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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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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又总结上述结果，在《 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

表了一篇总结文章-
施士元和居里夫人及助手一起，还发现了 ! 射

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 " 射线能量严格相等，这个发

现提示了原子核的激态可能是一种转动态- 而原子

核转动状态理论的建立则是在 $% 多年之后-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也是中国

最早研究锕系放射性的人- ’4"" 年春天，在巴黎大

学理学院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举行了施士元的博士

论文答辩- 巴黎大学任命居里夫人、5- 拜拉和 6- 特

比扬主持答辩- 在这三位主考官中，居里夫人曾获得

物理和化学二个诺贝尔奖，5- 拜拉也是诺贝尔奖得

主，而特比扬则是发现锕的著名物理学家- $7 岁的

施士元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钍和锕的 # 能谱》-
论文宣读以后，三位大师从不同角度提问；答辩结束

后，居里夫人宣布休会 $% 分钟- 当三位大师从会议

室出来，居里夫人高兴地宣布：“ 论文通过，很好- ”

她向施士元伸出热情的手，祝贺他答辩成功-
第二天，镭研究所为施士元获得博士学位举行

酒会- 席间，居里夫人来到施士元身边，小声地问他

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 施士元委婉地说：“ 我的

公费学习的期限是四年- ”居里夫人善解人意地说：

“不用担心，以后的工作与生活费用我来想办法- ”

面对居里夫人充满期待的眼神，施士元沉默了- 他在

想，留下来确实很好，这里有居里夫人这样的世界一

流大师的指导，有世界上最好的实验设备，在这里或

许能取得更好的学术成就- 但是他想到当年留学前

学成报国的宿愿，还是决定回国工作-
’4"" 年夏天，施士元取道苏联，回到了祖国-
没有想到一年以后，’4"8 年 & 月 8 日，居里夫

人因大半生接触放射性物质，患恶性贫血在法国阿

尔卑斯疗养院逝世，享年 #& 岁- 施士元先生在回忆

录中写道：“居里夫人对我的影响最大，她那不屈不

挠的性格，严谨的工作作风，对科学执着的追求精

神，让我终身受益- ”他还多次提到爱因斯坦推崇居

里夫人的话：“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这是唯

一一个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 ”

"! 南京大学核物理学科的开山鼻祖

回国后，经过中央大学的聘试，成为中央大学物

理系教授、系主任，时年 $7 岁- 他曾经自豪地说：

“当时我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教授- ”从此他与中央

大学、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精心培育物理学栋

梁之材- 六十年杏坛生涯，桃李芬芳- 他的学生中有

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吴健雄（施士元推荐吴健雄

为教授的表格见图 ’），有相当一批我国“两弹”研制

的骨干力量，光是两院院士就有十二位之多- 吴健雄

曾经说过，真正把她领进物理学领域的人是施士元

教授- 每次回国，她必定要拜会老师- ’444 年，吴健

雄先生因病在美国去世- 她的丈夫袁家骝先生把她

的骨灰从美国送回家乡江苏太仓时，还专程看望了

施老- 谈到心爱的学生逝世，施老潸然泪下⋯⋯-

图 ’! 施士元推荐吴健雄为教授的表格

’487 年 9 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日

本无条件投降- 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军事部门纷纷

约谈他作报告，施先生的报告曾在中央日报作为新

闻出现（中央日报刊登《 论原子炸弹》一文见图 $）-
据说，蒋介石还一度萌发造“中国自己的原子弹”的

想法，后因时局变化才作罢- 在 ’4"" : ’47$ 年中，施

先生先后讲授过当时物理系的除无线电物理之外的

几乎所有课程- 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如同窗王淦昌

那样直接参与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过程，但称

他为“中国核事业的启蒙大师之一”并不为过- 在教

学中，他对学生十分负责，深入浅出，深得学生爱戴-
施士元先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密切结合国家需

要- 解放初在南京大学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在研究

工作中曾发现液态钠中存在晶态，曾研究 6.;." 有

序无序转变动力学- ’479 年又受命创建南京大学原

子核物理专业- 当时时值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

能会议之后，施老亲率我校一批师生去上海苏联展

览馆学习- 因为翻译人员没有专业知识，翻译牛头不

对马嘴，使得效果大受影响- 施先生为此向大家作辅

导报告，并在日后整理出《 核反应堆理论导论》，于

’4#% 年出版- 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本反应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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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央日报刊登《论原子炸弹》一文

书籍，时至今日，仍然是从事反应堆工作人员的入门

教材&
施士元先生晚年主要从事核理论的工作，完成

国家下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 /012 年后，曾多次主

持全国核少体学术会议& 出版了两本著作：《 角动量

理论》和《 核理论精选》& 他于 /021 年退休，并成为

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系主任& 退休后，他还编著《 汉

英物理学词汇》，解决当时广大学子的急需&

3- 德高望重 淡泊名利

施士元先生性格平和，严谨平实，不喜夸饰，是

一个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 他很少说自

己的零星琐事，主张年轻人按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

方向，平等待人& 我听到他讲个人历史只有一次，那

是在春节到他家拜年时的谈话，讲到临近解放时，他

身为系主任，怎样努力留在大陆，而且阻止当局将设

备迁往台湾，讲得有声有色，使我们这些学生们都听

得出了神&《中国核科学史话》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科技司的软课题《中国核科技史研究》的成果，是一

本历史资料书，史料真实准确& 它以世界科学史为背

景，记述了 .4 世纪中国核科学技术发展的艰难历

程& 在《施士元》一节中，称“ 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

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

授、名誉系主任& 培养了大批物理人才& ”

施士元先生离我们远去了& 但他常说的话：“./
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中国十分关键的时间段& 我相信

中国科学界、物理学界的水平能从整体上提上去& ”

常回绕在我们的耳中& 对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崇敬之

情经常鞭策和鼓舞着我们&

追忆施士元先生

王- 凡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4405）

- - 施士元先生于 .441 年 0 月 .2 日从容走完了他

百年人生& 一个小孩出生了，亲朋好友都会向其父母

预祝小生命百岁；见到老年人，中国人习惯祝愿他或

她百岁长寿& 可真能在世百年的人并不多& 施先生真

正目睹了中国百年变迁，从满清王朝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里有各种因素，淡泊人生应是施先生长寿

之道&
施士元先生 /0.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适逢江苏

省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施士元和王淦昌等清华大

学同学一起去报考，凭着清华大学四年功底，他和王

淦昌同时在 544 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他选择去法

国留学，并申请去当时名闻世界的由居里夫人主持

的巴黎大学镭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居里夫人怀着

对中国人的友好情意，尊重中国的公派选拔考试，免

除了进她研究室的入室考试，接纳了这位来自当时

科学还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年轻人& 施士元先生

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信任和中国政府的公派，/055
年通过了由居里夫人亲自主持、6& 拜拉和 7& 特比扬

参加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他没有嫌弃当时还落后

的中国，婉谢了居里夫人的挽留，获得学位后就经由

德国、波兰、苏联回国，并欣然接受了中央大学的聘

任，开始了执教中央大学（后更名为南京大学）13 年

的生涯&
施士元先生在镭研究所的年代，遇到了发现中

子的时机，德国两位科学家給居里夫人女婿约里奥

送来一篇短文，说他们发现有能力很强的 ! 射线能

把原子核中的核子轰出来，施士元看了该短文并实

验证实了德国人的结果，但当时居里夫人已年老体

衰并且因誉满全球而精力分散，因此未能带领施士

元、约里奥等认识到那是中子，而把这个重大发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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