是自己做过的研究、从黄昆先

生那儿直接获悉的他或他师从吴大猷、莫特、玻恩等

人学习的心得体会和研究经历，许多知识点的疑难

之处和科学发展的本来顺序都特别清楚，能向学生

娓娓道来；而自学的一些知识点，却往往只能给出数

学推导、说个大概，物理思想的发展和沿革的脉络把

握却不够清晰& 虽不能说“ 昏昏”但也绝对够不上

“昭昭”& 这是我痛感到的自己在教学上的缺憾&
无形的科学传统包括科学精神、学术规范、学

风、科研成果评价、学术争鸣，等等& 这些潜移默化的

风气和约定成俗的“ 潜规则”对于科学进步和人才

脱颖而出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

以近代科学实验和严格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近代科学

传统& 直到清末民初，最早一批海外留学生和接受了

西方教育的读书人开始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至今

时间不过百年&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我国初步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例如清华大学

的教授治校体系，北京大学的学术上兼容并包的宽

容精神，等等，西南联大的成就是这段时期大学建设

成绩的充分体现& 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代

表的科学研究机构在这段期间也已开始建立自己的

科学研究传统& 在解放后的半个世纪中，新中国的科

研也建立了自己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以“两弹一星”

为代表的全国协同、为国家不计个人名利得失、自力

更生的科技攻关传统& 虽然如此，从总体上看，政治

冲击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创新体系的建立，也

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与国际接轨，尤其是院系调

整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至今仍在多方面表现

出来& 例如，文化大革命颠覆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念；

近些年来，由于缺乏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许多大学

生、研究生和科研工作者表现出急功近利、拜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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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至弄虚作假等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错误倾

向，这些形成我国科学研究进步的一个主要障碍( 今

天，重建我们的科学传统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

任务(
我于 $%%% 年调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

之前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认识王

守武和王守觉两位院士( 所里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

们为“大王先生”和“小王先生”，但说来惭愧，当时

竟然不知道“ 大王先生”和“ 小王先生”的姐姐———

王明贞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女物理学家( $%%" 年我

受命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才比较了解她的事迹(
王明贞出生于国内罕见的一个科技世家( 她的

祖母谢长达是我国近代著名女教育家( 就在王明贞

出生那年，谢长达在几位热心教育友人的资助下，募

捐千余元，在苏州办起一所“两等”（初等和高等）小

学，取名“振华女中”，并亲任校长，致力教育救国，

振兴中华民族，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栋梁之材( 王明

贞与她的弟兄姐妹多人都是经振华女校教育而培养

造成的人才（该校小学部招收男生）( 王明贞的父亲

王季 同 是 清 末 民 初 著 名 数 学 家、电 机 专 家( 他 于

’)*% 至 ’)*& 年间于京师同文馆学习数学，是我国

第一个在国际数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学者(
’*$+ 年他随蔡元培筹备中央研究院，担任中央研究

院研究员( 王明贞的伯父王季烈，是清末民初物理学

著作翻译家，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以物理学命名、

具有大学水平的教科书，还编著了中国第一本中学

物理课本，主持编印了《 物理学语汇》，为近代物理

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明贞的父辈中还

有王季点、王季绪、王季玉等科技专家、教育家( 王明

贞兄弟姐妹 ’$ 人，除 & 人早夭外，其他 + 人都与清

华有很深的渊源( 她的哥哥王守竞毕业于清华学校，

后留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用变分法把新诞生的

量子力学成功地应用于原子分子，取得有重要国际

影响的成果，回国后担任过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物理

系主任，后从事机械研究，是中国第一位研究量子力

学并卓有成效的学者( 王明贞的姐姐王淑贞是杰出

的妇科专家，有“ 北林南王”之称，曾任上海第一医

学院院长；弟弟王守武院士和王守觉院士是我国半

导体集成电路、微电子和光电子技术的先驱者，另一

位弟弟王守融是精密机械仪器专家( 王明贞的妹夫

陆学善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是我

国晶体结构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培

养的第一位研究生( 表妹何怡贞（妹夫葛庭燧）和何

泽慧（妹夫钱三强）也均为我国顶尖的科学家( 长辈

的榜样和同辈之间的帮助激励，显然对于王明贞的

成长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王明贞的哥哥和姐姐，资助

她上了大学( 在那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也自然地

把出国留学当作人生的一个奋斗目标(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贞自强不息，

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优

秀( ’*") 年，王明贞留学美国 ,-./-012 大学，师从

3( 4( 5/67287.9 教授( ’*$& 年荷兰莱顿大学的两

位年青人 :( ;( 3<=>?@-A 和 5/67287.9 在博士学习

期间提出电子自旋的假设，成功地解释了塞曼效应

和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这在量子力学发展史上是

一个里程碑( 起初，3<=>?@-A（吴大猷的博士导师）打

算做王明贞的博士论文导师，因为王明贞在他讲授

的理论力学课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

因为接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领导理论

部的邀请，3<=>?@-A 就把王明贞介绍给 5/67287.9(
’*#% 年秋，王明贞在 5/67287.9 指导下研究 B<6ACD
@122 方程的解，并研究统计物理中的一些基础问

题( 她首次独立地从 E<997F G H6129 方程和 IF1@7F?
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
’*#$ 年春，她获得了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的部分内

容，发表在 ’*#& 年《 现代物理评论》一篇综述论文

———“布朗运动的理论”［’］( 这篇论文不仅详尽地分

析了耦合谐振子的布朗运动特性，而且对随机过程

做了完整的科学分类，至今仍被科学界采用(［$］在

以后六十年的时间内，这篇论文一直作为该领域的

权威性文献被人关注，被他人引用 ’"&% 次以上，至

今每年还平均被引用 $% 多次( ’*#$ 年，在 3<=>?@-A
推荐下，王明贞也去了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理

论组工作( 以后三年多时间里，她主要与 5/67287.9
合作研究噪声理论( 二次大战胜利后，雷达实验室完

成了历史使命，于 ’*#& 年底正式关闭( 该室 $&% 名

主要人员编写了名为《雷达系统工程》的丛书，共 $+
卷，于 ’*#+ 年由麦克劳希尔出版社出版，被从事微

波电子学的物理学家及工程人员奉为圣经，物理学

大家 J18- 称之为“继旧约圣经之后最伟大的工程”(
王明贞在噪声理论的研究中取得成果，主要发表在

这套丛书的第 $# 卷《阈信号》中［"］( ’*#K 年底，王明

贞回到祖国，翌年到云南大学担任数理系教授( ’*#*
年 * 月，她越过大洋，再次赴美，在 L<AF7 M1@7 大学

做研究工作( 主要与 3=A/ 教授合作研究带电粒子的

多重散射理论［#］和非高斯型软链（ N67O-867 ./1-2）网

络的统计理论［&］( 这两篇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然

还被其他科学家引用( 特别是 ’*&$ 年发表的后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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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其总引用频次为 !!" 次，其中 !##$ 年以后

引用 %& 次，差不多将近一半’ 这似乎与近年来软物

质物理研究的兴起有关’ 高分子统计理论是二十世

纪统计物理学应用的一大成就，王明贞是我国物理

学家在此方向上开展研究的先驱者’［&］从王教授的

这段经历，我们可以体会到名师在她成长过程中的

指导作用，以及研究是为了切实解决科学问题而不

是追求论著的数量的科学精神’
王明贞在 ()*+, -./, 大学的研究工作受美国

海军实验室资助’ 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明贞不愿与美

国军方有任何关系，就主动辞职不干了’ !#%% 年，她

突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教’ 可

惜的是，当时国内大学体制学习苏联，教师的教学与

研究分离，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此后 !! 年

里，她主要从事理论物理教学，尽管为国家培养了大

批优秀人才，却再也没能回到她熟悉的统计物理研

究领域’ 文革中，她又遭受无妄之灾，坐了近 0 年的

牢’ 一位有才华的女物理学家再也没能为物理学做

出重要的贡献，123,45,67 学派也未能在中国生根和

发展，虽然 123,45,67 另一位女弟子王承书在同位

素分离上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不仅是王明贞

个人的悲剧，也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我们常常

感叹科学上缺乏中国自己的学派，这与传统积累不

够密切相关，而政治社会环境不安定，往往造成传统

的中断’
这两年，每逢王先生生日，都要上她家里去看望

一下’ 去年寿辰，她精神非常好，一气谈了一个多小

时的话，兴犹未尽’ 我们怕她太累，而不得不中断了

我们的谈话’ 每次与她聊天，我都受到一次很深的传

统教育’ 这回，趁王明贞先生百岁华诞之际，清华大

学物理系编辑出版纪念文集，旨在祝贺王先生的寿

辰，并通过了解王明贞先生的业绩，让我们更多的人

了解中国物理百年发展曲折的道路，把我们有形和

无形的科学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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