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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

吴! 大! 猷

编者按! 吴大猷（’(%)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广东番禺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 ’($( 年毕业于

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物理

系教授* ’(#+ 年春受政府派遣赴美考察战后科学，先后任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教授* ’(#( 年秋，应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之邀，任该院理论物理组主任 ’# 年之久（’(#(—’(+" 年），其间又曾分别短期在普林斯顿高等学

术研究院、瑞士洛桑大学从事研究或任教* ’(+" 年后，到美国任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
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物理学与天文学系主任、教授（’(+&—’(), 年）* ’(), 年退休*

从 ’(&+ 年起，吴大猷常赴台北讲学，曾任中研院物理所代所长* ’(+) 年担负策划和推动台湾科学发展的重任*
’(+, 年后任台北“国科会”和“科导会”主任* 在美国退休后迁居台北* ’(,"—’((# 年任中研院院长* ’((# 年在台北

退休*
吴大猷专长理论物理，在物理学上多有建树，在国内外培养了几代物理人才* 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初创阶段重

要人物之一* ’(() 年，他在台湾大学作了《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的系列演讲，并在 $%%’ 年吴大猷卒后整理成

书于台北出版* 本刊征得台北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同意，由本刊编委戴念祖先生从该书中摘录部分文字，在本刊分四

次连载发表，以飨物理学界同仁*
感谢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和李政道先生、沈君山先生、柳怀祖先生对本刊的支持* 另外，主编阎守胜感谢林志忠

教授赠吴大猷先生书《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使他产生了在本刊上刊登部分内容的想法*

’! 引言

先解释一下，我演讲的题目是“ 物理学在中国

的发展”* 着重点乃物理学在中国的成长，中国物理

学的发展并不一定全是在中国这个地方* 虽然有很

多、很多的中国人待在国外做研究的工作，但是因为

我的着重点是在中国成长的物理，所以，范围就当然

比较窄一点* 这个演讲的主要范围是 $% 世纪的上半

世纪，’(%% 年到 ’(&% 年，差不多 &% 年的时间*
讲到中国物理，为什么我要从 ’(%% 年起首呢？

是这样的，先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目字* 这是很重要

的，这是一些关于我们整个国家物理发展状况的基

本重要资料*
我这资料从那来的呢？这是前几年在大陆上，

由湖南省的一个教育出版社，动员了很多人编了一

本 $% 世纪的前半世纪有关物理的目录，包括所有念

物理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差不多有 ’+, 人’）

可能有遗漏的人，但大致上遗漏者很少* 我就发

觉里面很欠缺一些在日本学物理的人的资料* 我猜

测原因可能在于日本的留学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

所以当时在日本念书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少，因此

被忽略了$）* 实际上，这遗漏的人数也不多，可能有

’% 位、, 位左右，剩下的部分算是相当完整*

’）这个资料指戴念祖主编《$% 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 该

书收录了 ’%& 位中国物理学家的 ’,% 余篇论文，书末“ 附录”刊出

了 ’(%%—’(&$ 年间 ’+, 位中国物理学博士及其学位论文题目* 该

书编纂于 ’(,)—’((’ 年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其时

主编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物理学史和化学史

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早期留学日本念物理学，回国后仍从事物理教学者有：吴南薰

（’,,’—’(+# 年）、张贻惠（’,,+—’(#+ 年）、周昌寿（’,,,—’(&%

年）、文元模（’,("—’(#) 年）等*

现在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统计数目* 这是 $%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从 ’(%% 年到 ’(&$ 年的统计数

字* 这个数目字，诸位你看看，在这个时期，’(%% 年

到 ’(’% 年这十年间在国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只有

’ 个人，从 ’(’’ 年到 ’($% 年这十年内得博士学位

的共有 $ 个人* 所以若从第 $% 世纪的起首讲，这时

中国 的 物 理 可 以 说 是 一 片 空 白，没 有 近 代 物 理*
’($’ 年到 ’($& 年，这时期是我所说训练第二代物

理学家的阶段* 从这时候开始出国留学念物理的人

有 ( 个人，比之前稍微多了一点，’($+ 年到 ’("% 年

这五年内有 ’% 个人，’("’ 年到 ’("& 年有 $# 个人*
我就在这个阶段里，等一会我再讲我自己的经历*
’("+ 年到 ’(#% 年间有 ") 个人* 在这个阶段，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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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显着的增加，整体看来，在这几十年内，人数从

零成长到 !" 几人# 从 $%!$ 年到 $%&" 年这十年里面

共有 ’$ 个人# $%&$ 年到 $%&( 年这五年间人数又减

少只剩 $% 人，减少的原因就是因为 $%!) 年抗战开

始，抗战一开始，国内一切的研究都停顿，学生出国

留学也都停顿# 所以从 $%!) 年开始，抗战影响到

$%&$ 年到 $%&( 年得博士学位的人数# $%&’ 年抗战

结束后，也就是日本投降后，到 $%(" 年一共有 !( 个

人，稍微增加了一点# $%($ 年、$%(* 年，慢慢地人数

就增加起来，两年之内共有 *( 个人# $%(* 年之后我

们就没有统计数字了#
事实上说起来，中国的物理发展史很短很短，没

有几十年时间# 从 $%*" 年到 $%!" 年，我们这么大的

一个国家，得博士学位的只有 *" 人# 那么，现在我就

把它画成一个图表（见表 $），大家就可以看清楚点#

表 $+ $%""—$%(* 年中国人得物理博士学位的人数统计表

（全部共计 $’* 人）

时期 ""—$" $$—*" *$—*( *’—!" !$—!(

人数 $ * % $" *&

时期 !’—&" &$—&( &’—(" ($—(*

人数 !) $% !( *(

$%*" 年代开始，中国人得物理博士学位的人数

有较显着的增加，中国物理的发展差不多开始于这

个时候# 一直到下一个时期，抗战时期，一切研究都

停顿，学生也不能出国留学，所以这一段期间受抗战

影响而人数减少# 至于 $%&’ 年到 $%(" 年，这个阶段

是所谓的“ 内战”，在日本投降之后，到我们政府从

大陆搬到台湾的那段时间，是内战时期，这当然也影

响了我们一切的学术及物理的发展# 所以，现在我说

我们选择讲中国物理的发展史，说是在 *" 世纪，而

事实上集中起来说，就是抗战前 *" 至 !" 年的时间#
讲到中国物理的发展这个主题，假如只讲个巨

观，那么可能讲个 *" 分钟就过去了# 但是只讲一些

概略的东西，没有很大的意思# 想要知道一个国家的

学术发展，并不是单看一个树林就好，还要看看里面

的一些树# 物理是靠人和人所做的研究工作来成长

的，这点是很重要的# 单看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只是一

个指标，实际上你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因为这并不能

代表什么#
所以，要讲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报告，我们除了会

试着讲讲物理在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形之外，稍微也

讲讲有哪些机构对于当时的物理发展特别有贡献#

就是因为物理的范围很广，我不可能知道所有这

$’, 位得博士学位的人，这些人的工作的详细情形#
在大陆第一代的物理学家算是我老师辈的人

物，我 认 识 一 些；跟 我 同 辈 的，我 也 认 识 一 些# 从

$%!& 年起首，我从国外回到大陆，开始在北京大学

当教授；日本投降之后，$%&’ 年我又出国# 这十几年

的时间，我人在大陆，所以，对于大陆的物理发展比

较有一种身在其地的了解#

*+ 物理学在中国萌芽之阶段

$%$"、$%*" 年代，物理在我们中国慢慢地开始

发展起来# 那时整个国家在科学上，特别是就物理的

情形而言，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 年之前，我们中国虽然有派学生到外国去

留学，学习科学的各个项目，物理是其中之一# 但是，

在物理方面，只有少数几个人回来中国# 虽然这些人

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仍然把他们叫做“ 第一代”

的物理学家# 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学术的发

展总得有个起点# 学术发展并不是说你花了很多钱，

就可以建立起来# 也许我们可以说，经济建设在十年

之内你的成绩可以洋洋大观，你可以建许多的工厂、

大楼、公共设施，很多的东西立刻就可以看得见# 可

是，就是学术这东西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很难说得明

白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因为已

经落后其他国家多年，差距很大，因此，如果想引进

西方的物理，起首总得要有几个从国外得到博士学

位、受过这种基础训练的人回来才行，愿意从事教学

生开始# 北京大学就是那个情形# 这个学校可以说是

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大学，同时也是第一个设有所

谓“理科”的学校#
“理科”相当于现在的“理学院”，但是因为那时

候规模很小，所以没有学院的名称#“ 理科”就是包

括一切的科学，教一些物理、化学、数学等等，每一个

科目就相当于现在一个系# 在当时的情形里，每个科

目可能就只有一个或两个教授，不过这已经是很不

得了的事情了，有三个教授以上的是少之又少# 只有

两个教授怎么教书呢？在我们的那个时候，一年里

面一个教授大概是同时教四门课左右# 上课时则常

常是二、三年级或三、四年级的同学一同上课# 我可

以今年开一门给二、三年级修习的课程，等到第二

年，我这个教授可以再开另一个课程，给三、四年级

的学生来修习# 换句话说，因为学生和教授都少，根

本没有学生，所以情况很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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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念的那个私立大学（ 南开大 学———编 者

注），念物理的人也是不成系的’ 教授只有两个人，

学生也只有几个人’ 比我高一年级的，有三个人’ 在

我那个年级的，就我一个人而已’ 先生少，学生也少’
这原因有很多，因为没有许多学生想要报考物理系，

不像现在一个班动辄有四五十个学生’
大学的学生之所以会这么少，原因很多，头一个

原因是因为中学没有学生’ 在中学可以有机会念数

学、物理、化学，念得够一个水准可以准备接受大学

教育的人，根本就少得可怜’ 中学很多，但学生没有

受入高级学校的科学训练’ 中学就没有学生’ 所以自

然而然地，来大学念所谓“科学”这个科目的人就很

少了’
除了学生少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根本就没

有中文的教材’ ()$( 年时我进中学念书，数学课程

如代数、几何、化学和物理，一切都是英文书’ 根本没

有中文的书，没有书’ 不过我念的南开中学虽然是一

个私立学校，但是它的水准很高，算是比较好的一所

学校，所以即使我们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学生还勉强

适应得过去’ 但是，对于全国大多数的学生来讲，在

中学里面，你若没有中文教科书，就根本不能教’
既然中学的教科书都用英文，大学的更不必说

了’ 以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课程来讲，等到一九三

几年的时候，才有中文的普通物理教科书出来’ 一位

清华大学的萨本栋先生，他翻译了一本美国的大学

普通物理教科书，翻成中文之后，这本翻译书变成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里的一本用了很多年的书

籍，因为这是惟一的一本水准相当好的大学物理标

准教科书’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有一个人刚刚从国

外念完物理回来，他即便有志气，想要在中国教物

理，一开始就受到环境的许多限制，没有学生，没有

经费，更没有研究的设备’ 反观你们现在动不动就向

国科会申请个几十万或一两百万去买研究设备，在

我们那个时候，不要说没有研究的设备，就是平常学

生做实验用的仪器，也可以说是只有一点点，亦残缺

不全’ 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可以想像得到，实在很难、

很难训练人才’
从中学起首，教育水准就很低，没有学生，又没

有中文教科书，自然而然上了大学后会想念科学的

人就少了’ 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没有中国科学名词的

标准翻译，术语也还没有产生出来’
这样，在 ()$& 年那个年代，我们想要训练人才

很难、很难！至于整个国家的学术提倡，那种困难也

是各位不能想像的’
我们中国有大学，但是我们却没有研究院、所，

差不多一直要等到抗战之前没多久，才开设研究所’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所，所以那时大学四年的课程就

是高等教育最高的阶段’ 所以在中国比较大的地方，

譬如上海、北京这些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里面，会有比

较好一点的大学，它的水准也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在

那个时候，教育部并没有强烈地管制、限制每个学校

的水准’ 所以，各个学校都尽它的能力在那里发展’
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所开课程，水准比美国高得多，

表示我们并不是完全不如人家’
大学里面究竟是怎么办学的呢？其实，在当时

的那种环境之下，他们认为只要学校里面有教授、有

人、有学生，就可以了’ 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尽量把比

较高深的课程都挤在大学四年里面上完’ 譬如在我

毕业的南开大学，两个教授轮流教课，一直到我毕业

为止，我念的物理课程比美国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念

过的多得多’ 所以虽然我们在一般性的教育上，比起

美国的教育也许还差得很远，但是在科学教育上，我

们却不落人后

美国之所以有这样情形，是因为它受到 *+,-./*
-012/3+45（通识教育）实施的影响，学生在大学里面

就受到许多、许多种的训练’ 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并

不集中念很多的科学，反而念很多一般性的课程如

本国历史、英文、心理学等等，很多所谓 *+,-./* 的知

识，通识教育的要求很强’
现在，我要讲 ()$% 年代的第一代物理学家，有

几个人回来中国，而他们又在什么环境之下，能够培

植出一些第二代的人？那么，这个开端就是这些人

集中在某几个学校里教书’ 当时大学的数目很多，水

准不一样，遍布北方、南方、长江、更南方的广州’ 大

学里面有哪几个地方是我们物理发展重要的发源

地？这个要稍微讲一讲’
讲到中国物理的发展，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

需要有“人”’ 说来说去，没有人就根本无从谈起’ 有

了人之后，当然一个人还不成气候，所以另一个条件

是要有“根据地”’ 我们有好几个大学，可是人很少，

人都分散到很多地方去了’ 我要讲讲有哪几个学校

培育出学生，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它在若干年

之内培育出来多少个学生？然而，并不只是讲学生

的数目而已’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中后来又有多少

人还继续在物理研究上能够有发展，同时他们又继

续带领更下面的一代？从各种观点来看 ()$% 年的

起首，第一代的人大概有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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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上大概有一百多位中国学物理的人的资

料，他们从 !"!# 年代回来国内，开始创天地，培育出

来一代代的人$ 其中有很多、很多的人从国外回来，

都有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可以让

他们继续发展$ 因为大学根本没有很多学生，又没有

设备，没有传统，总而言之，原因很多，因此他们学术

的生命都很短$
这些人从国外回来以后，除了那些天资很高、受

的训练也很充足的人以外，能够继续不断地努力做

研究工作、要求很强很强的人并不多$ 因为这个要求

很严格，所以在这一百多个人里面，只有几十个人有

传下下一代，培育出许多很好的学生，然后他的学生

再带领其他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物理的发展$
在 !"## 年以前，没有留学生学物理并得博士学

位的人$ 之后，有案可考的一位叫李复几先生$ 他是

!%%& 年出生，他在德国跟一位光谱专家做研究，他

的工作是证明另外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勒纳（’$ ()*
+,-.）有一个光谱理论是不对的$ 可是这位先生以后

就没有消息了$ 不过这是头一位中国人在国外有研

究论文发表的先生，我们惟一知道的，是他在出国之

前，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念书$
在我们中国物理发展的历史里面，第二位是李

耀邦先生，他也是跟刚才那位先生差不多，!%%/ 年

出生，大概在 !"/# 年过去$ !"!/ 年，这位先生在美

国芝加哥大学得了博士$ 他的工作是跟著密立根

（012213,+）做研究，用密立根原来的方法去量电子的

电荷（)2)45-6+ 47,-8)）$ 换句话说，他重复密立根的

工作，而做更准确的测量$ 他在 !"!/ 年得了博士学

位，于 !"!& 年回国$ 回国之初他在东南大学教书$ 东

南大学最早是叫做“ 南京高等师范”，后来改为“ 东

南大学”，最后改为“中央大学”$ 东南大学是我们中

国物理发展中相当早的几个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但

是李耀邦先生并没有在东南大学教很长的时间，

!"!9 年离开了物理界，改行去做宗教事业、从商$ 在

!":# 年代，赚了些钱，他就支持私立沪江大学$
有一位夏元栗先生（ !%%/—!"// 年）$ 我曾经

见过这位先生，就是 !":# 年代我回到北京大学教书

的时候，这位先生还在那里$ !"!; 年，这位先生在德

国念书，可是并没有正经地做过研究的论文，所以他

并没有得一个学位$ 可是起首的时候，他在柏林跟一

些人交游不错，因此认识了普朗克（0,< ’2,+43），普

朗克就介绍他去听爱因斯坦的演讲$ 所以，他回到中

国之后，就在北京大学开“相对论”课程$ 据我所知，

他是北京大学里最早教物理课程的$ 当时物理课程

根本不完整，许多、许多的科目都没有开课$
再排下来是丁燮林先生，他在 !%"= 年出 生，

!"9/ 年过世$ 他在英国的伯明罕大学（>)-?1+87,+）

念书，他的老师名叫理查森（@$ A$ B147,-.C6+）$
有一位颜任光先生，!%%% 年出生，!";% 年过去$

这位先生也是在芝加哥大学念书，他在 !"!% 年得了

博士学位，也是密立根的学生$ 但是他并不是用密立

根的那个实验设备来做电子的电荷的研究，而是另

外做一些实验的研究工作，做气体黏滞系数（D1C46C*
15E）测定的实验工作$ 颜任光先生在 !"!% 年得了学

位之后，于 !"=# 年回到国内，之后在 !"=! 年起首到

!"=& 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都留在北京大学$ 他不

是北京大学最早的物理教授，但他可以说是一位最

早具有博士学位，回国之后就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

物理教授$ 后来这位先生认为，应该自力更生来作实

验设备，他索性去办做物理仪器的工厂$ 于是，他跑

到上海做物理仪器，并兼任私立光华大学教授，而且

从 !"=& 年到 !":9 年，一下子就做了好几年的时间$
后来他还做了交通部电政司司长$ 那时候司长在政

府机构里面当然是一个很高的职务，跟现在司长不

一样，现在司长不值钱$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国家很

大，交通部管理电信，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饶毓泰先生，!%"! 年生，!";% 年去世，是我的老

师$ !"== 年，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是 F$ G$ 康

普顿教授的学生$ 康普顿是美国出产的第一代物理

人才，是美国从英国请来的大师 @$ A$ 理查森所教

出来的学生$ 饶先生是在 !"== 年拿到博士学位，回

国之后，从 !"== 年到 !"=" 年，就在南开大学教书$
接着在我毕业的那一年之后，他出国研究去了$ 从

!"=" 年到 !":= 年，他去德国做研究，回来后，!":=
到 !":: 年间在北平研究院跟严济慈先生做了一年

研究，!":: 年起首，他就留在北京大学，中间还经过

西南联合大学等等，一直到 !";% 年都在北京大学$
很可怜，饶先生后来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而

过去了，之后当然也平反了$ 饶先生在南开大学差不

多事实上是等于一个人一个系$
北京大学物理系，中间有一段时间不晓得是由

什么人在那个地方继续维持下去，我没有查出来:）$

:）!"!%—!":9 年间，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历任名单及任职时间如

下：张大椿，!"=# 年 / 月至 !"=! 年 " 月；颜任光，!"=! 年 " 月至

!"=& 年 !! 月；丁燮林，!"=& 年 !! 月至 !"=; 年 !! 月；李书华，

!"=; 年!! 月至 !"=" 年: 月；夏元栗，!"=" 年: 月至!":! 年；王守

兢，!":! 年至 !":: 年；饶毓泰，!":: 年至 !":9 年$

还有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人，胡 刚 复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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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 年）" 期

’())）* 胡刚复三兄弟都是民国初年很出名的，一个

叫胡明复，他是数学家，在美国念数学* 还有一个叫

胡敦复* 在抗战结束之后，我在美国，胡敦复退休后

就留在西雅图那个地方，我曾经见过他* 胡刚复先

生，在中国物理的发展上，是一位重要的人，也过去

了*
’(’+ 年，胡刚复先生在哈佛大学得了博士学

位，回来之后，从 ’(’+ 年到 ’($& 年，先在南京高等

师范（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书* 在东南大学改为中

央大学之后好些年的时间，他还留在那里* 同时，他

在南方，在一所私立的学校大同大学兼职教书* 在中

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后，’($+ 年到 ’("’ 年

他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 这之后他在上海一带好些

个学校待过，例如：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等，时间我

就不细讲了* 在抗战结束、光复之后，他就被请到南

开大学，一直到 ’()) 年，他都留在南开大学*
胡先生在好几个大学里面教书，我特别著重有

多少学生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在大学里面念物理的

中国人很少，所以我把几个多少受到胡刚复先生的

影响，后来也都变成在中国物理学上有重要影响力

的人，特别列举出来讲一讲；

有一位吴有训先生，后来在清华大学，是一位很

重要的人* ’(’) 年到 ’($% 年这个时期，吴有训本人

在胡刚复教书的南京高等师范里念书* 吴先生后来

做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还有一位是严济慈先生，他

当然也是中国物理界一位很重要的活跃分子，后来

也做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等等，前几个月他以 (%
几岁高龄刚过去* ’(’& 至 ’($" 年，严济慈先生也在

南京高等师范念书* 还有一位很重要的物理学家赵

忠尧先生* ’($’ 年到 ’($& 年这四年的时期，他在东

南大学念书* 他现在还活着#），前两年，我还请他到

台湾的清华大学* 还有一位是何增禄先生，当然他没

有他们几位出名* 他在 ’(’( 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

习，跟严济慈先生同学* 因为何增禄先生的家境很困

难，就跑到南开大学当了四年的助教* 我念南开大学

一年级的时候，他是助教，后来就出国去研究抽气机

真空泵，变成一个专家*
还有一位钱临照先生，现在还活着&）* ’($( 年他

在大同大学念书，所以，他跟胡刚复先生也有些关

系* 还有一位郑衍芬先生，’(’(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

和胡刚复先生有点儿师生关系* 还有一位姓葛，葛正

权先生，’($$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也是一位早

期念物理的人* 总而言之，在胡刚复先生教书所在的

学校里念物理，后来多多少少受他影响而变成知名

的人，也是不少* 剩下些比较没有名的人，当然也有，

不必说出来* 关于胡刚复先生的事迹，我最近才发现

在理论力学里面，有一个“熵”（,-./012）的观念和他

也有些关系* 中文翻译也是新创的———火字旁，右边

是一个商字* 我一直都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位先生想

出来，创立这么样的一个字？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

的字* 因为 ,-./012 是新观念，无法用原本的中国文

字来表达* 即使英文，也是一样* 因为原来在文字里

面并没有适当的字，所以 ,-./012 这个字是用希腊字

母拼出来的* 在我们的中文里，头一次出现这个字是

在 ’($% 年代，’($" 年左右，大概是在胡刚复先生出

来教书的时候，很早、很早的时期* 这个字怎么念呢？

不晓得* 火字旁，右边是一个商字* ,-./012 这个东

西，很久以前在 ’+&# 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观念了* 胡

刚复先生创出这个新名词，中文名称叫做“熵”*

#）本刊转载该文时赵忠尧先生已于 ’((+ 年逝世———编者注*

&）本刊转载该文时钱临照先生已于 ’((( 年逝世———编者注*

这个汉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 ,-./012 跟能量

（火）有关系，能量被温度（ .,31,/4.5/,）来除（ 商），

得到“熵”* 现在 ,-./12 被译成中文的熵，真是高明*
这是一个新的字，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也是最近才

晓得，原来是由胡刚复先生所贡献出来的一个新名

称*
前几年我在看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年

轻人，他试着将 ,-.0/12 按照读音而翻译成能趋疲，我

就把他大大骂了一顿* 因为 ,-./012 不是 ,-,/62，你若

把它叫做“能”，就不对了，所以他在那里耍这个小聪

明，没有意思*“熵”是一个很好的字* 一个新的字代表

一个完全新的观念，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个字，所以

不能用一个旧的字来描述一个新的观念*
我现在要讲讲各个重要的机构，不是讲人，而是

讲物理的机构* 现在先简单举几个大学为例*
北京大学，当然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讲到北京大

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必须等到 ’("" 年北京大学改组

之后，才有新的理学院、好的人才产生* 在这整个阵

容改变之前，根本没有多少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的发

展上有重要关系的人出来，只有出来一、两个念物理

的人* 北京大学真真正正开始做些研究的工作、训练

出来几个学生，也就在 ’("# 年之后，就是还没抗战

之前三年* 从这个时候起首，北京大学才可以说变成

一个现代式（307,/-）的物理系* 北京大学可以说最

早有物理系，’("% 年代以后，这个物理系成为中国

的物理的中心之一*
第二个是东南大学的系统* 先是南京高等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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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后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在国民政府时期又改成中央

大学! 在这个系统中，最早的教授是 "#"$ 年的李耀

邦先生，可是一下子工夫他就离开了! "#"% 年之后，

胡刚复先生! "#"# 年，有一位郑衍芬先生在那个地

方当教授，这并不一定是主任! 后来还有一位国民党

的教授，不过跟物理方面的研究是毫不相干! "#&’，

"#&( 年，查谦先生!
"#&) 年吴有训先生从美国回来，有一段很短的

时期，大概是一年的时间，他回到他的母校去教书，

但一年后他就立刻跑到清华大学去了，所以吴有训

先生在东南大学只待了一年的时间! 后来负责的人

还有一位叫李庆贤先生，后来的我就不再讲了!
清华大学比较晚一点，它原来是一个留美的预

备学校，在那里先教高中跟大学一、二年级的那些课

程，学生毕业后，再送去美国念大学的三年级! 清华

一直等到 "#&$ 年之后，才变成一所正经的大学，大

学阶段的教育是从 "#&$ 年起首，发展变成物理系，

而不再是原来的留美预备班!
在清华的物理系，头一位重要的人是叶企孙先

生! 叶企孙先生从哈佛大学回国之后，"#&(—"#&$
在东南大学教了一年书! "#&$ 年他到清华大学，他

就立刻聘请许多、许多的人去清华大学教书! 例如在

"#&% 年，他从中央大学———也就是东南大学，聘请

了吴有训先生，将吴先生挖角到清华大学去! "#&%
年，聘请了刚才我提到过的一位萨本栋先生! 这些都

是请的教授中比较重要的，后来对物理的发展也有

重要影响的人! 赵忠尧先生，他是东南大学的校友，

"#’* 年的时候，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得了博士学位回

来! 在 "#&# 年时，聘请周培源先生! 周在 "#&% 年在

美国得了博士学位，"#&# 年回来到了清华大学!
后来还有很多的学校如燕京大学，也都有少数

的物理人才出来!
我刚才说过的胡刚复先生，也许在他任教的时

候可能引发或领导一些学生，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终

究没有机会带领这些学生变成物理界的人，只是有

一些间接的影响力而已!
真正能够训练出来第二代大批的人才，是 "#&*

年或 "#’* 年以后的事情! 从 "#&( 年、"#&$ 年、"#&%
年起首，一批人在清华大学教书，把清华大学物理系

变成一个在各大学物理系里面阵容较强的系! 总而

言之，清华大学的阵容很强! 所以，在这短短的十几

年之内，就出来了十几、二十位学生! 相较之下，虽然

有很多学校偶尔也会出来两、三位学生，但是真的太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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