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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物理年”专稿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 续一）

吴! 大! 猷

（上接 $%%& 年第 " 期第 ’(% 页）

"! 早期的物理学机构

! ! 早期中国物理学事靠一些留学人员) 他们主要

是在外国念书、学物理，回国之后，就在中国开始教

学，从两三个学生开始教起) 人数不多，这等于我们

看《封神榜》，最大的红发老祖有三个学生，老子（即

“太上老君”）最大，第二个元始天尊，第三个通天教

主) 后来这三个人分别组成三大教派，弟子也就慢慢

地培养出来)
物理也是一样，起首只有几个人，人数不多) 我

们要探究中国物理是如何发展，教授如何能够吸引

学生等问题，说来说去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 到底

当时能够教物理、做学术研究工作的是哪些人？什

么人？他们集中在哪几个学校或单位？看我们几十

年的物理发展，看有些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然后他

们培植下一代有些什么人) 评价物理发展，就是这

样) 培植学生，有量有质，这就是一个故事)
现在我把中国重要的几个学校讲一讲) 中国大

学很多，后来这些学校慢慢地都开始设物理课程，当

然并不代表有物理系) 因为一个学校里有一、两位先

生教物理课程，跟现在台湾最小的大学物理系差很

多) 所谓物理系可能就是一、两位先生，或者一个人

的一个系) 说起来，一个人办一个系，学生亦不多，一

年就一两个人)
我们先讲讲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在前清时期叫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 ’*+* 年) 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

国有自强运动，自己知道非学西方不可) 这才自己创

办新式学校) ’+’$ 年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改为北京

大学) ’++* 年，北京大学要举行一百周年的庆祝活

动，就是从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那时候算起（ 前几

月我还收到他们的邀请函，要我回去参加庆祝活动，

不过，我大概是回不去了）) 总而言之，北京大学是

头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系统的大学) 但是起初它并没

有“理学院”，而是叫“格致”) 后来正式改名北京大

学后，设置“ 理科”，没有系) 要等到相当晚期后，才

正式有“学院”这个名称出现) 至于“理科”包括哪些

科目呢？大致上天文、地质、数学、化学、物理、动植

物等 , 个科) 那个时候，“理科”里面也没有“系”，因

为那时候学校里面的教授不多，学生亦不多，所以每

个科目里面可能只有一门、两门相关的课程，并不能

成为一个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期回来的人大都留在北

京大学) 北京大学在中国算是相当早的新式教育系

统) 初期回来的何育杰、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都在

北京大学) 何育杰先生是 ’+%" 年，很早期，从英国的

曼彻斯特大学学物理回国，回来后，他在北京大学)
李书华先生在法国念书，’+$$ 年回来之后，也在北

京大学教书若干年)
事实上，在民国五年（西元 ’+’, 年），北京大学

就有一个班算是正经念物理毕业的学生) 这头一班

中的学生，我知道名字的有三个，真正认识的只有丁

绪宝先生)
北京大学很可怜，名气虽然大，但并不是“ 大”

在科学上，而是在文学，新文化运动等，大家都知道，

如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在学术方面是处于泰斗的地

位) 在科学方面，北京大学并没有很强的发展，原因

之一是北京大学的科学人才很少) 因为当时整个中

国的科学人才总共只有那么几位先生，有些地方人

多一些，其他地方就没人了) 所以没有办法，不够分

配) 第二个原因则是在北伐开始，民国政府成立之

前，因为北洋政府军阀系统之下，北京大学有一阵非

常困难，没有钱，连教授一年的薪资都发不出来) 这

情况怎么办呢？学校没有钱办教育，所以只好靠卖

讲义筹措经费，教授一年也领不到工资) 所以在那种

情况之下，期望北京大学能够有经费做一些科学发

展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许多因素致

使北京大学很吃亏)
北京大学从老的阶段过渡，中间的 ’+"’ 年到

’+"" 年这两年的时间里面，王守竞先生从美国回

来，到北京大学去教书)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原先

在美国做了很好的工作) 他早年所做量子力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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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是很出名的工作! "#$# 年，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他在那个地方好像待得不高兴，所以 "#%" 年他

去了 北 京 大 学! 他 很 想 整 顿 北 京 大 学 物 理 系! 从

"#%" 年到 "#%% 年两年时间，他在北京大学物理系，

使这个系达成一个过渡时期! "#%% 年一直到抗战结

束，这十多年都是饶毓泰先生在主持，饶先生重新整

顿北京大学物理系，不断地进行革新的工作! "#&&
年饶先生又出国去了，所以，他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

的时间就因此中断了!
总而言之，因为饶先生个人的转移，在南开大学

任教的期间他去德国作研究，回国后又主持并任教于

北京大学! 而北京大学在后半段的发展上，也经过一

连串的革新与改组，成为新的北京大学，同时聘用了

许多新的教授! "#&& 年以后，饶毓泰先生又回来了，开

始接手做一些有关北京大学物理系在行政方面的工

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就完完全全地面目一新了!
在北京大学从老阶段向新阶段过渡中，蒋梦麟

校长起了作用! "#%’ 年底，蒋梦麟为北大校长! 蒋校

长对理学院长饶先生和理学院其他人说，把北京大

学老的人解聘，这种丑事由我来做，聘新人全权由你

来做! 这是很大的魄力，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你现在

解聘一个人试试看!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完全改

组! 理学院设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

系! 这五个系，换了新的主任、新的教授! 那时候北京

大学物理系换了新人! 在 "#%" 到 "#%% 年由王守竞

先生作主任! 他教了两年书离开北大去资源委员会，

要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方面的工作! 他离开北京

大学，把物理系交给饶先生! 饶先生聘朱物华、我和

郑华炽! 那个时候可以这样说，北京大学有两个阶

段，一个阶段是蒋梦麟之前的阶段，在蔡元培当校

时，整个环境、政局不同，最出名的是五四运动! "#%(
年以后理学院开始革新! 我是 "#%& 年回来，到 "#%(
年三年之内，我过得很愉快! 饶先生是我的先生，我

一到系里什么都不管，我作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

说，没有一点操心的地方!
我怎么到北大？刚才讲过，我认识北大第一届

毕业生丁绪宝先生! 丁先生比我年长几岁! "#%$ 年，

我在美国念书，他从国内休假出去，我也就在那里认

识了他! 丁先生大概是知道我第二年（ "#%% 年）就

要得学位了，所以 "#%& 年，也就是我回国后，在南京

中央大学任教的丁先生就向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

家伦先生推荐，希望可以聘我去中央大学教书!
可是因为早已和以前在南开教我物理的老师饶

毓泰约好，回国后要到北京大学教书! 饶先生当时在

北京大学物理系做主任并兼理学院院长，所以虽然

我并不是北大毕业的校友，但是我还是去了! 总而言

之，这件事纯粹是人为的原因!
如果 "#%& 年我没事先和人约好要去北大，而在

我一回国，就有中央大学要请我去教书，这当然是一

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如果我在 "#%& 年时去了中央

大学，那么我可能就得了一位学生，那就是吴健雄女

士，但是她现在反而变成是我老师辈的人了，

这说来很有趣，吴女士在南洋公学念书! 胡适之

先生在南洋公学当教授及校长，吴健雄是他的学生!
饶毓泰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师，也曾在南洋公学念

书! 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在南洋公学念书，他是胡适之

的学生，所以我就变成胡适之先生的徒孙子)）! 而吴

健雄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跟我的老师同辈，所以我算

是她的师侄! 但是假如我在 "#%& 年去了中央大学教

书，那么她又会变成我的学生! 说笑话呀！很好玩!

)）胡适之在“南洋公学”任教，饶毓泰、吴健雄在“南洋公学”读书事，

学校名称误! 非“南洋公学”，而是“ 中国公学”! 胡适之于 "#’*—

"#"’ 年在中国公学教英文、国文，此期间中国公学相当于今日中

学，饶毓泰曾在此读书，于 "#"$ 年毕业，帮为胡适之的学生! 胡、饶

二人同庚，胡稍长于饶! "#$*—"#%" 年间，胡适之出任中国公学校

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此期间，中国公学已升为大学水平! 吴健雄在

该校念书! 因此，称饶、吴同师!

中国公学创建于 "#’) 年之上海，时郑孝胥为监督! "#"( 年停

办，"#"# 年恢复! "#$$ 年升为大学! "#%$ 年“ 九一八”事变中毁于

日军炮火，"#%% 年租赁校舍，重行开学，熊克武任校长! 几年后国

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

南洋公学由盛怀宣于 "*#( 年创设于上海，"#’% 年改为上海

商务学堂，"#’) 年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辛亥革命后，改

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后发展为交通大学! 它是上海交大

的前身!

北京大学从 "#%% 年抗战之前开始（中间经过一

段很长的时间）到 "#&) 年，这十几年之内，经过抗战

开始前有三年，抗战之中有八、九年的时间，在这些年

里边，北京大学物理系训练出来一些学生和助教，有

马仕俊先生、郭永怀先生，他们是我头一次回国的时

候，最早教过的两个学生! 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还有一

些历任的助教和学生，但是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我的学

生，而是我的同事! 举例来说：我是南开大学物理系毕

业的学生，有一位先生，郑华炽先生，是化学系毕业

的，不过，因为他后来的工作是研究拉曼光谱（+,-,.
/012345-），而这方面是跟物理相关的，所以物理系就

请他来教书，我们就变成同事了! 等到在昆明的战争

末期，有一些学生后来成名了，成就很高，例如，黄昆、

杨振宁、李政道等等! 这就是在北京大学后期发展的

情形，已不是早年原来的北京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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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中心就是清华大学，以前是留美预备班’
()$" 年，叶企孙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了学位，回

国后在南部待了一年，第二年去清华大学’ 他本人回

国后，直接作物理研究并不多’ 但在发展清华，把清

华物理系建立起来，培植下一代，都有极大作用’ 为

什么刚才前面说过的那些比叶先生早回国的人，都

留在北京大学，而叶先生却待在清华大学呢？因为

清华大学从 ()$& 年起首，由原来留美预备班（一半

中学，一半大学一、二年级）改为正经的中国制度的

大学，同目前制度下的大学，四年毕业’ 办物理系，叶

企孙先生在中国培育下一代年轻人才是一个很重要

的人，清华大学成为对中国物理发展有贡献的一个

重要的机构’
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虽然同是国立的学校，但

是清华大学的经费来源比较充足’ 美国把庚子和约

中的赔款还给中国，要中国拿来从事文化教育发展

工作，政府把这整个经费拿来建设清华大学’ 起初清

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把全班的毕业生都送到美国去念

书’ 这件事情说起来并不好听，我们高等教育的发

展，竟然是靠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 但是不可否认

的，这的确对中国的近代化有很重要的影响’
正是有了庚款，因此，清华大学有一个特别占便

宜的地方，就是他本身另有经费，没有政府欠薪水的

情形发生，经费清清楚楚’ 所以清华大学是一个有希

望能够把它建立起来，并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研

究单位’
国耻之一，庚子赔款’ 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大部

分给清华，剩下的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

责管理这笔经费，庚子赔款抗战时期到期、停止、没

有了’ 因为这董事会还有剩下一些钱，清华据此建立

一个基金，大约有一千万美金左右’ 一千万美金，很

少，现在不值多少钱’ 但是还是可以生利息作为清华

的发展基金’ 但是若以现在的标准相比，反而是不那

么重要了’ 因为现在国家政府每年编列给清华大学

的经费，都是以几个“亿”来计算的’ 由国家编预算，

清华也就成为国立学校’
从民国初年起首，美国庚款退回来后，清华大学

每一年都有几十个学生毕业，很多都是优秀的年轻

人被送到美国去念书’ 若干年来到现在为止，经由清

华大学送去美国受训练回来的人才，在各行各界，不

只是科学方面，包括其他方面，都对中国所谓的“ 近

代化”和整个社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叶企孙先生，()$" 在美国’ ()$# 年在南方，短期

一年’ ()$& 年在清华’ 在清华，他立即开始聘请了许

多物理学家，很早为建立一个很活跃的教学、科学研

究队伍作好了准备工作’ 叶企孙先生一到清华，延

揽许多教授，前已讲过，不重复了’ 其中，还有稍晚一

点的任之恭先生，()$" 年、()$# 年他从美国回到清

华大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要在清华大学聚集的这

些人，都相当有计划地去建立一个物理系，因此，人

慢慢地多起来，在教学方面，水准当然也就跟着提高

了’ ()$% 年代期间，在清华大学受教育训练出来的

第二代学生，也就是跟我同辈的那些人，对于中国物

理的贡献都相当地大，培植了许多学生’ 这方面，我

等一会儿还会再说’
第三个地方就是我的母校南开大学’ 我并不是

要特别把我的母校提出来，而是由现在看那个时候，

的的确确除了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外，还有南开大

学，都对后来中国物理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在抗战

时期，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两所学校联

合在一起，变成西南联合大学，地点在昆明’ 因此，南

开大学跟物理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
第四个地方是燕京大学’ 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教

会学校，那时的教会学校比我们台湾的教会学校要高

明得多’ 燕京大学物理系主要的主持人有谢玉铭先生

和一位外国的教授’ 若干年来，燕京大学也训练出来

几个学生，例如，王明贞，她是一位女物理学家，她哥

哥王 守 竞 先 生 很 出 名’ 王 明 贞 本 人 是 乌 伦 贝 克

（*+,-./-01）的学生，她写的论文很出名’ 另外还有褚

圣麟、张文裕等等’ 张文裕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

去英国的剑桥大学学核物理，回来之后正好是抗战时

期，昆明的南开大学聘他去教书’ 等到抗战结束，他又

去美国作研究，接著又回到大陆，前几年过去了，他是

做宇宙线研究的’ 袁家骝先生，他是吴健雄的先生’ 他

起首学的科目跟物理没多大的关系，他念的是电子、

电路这些课程’ 若干年后，他开始作跟物理有关的工

作’ 另外还有几位，例如，毕德显、王承书，也是女的物

理学家，张文裕先生的夫人，她也是乌伦贝克的学生，

念的是统计力学，前年过去了；卢鹤绂，我前几天看报

纸的时候，看到卢鹤绂也过去的新闻：葛庭燧先生毕

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去燕京大学当了一年的助教，得

了一个硕士学位，接著就去了美国’
谢玉铭先生，也是在 ()$2 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

学得到博士学位，他和吴有训先生都在同一所大学

作研究，但是两人所做的工作内容不同’ 谢先生回来

之后，就在教会办的燕京大学’ 当时的教会学校和现

在台湾的教会学校是不一样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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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因为教会没有钱，所以教会学校到台湾后完全

改观了! 以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学校

中，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其他不是天主教的学校

有好些，在北方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方的则有东吴

大学! 外国的教会学校搬来台湾后，因为没有钱，所

以在台湾的教会学校完全变成私立的! 跟教会也没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除了在历史上，它是沿袭以前的

教会学校而来以外，现在在台湾的教会学校并没有

享受到任何优势! 而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教会学校有

外国教会给的钱，没有经费问题，比国立大学有许多

便宜的地方! 所以即便它的规模可能比政府所办的

国立学校要小一些，气氛也没有国立大学那么好，但

是就整体而言，它会比较精一点，同时，它的经费在

某个限度之内，也是很稳定的! 在燕京大学的谢玉铭

先生，对于中国物理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来评估一个机构或是一些

人对中国物理发展的贡献呢？主要是根据他们在若

干年之内，是否有建立传统，包括人、设备与稳定的

气氛等三方面；他们在几年内又能够吸引多少学生

或是激励、唤起（ "#$%"&’）多少个学生继续作物理研

究工作! 燕京大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校，因为在中国大

陆的时候，它也训练出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就整体

而言，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虽然规模不大，物理

系大概差不多只有三、四个教授，但是这个系培养了

不少的学生!
除了以上所讲的之外，我再把几个学校讲一讲!

()(* 年北京大学、南京教会学校金陵大学成立物理

系，所谓物理系可能就是一、两位先生，或者一个人

的一个系! 中国的大学后来都慢慢地教一些物理课

程，继 ()(+ 年北京大学之后，在上海的私立大同大

学，以及南京的高等师范（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

学）()*, 年开始办物理系! ()*- 年则是北京师范

大学设有物理系! ()*. 年清华大学改制后也开始正

经地办物理系! 同一年，燕京大学开始有物理系!
()*/ 年四川大学设物理系，()*0 年在广东中山大学

设有物理系! ()*+ 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新设置了更

多所大学，例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等! ()1, 年山

东大学在青岛成立，至于交通大学则是早就有的学

校，但是原来不叫大学，后来才改名的! 后来，还有安

徽大学等等!
总而言之，等到国民政府成立后，国立的大学越

来越多，不管当时在学校里是否只有一个、两个先

生，都会开始教一些物理的课程! 但是，这并不表示

当时有成立像现在这样的“ 物理系”! 事实上，当时

的规模与人数远比现在要小得多!
大致上来说，从 ()*, 年左右起首，教授们开始

在大学里教物理，但是学生的人数并不多! 诸位务必

要了解，因为在中学没有人教物理，中学学生很少是

有具备物理根基的，所以上大学后要从头开始!
至于 ()*,、()1, 年代，大学物理系培养的学生，

以清华大学为最多! 这些学生大多能继续从事物理

事业，或者做研究，或者教书、又培养下一代! 清华大

学那个留美预备班若是不算，清华大学从 ()*. 年起

首，就变成正经的大学了，这时候有三个人，他们在

清华大学物理系念书! 这三位是王淦昌、龚祖同、王

竹溪! 他们属于同一个年代! ()*. 这一年，我也念南

开大学!
最近的 *, 年里，王淦昌先生在所谓的“ 粒子物

理”方面，是一位很活跃的人! 在二三十年前，大陆

跟苏联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跟苏联的物理学家们

一起研究粒子物理、高能物理等，那时因为大陆和苏

联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大陆就派王淦昌到苏联

的杜布纳（234#5）实验室里作研究的工作!
从一九二几年到抗战前几年工夫，清华训练出

的学生中，后来有点成就的知名人物有龚祖同，他后

来是从事应用玻璃方面的工作；王竹溪先生则是作

“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傅承义先生、赵九章先生

等等! 赵先生后来不念物理了，改念理论气象学! 陆

学善先生作晶体的研究! 周长宁先生，这位很年轻，

他念南开大学预科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之一，他曾

经在英国留学，作宇宙线（ 67$8"6 &59）研究! 可惜抗

战结束来到台湾之后，很早就过去了! 另一位翁文波

先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 以上这些人从清华

毕业后，其中好几位都曾经在严济慈所主持的北平

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过助教，也都在那儿接受了几

年的训练! 还有张宗燧先生，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

家，跟前面那几位一样，都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同一个

时期，也就是 ()1, 年代抗战开始之前，大学毕业，到

国外留学! 彭桓武先生，他做的是有关基本粒子的研

究，在抗战时期，他留在英国，抗战结束之后，就回到

大陆! 钱伟长先生，抗战刚开始时他刚从清华大学毕

业，通过了中英庚款去英国留学的考试后，刚好遇到

英国在打仗，不能去欧洲念书，所以他就转往加拿

大，后来再到美国，现在则是在大陆作所谓“ 应用力

学”方面的研究! 钱三强先生，他从清华毕业后，有

一阵子在严济慈先生所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做助教，后来就出国去了，跟玛丽·居里（:! ;3<
&"’，(+/0—()1-）的 女 儿 伊 伦 娜 · 居 里（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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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 平常的铀 $"& 裂变，会从一个

变成两个，然后分开, 钱三强先生发现铀可以变成三

个裂开，然后分离；有时候甚至是变成四个分离出

去, 在抗战之后，钱三强先生从法国回到大陆，成为

一个很活跃、很活跃的人，知名度也很高, 王大珩先

生也是他们的学生，他主要的工作是作应用光学方

面的研究，也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光学的贡献, 何泽慧

先生，她是钱三强先生的太太，在结婚前她原来在德

国跟一位 -./01 作博士论文，后来欧战开始，好像就

和钱先生一块儿跑到法国去结婚了，等到战争结束

后才回到大陆，何泽慧也是作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
清华大学在二十多年间，训练出来各种物理人才，也

都能继续地有一些发展与贡献,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情，当时能有这么样的一个学校能够培育出来这么

多人才, 还有一位念“ 理论物理”的胡宁先生，抗战

时期在昆明，很快地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

资格，到美国去作扰流理论（ /234561781 /01.29）的研

究, 他是位很出名的人物，曾经来过台湾一次（ 现在

我们中央研究院想请他来，但是他现在身体不太好，

没有办法）, 葛庭燧先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

后来在燕京大学待了一年，等他出国回来后，就一直

留在大陆, 在他的研究工作方面，做的是与固态物理

有关的实验，即金属里面有缺陷（:1;18/）、有不规则

的断层（ ;<56/= ）等等, 总之，他在理论实验的研究工

作有相当的地位, 他念书的过程，不仅受到清华大学

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燕京大学的一些影响,
第五个单位，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在中国

物理人才的培育和研究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即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中央研究院成立在北平研

究院之前（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由国民政府于

’)$* 或 ’)$( 年成立），但是在研究方面，反而没有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这么活跃，而它对人才的训

练，也在北平研究院之下,
总而言之，这里面多多少少有我个人的偏见，但

是，我的偏见是有道理的, 若要谈论一个国家某一门

学问的发展，说来说去主要的重点就是人, 究竟是哪

些人在什么地方，>7=?321 或训练出来多少学生？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严济慈先生在我国物

理发展方面也是个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 年严先生

在法国得了学位，回国后以法国庚子赔款（法国的腐

败不太清楚, 美国庚子赔款很早就退回来，从民国初

年起首就办清华学校，钱退得早，帐目清楚，事情明

了, 法国就不大清楚, 莫名其妙！）的一部分钱，成立了

“北平研究院”，这跟完全由政府所办的“中央研究

院”正好是对立的机构, 中央研究院主要是在南京、上

海一带，他的经费完全是由政府负责, 而北平研究院

从法国庚子赔款中取得经费，至于怎么从庚款中取

来，我也不大清楚, 总之，’)"$ 年起首，严先生就在北

平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有几个研究所，其中最重要的

是物理研究所）主持物理研究所，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做物理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地方,
在介绍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工作之

前，我想先讲一点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

的物理研究发展得这么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

为我们大多数出国念物理的人，都是作实验的物理

研究,
实验的物理研究在美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子

的, 有一位教授，假设他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

有若干实验的计划、若干实验的设备，有学生来，他

才有空把学生放在某一个问题或研究计划上、就一

个问题做他的博士论文, 所以只要教授有空，他就会

安置一个研究生,
中国留学生当时绝大多数念物理的都是念所谓

的“实验的物理研究”，这虽然有好处，但是也有不

好的地方, 好处在于美国有现成的环境：有实验室的

设备、有研究的计划和主题, 所以，你在那里很容易

就有机会写好一篇专业论文, 反过来，你若作“ 理论

物理”，就没有这样清楚的把握了, 这并不是说理论

物理比较难，而是两者对物理研究的要求不甚相同,
中国学生念“理论物理”可以说是“数学物理”，而在

国外念“理论物理”的中国学生比较少，这个也是我

们物理发展得比较慢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可以用别

人的设备，用别人的研究计划，一切都很方便，有现

成的实验环境，你做一个问题研究，比较方便, 另一

方面，虽然“理论物理”不用作实验，但是，你反而可

能不晓得要做些什么，找不到研究的方向和主题，徒

然地在那里浪费许多时间，却不得要领, 然而，作

“实验物理”的学生从国外回来之后，就很难继续地

发展，因为在中国普遍没有设备、没有经费、没有传

统，所以，留学生回国后想要继续国外的研究实验几

乎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学物理的绝大多数

的人回国后，没有机会继续做实验工作，所以中国的

物理发展得很慢,
由于以上的原因，做实验物理的人继续留在中国

做，就很困难, 假如有些设备做实验，也是有限的, 但

是，在抗战之前，’)"% 年代末期，中国物理刚刚萌芽,
这个“萌芽”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代表有些理论物理的

研究工作，有些实验物理的工作，但实验很少，刚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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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几个大机构里的确有比较活跃的实验研究工作!
这当中尤其重要的机构，就是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主持

的那个物理研究所! 在抗战前的那几年里面，他所做

的工作，以“量”来说，在中国算是第一的!
抗战之前的那几年，严济慈先生在这四、五年内

所做的工作，大多数可以归纳为几个项目! 其中一部

分是做照相乳剂，就是拿一些底片，再加上压力的实

验! 比如说，弄一块石英压在胶片，胶片有两面，一面

是玻璃，一面是乳剂! 压在乳剂那边，这个水晶压上

去的压力，对于感光程度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些实验

可以量，这东西就是说不出什么道理! 总而言之，严

济慈先生就是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里面做这类

东西的实验! 还有一项是关于压电效应的研究，即用

很多的晶体加上一个电压，就可以做“ 振动”的实

验! 以现在的石英表为例：其基本原理就是石英的振

动可以产生所谓的“电”跟“磁”，晶体振动时产生的

一种效应! 这一方面，在物理研究所里面，有好几位

助理都是从各大学毕业后，就到那里和严先生一起

做研究的学生! 有一位钱临照先生，他比我大一、两

岁! 还有一位是方声恒先生，他的女儿就是连战的夫

人! 就我的经历上来讲，我还记得方声恒先生在二十

多年前，曾经来过台湾大学的物理系，我二十年前来

台湾时他都还在! "#$% 年到 "#$& 年间，严先生在北

平研究院工作，研究斯塔克效应（’()*+ ,--,.(）! 这是

一个原子光谱，把它放在电场里面，然后观察电场对

这个原子光谱所产生的效应! 同一时候也有好几位

助理，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中的钟盛标先生

是一位助理教授，在抗战后来过台湾大学，但是后来

还是离开台湾，去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教书! 另外有位

翁文波先生，也是跟著严济慈先生一起做实验! 这都

是 "#$%—"#$& 年间的事! 还有，严先生在实验方面，

还研究吸收光谱的现象，这种碱金属铯、铷、钠、钾、

等，加上一些稀有气体氩、氖、氦等等，再加上压力，

然后观察它对光谱的影响! 在这一类的工作上’严

济慈先生主要的助教是钱三强先生! 还有陈尚义先

生，陈尚义先生也是北平研究院的一位助教! 因为那

时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同样都位于

北平，很近，而我就住在那附近的胡同街口，所以我

每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一出街门口就会经过他家，

因此我跟他变得很熟识!
因为当我回到北平的时候，还很年轻，一肚子热

诚，所以就建议北京的三个机构一起做物理研究，这

三个机构指的是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北京大

学，还有清华大学! 虽然这三个机构都不在同一个地

方，清华大学在城外，北京大学跟北平研究院距离比

较近，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这三个机构联合起来，

每个月轮流做东办一次讨论会! 那时候，大家都有新

鲜的精神! 因为这样，我对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以

及北京大学这三个机构，都非常地熟识! 我最清楚自

己的心身几年之内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
讲到中国物理的实验工作，说实在的，我们国内

做的实验研究很少!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种设备，所

以许多相关的实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北平研究院研究的范围比较窄，需要的设备也

比较特别! 他们做的是有关光谱、斯塔克效应这一类

的实验，因此需要一个很大的摄谱仪，一个真空光谱

仪，是从英国买来的大设备! 他们在做斯塔克效应的

钢管里边放上电极板，还有碱金属蒸气，观察稀有气

体对它的影响! 这些仪器就是要做这一类实验的设

备，这个设备是饶先生从德国做研究回来的时候，顺

便把这个仪器给带回来了! 需要设备有限，所以研究

这项实验就我们的能力范围而言，是可以达到的!
其他方面的研究，说老实话，以我们国内普遍的

情形来讲，在实验的研究上还是有许多的困难，所以

我也不愿意多讲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设置了

物理系、物理研究所! 实在讲起来，除了北平研究院

之外，还有北京大学也可以做一些光谱方面的实验

工作，因为所需的设备我们都可以购买! 北京大学做

关于光谱方面、拉曼光谱方面的实验! 北京大学有些

实验工作，北平研究院有些实验工作! 反观清华大

学，就没有做多少实验的工作! 赵忠尧先生，做一些

! 射线散射的研究，当然 ! 射线源有了，但是有限

制，并不是很多实验都可以做，有些实验不能做!
在其他地方如果一定要提的话，还有在做实验

的，武汉大学有人在做实验! 在地球的上空，有所谓

的电离层，有 , 层、- 层，一层一层的! 向上发送电磁

波，然后经过电离层反射回来，测量它的高低! 因为

不同高度的电子密度不同，反射系数就不同，因此我

们就可以来测量，当我们把电磁波发送出去，然后回

来的时候，花多少时间？当然，测量电离层高低的这

种实验，并不是一项新的研究，只是有人想出来这个

方法以后，就有人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实验，这种工作

可以做! 在武汉大学里面有一位先生叫桂质廷，他在

中国的第一代开始发展物理的时候，也就是在一种

很艰难的情形之下，做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大气的实

验研究! 虽然有一些范围上的限制，但是那个实验本

身是可以做的，而且会因为一年四季的不同，也变成

他的一项例行工作! 总之，这位武汉大学的先生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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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就是观察在整个大气上空的那些电离层，在

一两百公里的高度时所产生的不同变化’
偶然有人在国内做宇宙线的实验，你在某一纬度

上测量宇宙线方向的不对称，从东边来的和从西边来

的不一样，因为地球会自转，所以测量出来的结果不

会相同’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假若你很有系统、很精密

地去做，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但是假若你从来不

做这个实验，或者只是做个一、两次，做个一年、两年

而已，那么在做完之后，你可能就说不出一个什么道

理’ 所以要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物理的发展，我回想

起来，好像也有点不耐烦，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

内容，并且也说不出一个什么道理，也无所谓’
以上就是中国物理在 $% 世纪前半世纪的情形，

大致上就是如此’
（未完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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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数据存储新方法

()*+),, -./0.12（(-）公司的科学家采用在一层薄的铟 3 硒（ 456)）材料中产生微小的非晶区的方法来生成单个的比特’ 这

层材料与下面的镓 3 硒层和一片硅基片形成一个 75 结二极管的主要部分’ 读写循环过程如下：写“8”是用短的高功率电子束

脉冲熔化一微小部分 456) 层，使之变成一个玻璃样的斑点’ 这个玻璃样的斑点可以用一长的低功率电子束脉冲来重新结晶，

从而将“8”擦除’ 因为非晶形的玻璃样的斑点在 75 结二极管中产生的电流很小，而结晶材料产生的二极管电流很强，借助于

一更低功率的电子束脉冲便可以读出该比特为“8”或“%”’
由于高能电子的波长很短，电子束存储方法可达到比光学存储更高的密度’
至今 (- 公司的实验中使用的是激光束，而没有用电子束来进行“写”操作（他们的电子束还不够强），但使用了扫描电子

显微镜的电子束来“读”’ 二极管存储介质的响应很快，读的速度至少为每电子束每秒一百万比特，已成功地完成了 8%% 次以

上的“写 3 擦除 3 重写”的循环’ 目前该比特尺寸为 8&%59（面密度约为 $: 吉比特 ; 平方英寸），但还可以做得小得多，有可能

小到 8%59’ 有关论文发表在 <=>?@5 !" #$’ A77+=)2 -BC?=/? D),,)1?，"8 E.5F.1C $%%&’

（树华编译自 -BC?/? G)*? H72.,) GF9>)1 I8I J8，E.5F.1C $I，$%%&
""""""""""""""""""""""""""""""""""""""""""""""

）

BSOE   !"#$%&’()*+,-.!"#$%&’()*+,-.!"#$%&’()*+,-.!"#$%&’()*+,-.////
BEIJING SUNRISE OPTOELECTRONIC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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