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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于敏学长八十华诞

刘行义4 ! ! 赵凯华$

（4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廊坊! %&#%%%）

（$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4%%564）

! ! 今天是于敏学长八十华诞，我们一批当年在北

京大学物理系与于敏学长有同窗之谊的学友：让庆

澜、孙亲仁、周帅先、黎在宁、刘行义、赵凯华，相约在

一起为他庆寿，祝他老当益壮，福寿绵长。

从青年时代起，于敏就以优异的成绩和才能而

赢得人们对他的赞赏、支持和帮助。在中学求学时，

一次老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摸底考试，绝大多

数同学不及格并不足怪，只有于敏一人不但及格，而

且老师发现他有极强的推理能力。老师动员他转到

天津最好的中学———耀华中学以图深造。毕业班接

受转学学生，在耀华这样的学校是几无先例的。在

耀华中学优秀学生比比皆是，于敏转来后却力超群

英，高踞榜首，但并未引起他人的嫉妒。他待人诚

恳，学习上助人为乐，深受同学的尊敬和老师的钟

爱。他转学一年后即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年其父失

业，无力供其继续读书。这时其同学之父，启新洋灰

公司协理陈范有先生出于惜才，将于敏介绍给该公

司，由启新资助，供他上工科学习。4’77 年于敏考

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工系。于敏酷爱物理学，4’7&
年西南联大复员后他领到助学金，就转入物理系。

尽管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他却没有经受辍学之苦。

那时北京大学实行选修制，于敏学长对自己所

选的课程，都尽其所能学得最好。他选修的近世代

数班上，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只得 &% 分，

唯独他得了 4%% 分。他所选的微积分、普通物理，也

都是 4%% 分，各科成绩总平均近 ’" 分。

4’7’ 年于敏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兼任助教，先

后师从张宗燧、胡宁两位先生。张先生说：从来没见

过学物理有像于敏这样好的。在物理学中，于敏尤

爱量子场论。后来他服从国家需要，由量子场论转

到原子核理论，再转到氢弹原理的研究，两次都是在

自己的科学事业颠峰在望之际毅然转行，终于成为

两弹元勋，国之干城，为祖国为民族的一片赤胆忠

心，光可鉴人。

人人都知道于敏学长天资聪慧，其实他的诀窍

还是勤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钻进去，跳出

来”和“ 融会贯通”。4’75 年暑假，他手捧 8.9:3;

(:0< 著的热力学书对罗伯鹏同学说：看完第四遍，

终于看懂了！=.>:?1（“我找到了！”）的喜悦溢于言

表。4’7’ 年初物理系学生会曾组织过一次学习经

验交流会，他说他的经验是每年寒暑假中都反复看

《理论力学》、《 电磁学》。温故而知新，这就是他的

秘诀。

于敏学长对学习的时间是抓得很紧的，但这并

不妨碍他的广泛兴趣。他较喜欢打桥牌，每邀必至，

玩则尽兴，从不中途退席，也有他主动邀旁人来“ 战

斗”的时候。他虽非乒乓“ 国手”，却有几招球路不

好对付。他对《 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了如指掌，

书中诗句倒背如流。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

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

渡过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亲历日本侵

略军的残暴统治，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

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喜读裨官野史和古典文学

作品，仰慕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

和伟人，诵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沉郁豪放的诗句

朗朗上口。这样培养起来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襟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

业的坚实思想基础。

于敏学长平时在学习上乐于助人，他从未因学

习忙而拒绝他人的提问，而且对任何人讲解必求其

详，使人弄懂为止。他人有困难，必倾力相助。4’7&
年，让庆澜刚从云南大学数学系转来北京大学物理

系，因为一年级的课已学过，就决定直接选马大猷先

生为二年级所开的电磁学课。让庆澜中途插进来，

该课已讲了许多。没想到马先生突然搞了一次测

验，让庆澜未有很好地准备而考砸了。于敏就把自

己的笔记借给让，并给他解释课程的内容，使让很快

地跟上了班。

于敏学长朴实无华，心胸坦荡，待人诚恳厚道。

我们这些昔日的同窗，从未听他背后议论过谁长谁

短，对师长也绝不品头论足。但这并不表明他对人

没有判断力，他从未因交往不慎而有过上当受骗之

举。后来我们得知，在@文化革命@ 那个是非颠倒的

岁月里，他威武不屈，在重压下挺身而出，勇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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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了可能含冤的同志，而自己甘蒙黜降也毫不计

较。我们听了感到，这就是我们的于敏！我们为有

这样的学长而自豪。

于敏学长学业出众，但不妨碍他参加社会活动。

./01—./02 年，他曾担任物理系学生会干事。当时

学生运动频繁，每次他都与同学们一起去访问教授。

当时饶毓泰先生认为学生参加罢课游行对学习不

利，于敏就和这位他十分尊敬的老先生辩论起来。

但他知道教授是出于对同学的爱护，从此更尊敬饶

教授，而饶教授也更器重他。

于敏学长临毕业那年得了伤寒病，患病数日即

导致肠穿孔，生命岌岌可危。这下子急坏了全物理

系疼爱于敏的师长和敬佩于敏的同学。当时任北京

大学教务长的郑华炽教授当即请北京大学医学院院

长胡传揆教授组织医疗力量全力抢救，并给予最好

的护理。那时没有公费医疗，据说于敏的医疗费还

是饶毓泰先生个人掏腰包支付的，不知确否。在于

敏病情危急的时刻需要输血，物理系的同学们闻讯

后一下子就赶到医院，去了二三十个，排队验血型，

准备为于敏献血。于敏的血型是 3 型，结果只有赵

凯华、孙亲仁二人的血型对路而中选。此事足见于

敏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中之人望。

最后，我们将 42 年前的一张老照片奉献出来，

以怀念我们和于敏学长昔日同窗共渡的岁月，我们

再次祝愿于敏学长健康长寿。那时北京大学理学院

./01 年摄于北大理学院大讲堂前荷花池畔（ 后排左起：陈振士、

刘行义、于敏、陈藻蘋，前排左起：让庆澜、赵凯华、江丕桓、戈革）

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一个美丽的校园里。最令人

留恋的莫过于大讲堂前秀美的荷花池了。盘形的草

地环绕着娇小的莲池，周围植有苍松翠柏，丁香海

棠。莲池中央汉白玉石柱上的日晷，指针永远指向

天枢，古朴的篆刻罗列在石柱的四方，铭文曰：“ 仰

以观于天文，頫（通‘俯’）以察于地理；远取诸物，近

取诸身。”.）当年我们于功课之余经常在此小憩，从

中领略到多少探索宇宙奥秘的哲理和科学的价值观

呀！今日观此照片，斯情斯景，感触良深。

.）- 此日晷现树立在北京大学燕园校园内的“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

物馆”———编者注

美好的成长时光

余友文- - 张宗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5550/）

- - 6557 年 2 月 .7 日是于敏先生八十寿辰，作为

他的第一代学生，我们想借祝贺他的寿辰的机会，浮

想 05 年前的往事，追忆我们在于敏先生指导下工作

的 .5 年，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
于敏先生是指导我们开展科研工作的启蒙老

师& ./47 年我们从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来到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分配到于敏先生和邓

稼先先生领导的组内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邓先生

指导了我们一段时间以后，由于有其他更重要的研

究任务，就全部由于先生来指导我们了& 与邓先生相

处时间虽短，他对我们学习群表示理论的指导和各

方面的关心，我们仍铭记在心& 与于先生相处的时间

就长得多了，一直到 ./77 年十年浩劫开始，我们都

是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和开展研究的&
刚进所时，于先生布置我们新毕业大学生读那

本厚厚的 3(*"" 与 89)::;<#= 于 ./46 年合著的《原子

核理论》，要求我们轮流对每一章做读书报告& 于先

生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采用的是启发式指导&
经常在我们做读书报告时，指出我们平铺直叙，抓不

住重点和理解物理内容不够深刻的缺点& 在调研文

献时也是这样，于先生要求调研文章之后要在组内

做介绍& 我们把文献中的公式一个一个地推导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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