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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物理 ./ 年

朱邦芬- - 王- 青
（清华大学物理系- 北京- 0///.1）

- - 清华大学物理系始建于 0234 年，在著名物理学

家叶企孙先生带领下，迅速成为国内最好的物理系；

抗战期间，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艰苦

的战乱环境中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奇迹&
0253 年在院系调整中& 清华物理系被并到北京大

学& 经过不懈的努力，清华物理系于 02.3 年恢复建

制，得以复兴& 目前正在努力再创辉煌&

0- 迅猛发展的初期（0234—0267）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于“ 清华学校”设立大学

部的翌年———0234 年的秋天，是清华大学成立最早

的十个系之一&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是

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

学校，设中等科和高等科，学制共八年& 高等科毕业

生相当于大学二年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从大学三

年级开始读起& 清华学校毕业生中一部分去美国学

习物理的学生，如梅贻琦、叶企孙、萨本栋、周培源、

任之恭等人，构成早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核心&

图 0- 成立初期清华大学物理系全体教职工合影

（前排左起：郑衍芬、梅贻琦、叶企孙、贾连亨、萧文玉；

后排左起：施汝为、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

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物理学

家、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叶企孙& 成立时有

教授梅贻琦、叶企孙，教员赵忠尧、郑衍芬，助教施汝

为，教辅人员 3 人，本科生两个年级共 7 人& 0235—

023. 年期间，叶企孙担任清华所有物理学理论课程

的讲授& 叶企孙千方百计延揽良师，先后聘请到吴有

训（023. 年）、萨本栋（023. 年）、周培源（0232 年）、

赵忠尧（0263 年）、任之恭（0261 年）、霍秉权（0265
年）等教授，和其他教员、助教多人& 0261 年，叶企孙

推荐吴有训接任系主任；0267 年又主动让贤，推荐

吴有训接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在叶企孙和吴有训领导下，短短几年，清华大学

物理系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物理系&
在教学上，“ 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和“ 理论与

实验并重，重质不重量”，这两句话可视为清华物理

系本科教育的基本思想& 一方面，教师教学认真，对

学生要求严格，平时作业多，考试多；另一方面，物理

系建有普通物理实验室、热学实验室、光学实验室、

电学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以及自制实验仪器设

备的金木工厂，教师既教学又亲自做研究，注重于解

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戒当时高调及虚空之弊& 在盖

革计数器发明的第二年，026/ 年夏天，清华物理系

就把用盖革计数器测量铅对 ! 射线的吸收系数，列

为四年级学生的近代物理实验课的一个内容，学生

钱三强制作真空系统、熊大缜研制红外胶卷拍出中

国第一张红外夜视照片，都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
在科学研究方面，在叶企孙和吴有训领导下，短

短几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在物理学科研和教学上取

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吴有训在清华做的关于 8
射线经气体原子散射实验研究，3 篇论文分别于

026/ 和 0260 年在英国的 9*"’:; 周刊发表，创中国

人在中国做的物理研究在外国一流杂志发表之先

河& 赵忠尧和学生在清华完成的《 硬 ! 射线与原子

核的相互作用》和 3 篇关于原子核内中子共振能级

间距的实验，都在 9*"’:; 杂志发表& 著名物理学家

<& 卢瑟福教授在前一篇论文（0266 年发表）前加了

按语，说这一实验结果提供了正 = 负电子对产生的

又一证据，并对赵忠尧回国后能自己动手创造条件，

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很加赞赏& 严济慈先生在 0265 年

《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 026/ 年

至 0266 年 1 年内国内物理化学领域重要论文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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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二十年代初的早期科学馆

图 "! 34"&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

排：秦馨菱、戴振铎、郑增同、林家翘、王天眷、刘绍唐、何成

钧、刘庆龄；5 排：方俊硅、池钟瀛、周长宁、钱伟长、熊大缜、

张恩虬、李崇淮、沈洪涛；" 排：赫崇本、张石城、张景廉、傅承

义、彭桓武、陈芳允、夏绳武；$ 排：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

任之恭、吴有训、何家麟、顾柏岩；3 排：陈亚伦、杨镇邦、王大

珩、戴中扆、钱三强、杨龙生、张韵芝、孙湘）

图 5! 清华大学物理系 34"& 级毕业留影（后排左起钱三强、

杨镇邦、陈亚伦、杨龙生、谢毓章, 前排左起，王大珩、戴中

扆、许孝慰、何泽慧、于光远）

3& 篇，清华物理系为 4 篇, 34"$ 年 6 月中国物理学

会第一次年会暨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科学馆举行,
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为领导机构成员,

34$4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学生王淦昌、施

士元、周同庆、钟间共 5 人毕业, 34"% 年物理系成立物

理研究所，开始培养研究生，陆学善于 34"" 年成为清

华物理系毕业的第一位研究生, 从 34$4 到 34"6 年，

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 &4 人，研究生 3 人, 其中多

人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如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

强、何泽慧、李正武，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王竹溪、胡

宁、张宗燧，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专家王大

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陆学善，气象学家

赵九章，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翁文波、秦馨菱，电子

学家陈芳允、冯秉铨、戴振铎，波谱学家王天眷，冶金

学家王遵明，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等, 此外，还有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等，为冀中抗日做出不可磨灭贡

献的熊大缜烈士等许多中华英才, 王淦昌、钱三强、彭

桓武、王大珩、赵九章、陈芳允等 & 位科学家于 3444
年被我国政府表彰为“两弹一星元勋”, 7% 人中，中国

科学院院士有 $3 人，美国院士 $ 人,

$! 创造奇迹的联大时期（34"6—345&）

34"7 年抗日战争爆发, 清华师生先撤到长沙，与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34"6
年 5 月又迁移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物理系集中三校精华，人才济济，中国

物理学界许多学术造诣很深的知名教授在这里执

教：有来自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

王竹溪、霍秉权；有来自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

猷、郑华炽、马仕俊；有来自南开的张文裕；还有联大

师范学院聘请的许浈阳, 联大理学院院长由吴有训

担任，345# 年以后由叶企孙接任, 联大物理系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由三校教授统一授课，联大物理

系主任先后由饶毓泰、郑华炽、霍秉权担任, 清华物

理系系主任先后为吴有训和叶企孙, 从 34"6 年至

345& 年，西南联大物理系（ 含清华、北大、南开物理

系）共毕业本科生 3"3 人, 西南联大期间，研究生培

养（除上课），各个学校分开管理, 联大期间共有 7
名物理学研究生毕业，其中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有

谢毓章、黄授书、杨振宁、张守廉、应崇福和杨约翰,
由于师资力量非常强，一门课程几位教授均可开

设，每位教授能开多门课程，不少课程是由从事该学

科研究的专家讲授的, 特别是普通物理，联大物理系

同时有 " 位教授开这门课，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西

南联大物理系的教学已达到当时世界水准, 345# 年杨

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道：

“那几年我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

平, 譬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

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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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学& ”黄昆 ./01 年去英国布列斯托尔大学读博士

学位，他觉得自己“基本知识增加很有限”，认为自己

虽然名义上是硕士毕业去英国读博士学位，但实际水

准，特别是量子力学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他的英国同

学，达到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
在研究方面，由于原先学校内大部分实验仪器

未能抢运出去，又因经费限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实

验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周培源

和王竹溪等取得了较好成绩& 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

清华大学成立了特种研究所委员会，叶企孙担任主

席，领导清华大学无线电、航空、国情普查、金属和农

业等 1 个研究所，从事与抗日有关的科学研究& 与清

华大学物理系相关的教授有金属研究所的余瑞璜，

无线电研究所的任之恭、孟昭英和范绪筠& ./23 年

起担任清华物理系助教，./2/ 至 ./14 年任教授的

余瑞璜，在昆明那样艰苦的环境里，./04 年一年就

在 5*"’67 周刊发表了 0 篇论文& 他关于从 8 光衍射

相对强度测定绝对强度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

高度重视，被认为开辟了 8 光强度统计学研究的新

领域& 据统计，./01 年以前，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完

成、发表在 9+)7,+7 和 5*"’67 的论文，共 .4 篇，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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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篇也全部由王淦昌、施士元、

陆学善这些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完成&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西

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

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 两

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 联大助教和

研究生），以及戴传曾、李荫远、徐叙瑢、黄授书、张

守廉、应崇福、高鼎三等一大批杰出人材，开出中国

教育史上绚丽的一朵奇葩&
联大的物质条件非常差，然而学风非常好& 除了

教师的作用外，艰苦的环境、特别是天天面临救亡图

存的现实环境，促使学生更加努力，更加发奋图强&
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成

为激励大家的座右铭& 此外，联大素有“ 民主堡垒”

之称，到了抗战后期，学生思想解放，民主运动高涨，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全面培养人才&

2- 从复员到院系调整（./0:—./14）

./0: 年 1 月 0 日联大结束& 按各人志愿，联大

物理系学生 .3 人选择到北大物理系继续学习，12

人到清华物理系继续学习& 重新回到魂牵梦绕的科

学馆，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在叶企孙先生带领下，

在图书资料、实验设备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殆尽的情

形下，齐心协力，重建物理系& ./0: 年 .3 月，清华大

学在北平开学&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有叶企孙、吴有

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任之恭、孟昭

英、余瑞璜、范绪筠等 .3 人& 以后加入物理系的教授

还有钱三强、彭桓武、洪朝生、葛庭燧等& 解放后物理

系补充了许多青年教师，教师人数有较大的增加& 院

系调整前，物理系教工共 0: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

教授 . 人，讲师 : 人，助教 .; 人，技术员 2 人，职员

工人 / 人& ./0: < ./14 年期间，清华大学物理系主

任先后由霍秉权、叶企孙、钱三强、王竹溪等担任，孟

昭英在王竹溪出国学术休假期间也代理过一年系主

任& 清华大学物理系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准，是当年物

理学得最好的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 ./0; 至 ./14
年，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 .;: 人，研究生 ; 人&“两弹

元勋”之一的周光召，为祖国核武器事业和物理学

做出重大贡献的黄祖洽、李德平、何祚庥、唐孝威、胡

仁宇、刘广均、陆祖荫、蒲富恪、杨士莪、叶铭汉、李庆

忠、周本濂、高伯龙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就是这个时

期毕业的学生& 解放初考入清华物理系后来成为著

名科学家的，还有管惟炎、邝宇平、黄胜年、朱高峰、

何德全、钱绍钧等多人&

图 1- ./0/ 年 .3 月，陈毅参观清华时与叶企孙等校领导合影

（左起：叶企孙、潘光旦、张奚若、张子高、陈毅、周培源、吴晗）

./14 年秋，在“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下，

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高等学校

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院系调整”运动& 中国高校

理科与工科分家，文科与工科分家，清华大学变成一

所多科性工科大学& 清华物理系绝大部分教师和全

部学生，和原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物理系以及清华地

质地理气象系的气象部分合并成北京大学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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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物理界的

领军人物，教授包括来自原来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

赵广增、胡宁、黄昆、虞福春，来自原清华物理系的叶

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杨立铭、洪朝生，来自原燕京

物理系褚圣麟，北大物理系成为中国高校中首屈一

指的物理重镇, 清华物理系调入北京大学的师生，为

北大物理、乃至全国物理教学和科研继续做出了重

大贡献，周培源、王竹溪后来分别成为北京大学正、

副校长，叶企孙开创了北大磁学研究, 余瑞璜则调到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成为吉林大学物理学

科的开创人之一,

3! 逆境中的奋斗（45#$—456&）

清华大学物理系撤销后，清华物理学科元气大

伤，名教授全部调离（唯一留在清华的孟昭英教授去

了无线电系），& 名教师和 43 名留校的 45#$ 年暑期毕

业生，重新组成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承担起全校各

个工科系本科生的普通物理及实验教学重任, 清华物

理研究生毕业而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的徐亦庄（讲师），担任教研组主任, 45#% 年代中，王

明贞、谢毓章、徐璋本等陆续到从海外回到清华物理

教研组担任教授，45$5 年担任清华物理系助教的何增

禄教授也调到物理教研组任中级物理实验室主任，物

理系 45"% 年代毕业生刘绍唐、何成钧也回到清华物

理教研组，骨干教师还有清华 3% 年代毕业的张泽瑜、

夏学江，以及李恭亮等, 这些老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

继承原先好的传统，自强不息，很快清华的工科物理

教学就走在全国前面, 45#" 年至 45#& 年苏联专家组

组长巴巴诺夫是物理教研组顾问，期间指导教研组的

工作，帮助建立工作量制度和其他教学活动, 苏联专

家还招收研究生，45#& 年毕业留组并成长为教研组骨

干的有：张培林，欧振亚，王以炳，丁俊华, 为适应清华

新兴学科发展的需要，45#& 年 $ 月，原物理教研组分

成以刘绍唐为主任的普通物理教研组和以徐亦庄为

主任的理论物理教研组，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教授量子

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 45#7 年以后，两个教研组

合并，刘绍唐任物理教研组主任, 45#5 年 7 月，$4 名

45&4 届学生进入物理教研组师资培训班，按照理科物

理的要求进行了培训，最后于 45&$ 年毕业，加强了物

理教学的师资力量, 45&$ 年直到文革结束，物理教研

组共有教授王明贞、谢毓章、徐亦庄、刘绍唐等 3 人，

副教授何成钧、童寿生 $ 人, 45&% 年至 45&& 年，物理

教研组招收研究生 & 名,

图 &! $%%4 年物理系老教授王明贞 5# 岁寿辰，王大中和顾

秉林校长专程探望

45## 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为培养理工结合

的新型人才，开创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科学技术，清

华大学筹办工程物理系，并于 45#& 年正式建立，何

东昌担任工程物理系系主任, 物理教研组的一批教

师如何增禄、刘广均、胡大璞等调到工程物理系, 工

程物理系在为国家培养了以王大中为代表的一大批

国家急需的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建

立了几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如理论物理专业、核物

理专业和材料专业等，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惕碚、柳百

新、沈文庆、顾秉林、朱邦芬等人都是工程物理系文

革前的学生, 此时，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等新兴学科

的发展，也需要更多更强的物理支撑, 清华大学的理

科物理教学，慢慢地有所复苏,
文化大革命不堪回首，物理实验室遭到严重破

坏，45&7 年“武斗”期间，普物实验室所在的科学馆

屋顶被烧毁, 仅有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基础研究，也被

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而遭到批判, 所幸的是，一个偶

然的机会，促使了物理教研组激光科研的开展，使之

达到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
456$ 年 6 月，老校友杨振宁回国向周恩来总理

呼吁，“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周恩来

总理多次指示要“ 加强基础研究”，“ 这事再也不能

拖了”, 456" 年，清华大学建立了固体物理、物质结

构、激光等四个研究班，在留校的青年教师中招收学

员, 尽管在“ 四人帮”党羽的干扰下，固体物理等研

究班只坚持了半年多，但这四个研究班为日后清华

大学理科的复兴储备了一批人才,

#! 复兴（4566—$%%&）

文化大革命结束，宣布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

·!!"·

清华物理 7%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临& 在邓小平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下，各项工作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00 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

./01 年恢复招考研究生&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

物理、固体物理、核物理等专业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和

研究生，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也开始招收研究生& 欧

阳钟灿、顾秉林、范守善、朱邦芬等人都是文革后清

华招收的第一批物理学研究生& ./0/ 年，清华大学

撤销了 ./20 年将孟昭英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决定，

年逾古稀的孟昭英院士从无线电电子学系转入物理

教研组&
在任之恭、黄葳等大批著名的海内外校友的呼

吁下，为了适应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需要，清华大学于

./13 年 4 月 35 日决定，在物理教研组和工程物理

系理论物理、固体物理、核物理教研组的基础上，恢

复物理系& 复系时，物理系全系教职工总人数 ./0
人& 原 工 程 物 理 系 系 主 任 张 礼 教 授 担 任 系 主 任

（./13 6 ./15）& 虽然行政上已经建系，但原工程物

理系部分与原物理教研组部分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不

紧密& ./15 年 1 月，两部分再加上原工程物理系的

加速器教研组，正式整合为一个实体———现代应用

物理系& 物理系全系教职工总人数 351 人，其中教师

.01 人& 清 华 杰 出 校 友 周 光 召 院 士 兼 任 系 主 任

（./15—./11），刘乃泉任常务副主任& ./12 年，清华

大学理学院恢复，周光召担任理学院院长& 以后熊家

炯（./11—.//7）、陈 皓 明（.//7—.//5）、顾 秉 林

（.//5—.///）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

主任& .//5 年 .3 月加速器教研组又回到工程物理

系& ./// 年现代应用物理系重新更名为物理系，顾

秉 林（.///—3777）、王 青（3777—3778）、朱 邦 芬

（3778—）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改革开放的东风，给复系后的清华物理系带来

了生机& 恢复建制二十余年来，物理系在各个方面都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学校发展和国家的科技进步

做出了贡献&
物理系之本在于师资队伍的质量& 复系以来，物

理系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一

方面，物理系历届领导以叶企孙为榜样，广揽名师&
复系 以 来，物 理 系 引 进 的 中 科 院 院 士 有 李 家 明

（.//4 年）、陈难先（3777 年）、李惕碚（3777 年）、王

崇愚（3777 年）；引进以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邝

宇平（./15 年）、朱邦芬（3777 年）、薛 其 坤（3772
年）；引进的名教授有孙洪州、吴国祯、李丽等；引进

清华大学协议年薪教授张双南；引进教育部长江特

聘教授韩征和、楼宇庆、翁征宇、薛其坤 5 人（ 还有

长江讲座教授 0 人），引进以后成为长江教授的有

张广铭；引进清华大学“ 百人计划”教授朱邦芬、莫

宇翔、楼宇庆、刘玉良、翁征宇、高原宁、程曜、张卫平

等，和以潘建伟和谈自忠为首的讲席教授组& .//0
年，在杨振宁教授的提议下，清华大学成立了高等研

究中心，杨振宁教授亲任中心名誉主任，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聂华桐任主任& 中心引进了几

位活跃在物理学前沿的著名物理学者& 从成立伊始

到 377. 年，高等研究中心挂靠在物理系，3773 年以

后，中心独立成为实体，但在学术上仍与物理系交叉

很多& 另一方面，物理系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

问、进修和攻读学位，大大提高了业务水平& 顾秉林、

范守善、朱嘉麟、陈皓明、曹必松等固体物理研究班

培养的一批青年教师是其中的佼佼者，顾秉林、范守

善并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一批文革后毕业留系

和从外校招聘来的优秀的青年教师，系里为他们创

造条件，促使他们茁壮成长& 庄鹏飞、龙桂鲁、高原

宁、张广铭、段文晖、赵永刚等先后获得了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复系 37 年来，由于大批骨干教师退

休，物理系教工总人数由 ./13 年复系时的 ./0 人

（./15 年，351 人；.//8 年，330 人）大幅度下降到

3774 年初的 .38 人，但是，院士由 . 人上升到 / 人

（不含兼职院士），如果加上全时在清华工作的中科

图 0- 清华大学物理系 / 位院士在理科楼叶企孙铜像前合

影（左起：薛其坤、范守善、李家明、李惕碚、陈难先、顾秉林、

邝宇平、王崇愚、朱邦芬）

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先生，院士总人数达到 .7 位；教

授人数 由 复 系 时 2 人（./15 年，/ 人；.//8 年，31
人）上升到如今的 55 人& 物理系师资队伍总体质量

有明显的提高&
清华物理系在培养人才上，曾有辉煌的历史& 在

共和国 38 位“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 / 位是清华物

理系的本科毕业生（含 3 位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毕业

生），他们是：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王大珩、赵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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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 还有一位“ 两

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助教和在

职研究生, 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华裔诺贝尔物理

奖获得者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本科生，杨振宁是清

华物理系培养的研究生, 据统计，有 3$ 位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清华物理系学习或工作

过, 复系 $% 余年来，物理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和

人才培养，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上，一方面，物

理系对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公共课（ 普通物理、普通

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实验、理论物理）继续保持高水

准，另一方面，面向物理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日

臻完善, 既做科研又从事教学的教师已成物理系教

学的主力军，其中涌现出一批有潜力的名师候选人,
令人瞩目的是，杨振宁先生在 $%%4 秋季学期为物理

系大学一年级本科新生开设了“普通物理”课程，鼓

舞了物理系师生，影响了全国高教界，为更多的名师

走上讲台树立了榜样, 到目前为止，物理系绝大部分

教师，包括院士在内都承担了教学任务，鼓舞了学生

学习物理的积极性, 5665 年清华物理系被评为“ 国

家理科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与 教 学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物

理）”，又被评为“ 国家工科物理课程教学基地”, 工

科基地在 $%%% 年考核中被评为全国两个优秀基地

之一；理科基地 5663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基地，两个

基地在 $%%4 年评估中又双双评为全国优秀, 5663
年物理系通过评审成为全国高校首批 # 个物理学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之一, $%%5 年，教育部开展

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 上一次评选在

563% 年代末），清华物理系申报的三个物理学二级

学科（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和原子分子

物理），全部被评为教育部重点学科，实现了零的突

破, 新成立的天体物理也在 $%%" 年被评为博士点,
在人才培养上，563$ 年复系时，物理系设有博士点 $
个：理论物理和光学；硕士点 4 个：理论物理、光学、

固体物理、核物理与核技术；本科生 5&& 名，招收研

究生 $$ 名，毕业研究生 57 名；5634（566"）年，现代

应用物理系有本科生 "#7（"5#）名，研究生 &5（54&）

名，其中博士生 "（4$）名；现在系本科生 #%" 名，研

究生 $73 名（ 其中博士生 575 名）, 自复系以来，清

华物理系累计培养本科生 57#5 名，硕士 #4% 名，博

士 6# 名, 毕业学生中已涌现一些事业有成者，如：物

理系历史上培养的首位博士欧阳钟灿（5634 年底毕

业并获学位），现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5667 年

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院士；6$ 届博士刘国治现任

解放军第 $5 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是我军最年轻的将

军之一；36 届本科生戴宏杰现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

化学系最年轻的教授，并于 $%%4 年获得裘利斯史普

林格应用物理奖；3& 届本科生张朝阳现任中国最大

的门户网站之一搜狐网总裁，并被美国《时代周刊》

誉为全球 #% 位“数字英雄”之一⋯⋯近年培养的博

士生也涌现出一批佼佼者, 连续四年，每年都有一位

博士（吴健、吕嵘、胡辉、卢军强）荣获全国优秀博士

论文奖励, 优异的培育质量，促使物理系招生质量进

一步提高, 目前录取的本科生高考平均成绩在全校

名列前茅，5663 年开始招生的基础科学班的学生，

更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中学生，$%%# 年包含物理系、

数学系及部分信息学院的数理基科班联合招生，平

均录取分数在清华 4% 多个院系中排在第 4 位, 许多

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被多位来访的国外著名物理

学家称赞并羡慕不已，认为可与美国最好大学培养

的最好的学生相媲美, 研究生的质量也大大提高，最

优秀的本科生不愿留校攻读研究生，或只愿读硕不

肯读博的局面已有根本的扭转,
在教育部“63#”、“$55”以及国家基金委、科技

部的支持下，物理系的学科建设成绩显著, 复系时，

物理系没有自己的系馆，办公地点分散于全校各处，

被戏称为“八大处、十三陵”, 5666 年，全新的理科楼

落成使用，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经过多年建设，

物理系现有学科齐全，整体布局比较合理，科研水平

逐年提高，7 个物理学和 5 个天文学二级学科都有

比较坚实的科研基础，具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的

实力，并大多正在承担 67"、3&"、基金委重点或重大

项目等国家级基础研究课题, 多个跨二级学科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和跨一级学科的研究中心在不同层

次、以不同方式组织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协调多学

科交叉研究、促进国际与国内交流合作, 近几年来，

物理系科学研究成果突出，朱嘉麟、顾秉林等人关于

低维量子结构的理论研究获得 $%%% 年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屡有论文在 81/9219，:0(-;9，<’=>/10. ?9@
A/9+ B9((9;> 等杂志发表, 清华大学被 8CD 收录的物

理学科论文，$%%5 年名列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第

四；$%%$ 年以后连续 " 年跃居全国第一, 物理系目

前已经形成了一支以凝聚态物理为主、包括原子、分

子物理和光物理的跨专业研究力量，在量子结构的

制备、表征、操控和物理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

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在应用与产

业化方面已有良好的成绩, $%%4 年 5 月，清华 E 富

士康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启用，标志着清华物理在一

个关键的前沿领域正朝国际先进水平奋进, 范守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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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顾问委员会成员与物理系部分教师座谈

研究组对于氮化镓纳米线和碳纳米管定向生长的研

究成果，先后于 /001 年和 /000 年发表在 2+)3,+3 杂

志上，两篇论文被 245 引用都远远超过 677 次，8778
年，物理系博士生姜开利以第一作者在 9*"’:3 发表

《连续碳纳米管长线及其应用》，成果入选 8778 年

度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在高温超导应用物理研

究上，韩征和、曹必松教授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研究

极端尺度下的基本物理问题方面，物理系既有实力

很强、长期坚持物理学基本问题研究、并积极参与国

际合作的“高能物理与核物理研究所”，又新成立了

人员精干、水平国内领先的从事高能天体物理和理

论天体物理研究的“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由于物质

的基本结构和天体的结构是完全关联在一起的，完

全有可能在将来最基本物理问题的突破上做出贡

献&
8778 年 ; 月，王大中校长邀请杨振宁、沈元壤、

沈志勋、沈平等四位国外著名物理学家评估物理系&
在他们提交的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物理系在学校的

支持下改革了原有体制& 目前，物理系已经建立了教

授治学的体制，包括物理系教授大会是全系有关教

学和科研所有重大问题（ 包括进人）的决策机构的

体制，重大问题先由教授大会下属委员会进行讨论，

提出议案后再提交教授大会讨论决定；物理系建立

了 <*+’("= 和 2"*>> 两个系列，分别具有不同的考核

要求和目标；<*+’("= 系列试行“ "3,’:3 ":*+?”制度，

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要求新聘的每位成员都有成

为国际一流学者的潜力，新聘人员绝大多数属于

“ "3,’:3 ":*+?”，6 年 ":*+? 期满后，不合要求的，必须

离开；每个 <*+’("= 成员负有教学、研究、和服务三项

职责，所有教师每年至少教学 0; 学时，教学是每位

成员的第一位职责，等等&
清华物理学科正在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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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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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物理 .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