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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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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英国人查德威克- 不过施士元还是通过自己的

努力，完成了锕系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首先发现了

锕系元素 ! 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差和它的 " 射线

能量严格相等，证实了核能级存在- 当年人们对原子

核还几乎一无所知，是否是又一个新的量子系统都

有待检验，施士元的这些实验发现是重要成果，因此

居里夫人推荐发表于当时一流刊物法国科学院院报

（’4"$ 年）及法国物理学年鉴（’4"" 年）上，在核物

理发展史上留下了记录-
镭研究所的 5 年，奠定了施士元先生一生的科

学生涯，居里夫人的言传身教，规范了施士元先生一

生的教学科研风格- 居里夫人当时已年过 #%，而且

由于长期的放射性损伤（居里夫人是放射性的发现

者，当时还不甚了解放射性损伤的厉害和防护），使

她严重贫血，体力不支，听力视力严重减退，她的声

望又是如此之高，被誉为 $% 世纪最伟大杰出的女科

学家，社交活动很多，尽管如此，她仍坚持每周上两

次课，每次两小时- 施士元先生继承了居里夫人的风

范，当一天教授就上一天课，一直坚持到 &4 岁高龄，

不能上课了就退休-
正因为施士元先生继承了居里夫人风范，’4""

年一到中央大学就上课，在“近代物理”课教了吴健

雄，还指导了吴健雄的毕业论文，无形中将居里夫人

的衣钵传給了吴健雄，成了 $% 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女

科学家的传承人- 机会像闪电一样照过每个人，只有

准备好的人才能抓住机会，施士元先生无意间抓住了

这难得的 ’4"" 年和 ’4"5 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讲授

“近代物理”、指导毕业论文的机会，留下了光辉的一

页-
我和施士元先生相识于 ’46& 年 ’% 月，当年我

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毕业，曾公开批评反

“右”是背信弃义，但还侥幸被当年的高教部作为应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到南京大学报考研究生（’46# 年

研究生自由报考，’46& 年没推荐不能报考研究生），

发榜时我未被录取，我去问施士元先生，他说“ 你考

得很好，理论物理满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事”’467
年春又通知我去报到当研究生，当时我从系人事处

问到校研究生处，也没弄清这里面的玄虚（$% 年后，

从北京大学致歉反“ 右”中错误对待我才略知一

点）- 施士元先生建议我先读几本书，可没满三个月

就为形势所迫“ 投笔从戎”搞“ 大跃进”去了- ’4#"
年起，我和陈金全搭档教量子力学，同时和施士元先

生一起开展理论核物理研究，’4&# 年一起从事氦 "、

氚 " 核参数计算工作，对发出 $ 个中子、" 个中子的

三体、四体末态的核反应，当时没有好办法，施先生

用蒸发模型作了估算-
上世纪 6% 年代末，我刚到南京大学时，南京大

学既教书又做研究的教师不多，施士元先生带給我

们居里夫人的传统，一面教书一面做研究- 在那个做

“理论物理”就有“白专”危险的年代，没有施士元先

生顶着，我和陈金全等几个年轻人是难于在南京大

学开展 理 论 核 物 理 研 究 的- 正 是 因 为 ’4#" 年 到

’4#6 年间积累了一点研究基础，所以 ’4&# 年要我

们进行核参数计算时，我们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理论

方案，并很快学会了使用我们从未见过的电子计算

机进行数值计算，算出了满意的结果，被嘉奖为“ 招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核理论小组- 杨振

宁在回答中国为什么至今无人能问津诺贝尔奖时曾

说，中国还缺乏西方科学研究的传统- 施士元先生等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带回了西方科学传统，应

该说人民共和国的几十年，批判太多，继承太少，从

’46& 到 ’4&# 年 的 $% 年 间，我 就 只 有 ’4#" 年 到

’4#6 年间继承积累了一点点科学研究传统- 不过我

在此可以告慰施士元先生的是，作为一个研究型大

学的教师，既要教书又要做研究的传统还是被我们

这些后辈在后来的年代中继承下来了-
施士元先生一生都努力在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

的事情，百岁高龄时努力写下了回忆录，写下了他看

到的百年中国，这个百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百年，施

士元先生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他用很平淡的笔调

表达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这和他淡泊人生是一

脉相承的- 再说一遍，能亲眼目睹百年变迁的人不

多，一位百岁老人留下的见解对后人是有益的，施士

元先生的回忆录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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