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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物理 3% 年

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
朱! 邦! 芬

（清华大学物理系 北京 4%%%35）

《清华物理 3% 年》前言

! ! 46$& 年，清华学校改制设立大学部的第二年，

清华物理系正式建立，至今已走过了 3% 年,
在我国早期物理高等教育中，清华物理系不是

最早建立的, 464" 年北京大学理科理论物理学门开

始招 生，稍 后 理 论 物 理 学 门 改 名 为 物 理 学 门，于

464& 年培养了首届毕业生，4646 年北京大学设立物

理系，我国物理学本科教育由此开始, 继南京教会学

校金陵大学成立物理系之后，在上海的私立大同大

学，以及南京的高等师范学校（ 东南大学、中央大

学、南京大学的前身）46$% 年开始办物理系, 46$" 年

北京师范大学设有物理系,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四

川大学物理系都建于 46$& 年, 但是，正如吴大猷先

生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中所说，“ 当时国

内所谓物理系可能就是一、两位先生，或者一个人的

一 个 系, 一 直 到 46"% 年 代，这 种 情 况 才 有 所 改

变, ”［4］其原因在于，中国第一代学物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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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 能 够 训 练 出 来 第 二 代 大 批 的 人 才，是

46$% 年或 46"% 年以后的事情, 从 46$5 年、46$# 年、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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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猷先生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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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多少个学生继续作物理研究工作, ”［4］用

这个标准来衡量，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成立比较

晚，无疑是 46#$ 年以前中国最好的一个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最突出的成绩是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 从 46$6 到 46#$ 年的 $5 年中，清华物理系共毕

业本科生 "&% 人（含西南联大期间北大物理系毕业

生 $5 人、南开物理毕业生 $ 人），毕业研究生 44 人

（含西南联大期间北大研究院毕业生 4 人）, 这些培

养出来的人才，多人属于大师级人物，包括 4% 位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王大珩、

赵九章、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和周光召

（: 人是清华物理系本科毕业生，$ 人西南联大物理

系本科毕业，4 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半时研究生半时

助教），诺贝尔物理奖学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 这些培养出来的

"&% 位本科生和 44 位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3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 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
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4 人, 还有许多科学家，如电子学家冯秉铨、研究宇

宙线专家周长宁，波谱学家王天眷，冶金学家王遵

明，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断裂力学家陈篪，水准绝

不比院士低, 此外，院系调整时期还有 :% 多名在学

学生到北大或留学，以及许多因种种原因没有毕业

的学生, 肄业学生中还有中科院院士 : 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 " 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4 人，和美国科学

院院士 4 人, 此外还有为冀中抗日做出不可磨灭贡

献、遭诬陷而牺牲的熊大缜烈士，在百团大战中掩护

八路军野战总部转移而英勇牺牲的凌则之（ 凌松

如）烈士，革命家李昌、许立群、杨学诚、殷大钧等,
成才率之高，实属罕见, 更重要的，还有一大批知名

度不如院士，但是扎扎实实在教育第一线辛勤耕耘

的“园丁”，在企业部门建功立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是中国的脊柱,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开出了中国教育

史上绚丽的一朵奇葩, 根据杨振宁、黄昆等人的回

忆，他们在西南联大所受到的教育与国外著名大学

比较，丝毫不逊色，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学已达到当

时的世界水准, 在研究方面，"% 年代吴有训 ; 射线

研究，赵忠尧关于硬 ! 射线与原子核相互作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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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年代余瑞璜关于从 0 光衍射相对强度测定绝

对强度的研究都已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引

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王竹溪与汤佩松首次

提出水分化学势（ 如今植物生理学界称为水势）的

基本概念，“已远远超越其时代”& 据统计，12.2 年以

前，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完成、发表在英国 3*"’45
周刊上的论文，共 16 篇，全部是实验论文，其中 2 篇

第一完成单位署名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或清华大学金

属研究所，其他 . 篇分别由王淦昌、施士元、陆学善

这些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和何增禄（清华物理系系

友）完成& 这在当时国内独树一帜，考虑到当时国内

的战乱环境，愈加难能可贵&
可惜的是，老清华物理系的传统在解放后被中

断，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

判& 在 1278 年全国的院系调整中，清华物理系被并

到北京大学& 此后三十年内，作为国内著名理工科大

学的清华大学，竟然没有物理系& 直到文革以后，在

众多老清华校友不懈的努力下，清华物理系才于

1298 年恢复建制& 目前，清华物理正力图在新的历

史时期，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再创老清华物

理系的辉煌& 在“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正如

杨振宁先生最近所写，“追思八十年来的清华物理，

其经过、其进步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可以说西

方三四百年的进步压缩了为八十年& 这反映中华民

族整体大环境的历史性进步，也反映了几代清华物

理人的艰辛努力，值得我们回忆，值得我们深思& ”

9/ 年的历程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我最

近研究了这段历史，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老清华物理系的成功，在于她的一流的师资

队伍& 叶企孙先生在建系初期就为清华物理系延揽

了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

先生等一批名师，均为国内一时之选& 当一流人才的

聚集超过了“ 临界质量”，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首先

是名师吸引优秀学生，例如，1287 年，王淦昌和施士

元进清华第一年选的是化学系，并对化学入了迷，叶

企孙先生的“ 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

学，像磁石吸铁那样”把他们诱导到物理科学事业

中去了；1289 年吴有训来到清华教授近代物理，更

为他们日后从事核物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

是从事实验研究的本领［6］& 其次，培养的优秀学生

如王竹溪、赵忠尧等留洋回来，又成为新一代的名

师& 良性互动下，清华物理从而蓬勃发展& 西南联大

时期，清华物理系与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吴大猷、

朱物华、郑华炽先生汇聚昆明，期间又有王竹溪、张

文裕、马仕骏等不满 6/ 岁青年教授加盟，再加上清

华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的范绪筠、余瑞璜、叶

楷等十分活跃的研究人员，更加提高了师资队伍的

水准& 尽管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只有茅屋，但她有一

批大师，终能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等顶尖人才，成

为具有世界一流本科教学水准的大学物理系&
二、老清华物理系的成功，在于她共同的理念，

领导人的感召力以及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

高风亮节& 一流大师凝聚在一起，需要共同的精神支

柱，需要一个核心& 老清华物理系这些大师们，他们

一致的理想是“ 科学救中国”& 她最主要的领导人

———叶企孙，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开阔的胸怀

和崇高的人格魅力& 叶企孙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

自己高& 他一手开创清华物理系却主动让吴有训做

系主任；他亲自建立理学院，初具规模后，又主动让

吴有训做理学院院长，自己去创建清华大学特种研

究所，以适应抗日的需要& 在这样的领导下，大家怎

能不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叶企孙高瞻远瞩，精心

规划，一方面精心培育一批出类拔萃的物理学人才，

另一方面又亲自指导一些物理高材生留学攻读应用

学科，为我国许多高科技学科培养了奠基人或带头

人，如气象学家赵九章、光学家王大珩、地球物理学

家傅承义和翁文波、应用光学家龚祖同、力学家钱伟

长、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冶金学家王遵明、金属物

理学家余瑞璜和葛庭燧等& 叶企孙具有强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正义感，“三一八”惨案后他对王淦昌泪

如雨下的一番话，使得王淦昌深受感动，日后在国家

动员王淦昌隐名埋姓去从事核武器研究时，他毫不

犹豫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叶企孙先生千方百计支

持自己最钟爱的弟子熊大缜烈士，为冀中抗日做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他自己“ 文革”受到牵连，最

后含冤而死& 一个好的领导人，经常影响一个系的兴

衰& 正如李政道先生所写，“叶企孙老师是现代中国

科教兴国的先驱者& 他在 1287 年创建清华大学物理

系，从一位副教授（即叶老师）、两位助教开始，不到

十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就名列全国前列& 美国的加州

理工学院，在 1281 年聘请密立根（:)(();*,）教授去

主持校务后，不到十年成为世界的名校& 当时的清华

大学物理系虽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相比，但

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比美国差多了，在不到十年的

时间内，能把一个新创办的物理系，办成为全国第一

流，现在看来，在发展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我

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 8/ 世纪初的加州理

工学院相比美的，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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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 ”在叶企孙的带领下，

系里荡漾着正气, 当时留美公派考试，竞争十分激

烈, 任之恭是主考，他的学生戴传曾比吕保维低 %, #
分而未能入选, 这种“ 亲者严，疏者宽”的作风令今

人何等羡慕啊！

三、老清华物理系的成功，还在于她与国际接轨

的体制, 在一个好的体制中，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得以

发扬，内耗大大降低, 在梅贻琦、叶企孙等先生的领

导下，在管理上，清华真正实行了“ 教授治校”的体

制, 其组织基础是教授会和评议会, 教授会由全体教

授和行政各部主任组成, 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秘

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评议

员组成，成为清华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 系主任由全

体教授选出, 梅贻琦作风民主，常说：“ 吾从众, ”他

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

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在一些办学的重大措施上，他

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们的意见，“ 教授治

校”的制度真正得到逐步巩固与确立, 在教育上，老

清华物理系重视学生人格和品德的培养，视之甚至

重于传授知识；她提倡宽松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学

风，实施“通才教育”与学生自由转系，强调“只授学

生以基本知识”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不重量”,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位教师，毫无例外，既做研

究又教学, 没有所谓“ 纯教学的教师”，教师在讲课

时经常加入自己最新的科研进展和体会，传授科学

大师研究的思路，也更注重启发思考, 另一方面，也

没有只作研究不教课的教师, 按照规定，“ 专任教

授，授课钟点，至少每周 3 小时，或每学年 4& 学分；

至多每周 4$ 小时，或每学年 $5 学分；惟受聘学院长

或系主任者，得因公务繁重，酌量减少其授课钟点，

但至 多 以 减 少 每 周 " 小 时 或 每 学 年 & 学 分 为

度”［5］, 所有教师都十分爱护学生，整个清华物理系

就像一个大家庭, 例如，465& 年黄祖洽刚到北京，胃

不好，不适应食堂的硬饭，王竹溪先生就把他接到家

里吃饭，直到胃养好为止, 叶企孙把他批改的李政道

的一份电磁学试卷，三张土纸，珍藏在家里，一直到

他含冤去世 4& 年之后才被发现, 联大电磁学的年终

分数由两部分合成，一是理论考试部分（ 即这份考

卷，图 4），一共三道题，满分是 &% 分，李政道得了 #3
分, 第二部分是电磁学实验成绩的分数，满分是 5%
分，李政道得了 $# 分, 两部分相加得 3" 分, 这张纸

的背面有叶企孙批改的分数：“ 李政道：#3 7 $# 8
3"”, 这份考卷表明，叶企孙对人才的重视，当时就

觉得李政道是个天才，但是他又十分重视实验，即使

图 4! 叶企孙批改过的李政道的一份电磁学试卷

对于天才学生也照样严格要求,
在研究方面，她倡导“ 朴实无华”，“ 沉潜治学”

的学风，反对学术界“ 虚浮不实的风气”, 这些好的

传统，在今天都值得格外地珍视，好好继承下来,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老清华物理系也有

不足之处, 例如，受制于战乱环境和中国的不发达，

她培养人才还是以本科生为主，高层次人才的本土

培养始终未成大的气候；人才队伍还是比较偏小，教

师的 (92-:9 制度尚未建立；某种程度上存在“ 重男

轻女”的现象，等等, 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

也需要反思并克服其不足之处,
在庆祝清华物理系建系 3% 周年之际，在物理系

同人的帮助下，我们编了一本《 清华物理 3% 年》, 这

本书收集有关清华物理系发展的部分历史资料，加

上介绍物理系现状的文字，以供参考, 抚今思昔，希

望对今天的大学建设有所裨益,

参 考 文 献

［ 4 ］ 吴大猷, 物理，$%%#，"5（5）：$""

［ $ ］ 吴大猷, 物理，$%%#，"5（"）：4&3

［ " ］ 王淦昌文集第 & 卷，$43，$46

［ 5 ］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 清华大学出版社，4;;

·!"#·

清华物理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