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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施士元先生

悼念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施士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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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6 月 ’6 日，在中国物理学会秋季学术

年会期间，庆祝施士元先生百岁寿辰暨施士元文集

首发式在南京大学安中楼举行- 不幸的是，一个星期

后，施先生就永远地走了-
施先生年轻的时候一直是个高材生，成绩总是

优异- ’6$;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 ’6$6 年

毕业时，又与王淦昌等一起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 同

时，他又是一位爱国青年，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积极

参加抗日活动- 在解放前夕，他还带头保护中央大

学，反对搬迁台湾-
施先生是在 ’6$6 年留学法国的- 他在法国巴黎

大学居里夫人的镭研究所做研究生，在居里夫人的

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的研究- 在留法期间，他研究了

钍 <、钍 = > =? > =@和锕系元素锕 = > =? > =@的 ! 射

线磁谱，分别发表在 ’6"$—’6"" 年法国科学院院报

上- 他还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发表在 ’6"" 年的

法国《物理学年鉴》上- 在这些文章中，施先生研究

了 " 射线、! 射线和 # 射线，特别是发现 " 射线精

细结构能量与 # 射线能量严格一致，这是非常重要

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试图解释 ! 射线连续能谱

的 ABC80 理论直到 ’6"D 年才提出- 在施先生从事此

项研究的时候，! 射线所呈现的连续谱仍是一个谜，

它与 # 射线的分立谱极不协调，甚至对原子核物理

是否仍具有量子特性以及原子核层次能量是否仍然

守恒形成了挑战- 施先生发现的 " 射线精细结构能

量与 # 射线能量严格一致的事实，至少说明原子核

物理的 " 衰变和 # 衰变仍然遵循量子规律，原子核

仍然具有明确的分立能级，对当时这个领域的困境

起到了一个方面的澄清作用- 施先生的这些成果，是

他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这些工作，他于

’6"" 年获得了法国博士学位- 他是居里夫人为中国

培养的唯一的一位博士-
施先生 ’6"" 年回国以后，便受聘担任中央大学

教授兼物理系主任，年仅 $; 岁，成为最年轻的教授-
从此，他便在中央大学 E 南京大学执教半个多世纪，

直到 ’6F& 年退休- 其实，这半个世纪并不平静，经历

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包括“ 反

右”运动和“ 文革”动乱等- 尽管如此，这期间，无论

教学方面或者科研方面，施先生总是努力工作-
施先生在教学之余，也坚持从事科研- 由于实验

条件的限制，他的科研方向有 不 少 变 化- ’6"" 至

’6"& 年间，他做了一些关于 G 射线和光谱分析方面

的研究，特别是在研究液态钠时，发现液态中存在着

固体的晶格结构，就是说，液体在长程上是无序的，

在短程上仍是有序的- 随着日本侵略和八年抗战，中

央大学内迁重庆，教学和科研都非常艰苦- 解放后，

根据工作需要，他在南京大学创建了核物理学科和

金属物理学科- ’6;#—’6;6 年间，结合创建金属物

理学科，施先生研究了 H.=." 有序无序转变动力学

等问题-“文革”后期，施先生的理论核物理组还领

受了核参数的计算任务，完成得很好，获得了集体

奖-
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施先生对教学工

作是非常重视的，由于缺乏人手，经常没人讲的课他

就去讲- 所以，他曾讲授过物理系的许多课程，编写

过许多讲义，也出版过许多教材，还翻译过许多书-
仅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图书（包括教材、译著、科普

读物等）就有 ’D 部- 他培养的学生非常多，不少人

已经成为物理学界的杰出人才，$% 世纪 ;% 年代首

先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吴健雄就是其中之一-
施先生是闲不住的- 即使退休以后，他仍然忙个

不停，于 ’66" 年和 $%%$ 年分别出版了《汉英物理学

词汇》和《汉英环境科学词汇》两部著作- 而且，F% 岁

以后还开始学油画，至今已完成了一百多幅，往往以

诗、词、歌、赋以及其他富于文化深意的内容为题材，

寓意深刻- 有的（如《雁归来》）还参加了北京的油画

展-
我认识施先生还是在“ 文革”结束前后- 那时还

在工厂工作的我，正面临业务归队的问题- 施先生一

向很关心年轻人，他和天文系的戴（文賽）先生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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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支持我调入南京大学工作& ./01 年，我就调到天

文系从事高能天体物理和宇宙学领域的教学和科

研，直到 2334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并

于 2335 年兼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在与施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他是一

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他备课努力、讲课认真，他诲人

不倦、平易近人，他作风正派、待人热情，特别是他淡

泊名利，不求闻达的高尚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施先生经常说，居里夫人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

她和镭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深爱着他们的事业，即

使身体可能受到放射性的伤害也无悔，因而寿命往

往不长& 施先生用屈原楚辞中的话“ 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描述他们的精神风貌& 其

实，同样的话也能用来描述施先生本人，他也是深爱

着他的事业& 施先生还很有感慨地说，他却活到了百

岁& 的确，由于国内的条件，他回国后接触放射性不

多，更重要的，他的淡泊宁静的平和心态使他的晚年

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恬淡满足，对他的长寿起了重要

的作用&

缅怀施士元教授

夏元复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2.33/4）

- - 施士元教授，中国核物理学先驱& 江苏崇明人

（现崇明属上海市），生于 ./31 年 4 月 .1 日& 前不

久，南京大学为施老举行了盛大仪式，祝贺他百岁寿

辰及其文集《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的首发& 按

照中国“虚岁”的传统，施老己足百岁之数，但因近

日身体欠佳，施老只能委托他大女婿、著名学者俞邃

代为宣读讲演稿& 短短的文字中，他笑言自己“ 无忧

无虑地走过了百年& ”言犹在耳，九天以后，他真的

远离我们而去了& 南京大学小百合网上一时轰动，竟

有四百多名师生发帖悼念，寄托哀思，向这位德高望

重、淡泊名利的中国物理学界元老之一深深哀悼&
“巨星陨落，南大的损失，中国的损失，大师一路走

好，默哀⋯⋯”& 后辈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施先生的精

神，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笔者 ./66 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以后工作于

原子核物理专业，曾深受大师教诲，得到终身的启迪

和教益& 先生常用庄子的话“人生有涯知无涯”来勉

励自己，今先生己远去，我将得自先生的点点滴滴，

分题汇集，写成回忆，以飨读者&

.- 布衣出身- 少年早成

施士元的父亲施禹传毕业于河北省保定军官学

校，辛亥革命时曾参与国民军攻占南京的战役& 治家

严谨，教子有方& 施士元 ./23 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

六年学制，他五年完成& 在学期间，他曾被选为学生

会长，参加过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 ./26 年夏，以

物理、化学、数学三科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

理系，成为清华大学首届物理系学生& 施老在回忆录

中写道：和我一同进校的学生共有 .23 人& 只有男

生，没有女生& 经入学体检后又有 4 人退学，因而实

际入学的只有 ..0 人& 这 ..0 人中，在以后四年学习

期间退学、休学的高达三分之一，因此最后实际毕业

的仅 13 名& 在这四年间，施士元学习认真，成绩优

秀，获得了大量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为日后的科

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2/ 年夏，施士元毕业于清华

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
同年夏，施士元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 从

上海出发乘海船，历时 4. 天到达巴黎，到巴黎大学

镭研究所报到&
巴黎大学镭研究所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的

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

源装置& 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放射源是

核物理研究的主要手段& 而其他实验室不能做的核

谱学研究，这个实验室有条件做& 也就是在这个核物

理学殿堂中，他被居里夫人接受为研究生，并且成为

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物理学博士&

2- 我国核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

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研究题目是：放射性沉淀

物的内转换电子谱的测定和分析& ./42 年，施士元

完成了对钍 7 的 ! 射线谱的测定，同年他又完成了

对钍 8 9 8: 9 8;的 ! 射线谱的测定；./42—./44 年，

他又完成了对锕 8 9 8: 9 8;的 ! 射线谱的测定& 这

三项工作均分别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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