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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怀念施士元先生

欧阳容百.）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0012）

- - 我国著名科学家、杰出的物理学教授、尊敬的老

师施士元先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在沉

痛悼念施先生的日子里，脑子里不时浮现老师生前

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缅怀他出色的业绩和高尚的

情操，令人敬佩和怀念&
.132 年秋，我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 进校不久，

听说系里有一位早年留学法国成为居里夫人学生的

知名教授，即施士元先生& 我们都盼望早日听他讲

课，.133—.134 年度第一学期，施先生终于给我们

讲授原子物理了，他那勃勃英姿、学者风范、充沛精

力以及深入浅出的讲解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好奇地问系辅导员：“ 施老师今

年多大年纪，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 ”得到的回答竟

是“虚龄已经 51 岁了”，我们都很是惊讶& .134 年

秋，因工作需要，我和一些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工作，

边搞教学，边续修课程，当时施先生教我们金属物理

专门化课：6 光结构分析& .137 年系正式建立原子

核物理专业，施先生亲自担任核物理教研室主任，一

干就是几十年& .187 年我做副系主任& .175 年 3 月

间，物理系一分为二，学校领导请年事已高的施先生

和魏荣爵先生分别出任物理系和信息物理系（ 即现

电子科学与工程系）名誉系主任，我和吴文虬同志

分别担任两系系主任& 因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施先生

接触增多，对他的了解和感受加深，从老师的处世之

道、治学之道和养生之道得到启发，深受教益&
早有所闻，/0 世纪 20 年代，施先生怀着一颗报

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婉拒居

里夫人的挽留，毅然归国，应聘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

系主任、教授& 在南京临近解放时，他身为系主任，拒

不执行当局将中央大学物理系迁往台湾的命令，想

方设法与之周旋应对，最终成功地把系里人力、仪器

设备、图书都保留了下来& 这些生动的事例令人感

动& 新中国成立后，施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意气风发，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之中，主动承

担普通物理、光学、原子物理、近代物理、粒子物理、

6 光结构分析、核理论等多门课程主讲、教材编写以

及指导研究生、进修教师的任务，发表了《 核反应堆

理论导论》、《伦琴结构分析》、《6 射线晶体学》、《核

理论精选》、《角动量理论》等多本论著和译著& 他潜

心钻研，积极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发表

了《9’:’2 恒温有序转变动力学》、《 恒温有序化过

程的统计热力学理论》、《 金属中内耗峰位置的预

计》、《原子核中核子结团和关联的核子对之间的耦

合效应》、《低能准自由散射》等多篇论文& 他既培养

出大量物理人才，其中不乏一批包括中科院院士在

内的精英和栋梁之材，同时又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 根据国家需要，他和一些教师在校系领导的支持

下，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和原子核物理专业，并为核

物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还积

极参加社会活动，.137 年起连续几届被选为江苏省

人大代表，曾担任多个全国和江苏省的群众性学术

组织的重要职务，任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达 2/ 年

之久，有不少建树&

.）- 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原南京大学教务长、物理系主任

施先生在个别交谈时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阐明他

的教学观点和治学理念时，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应特

别注重培养学生对物理的兴趣，培养学生观察和分

析各种物理现象的能力，不断提高学习物理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学生既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又要有较宽

的知识面，逐步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就要求

教师必须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尽量多了解和

掌握一些新的东西，要下功夫研究教学，摸清其规

律，改进教学方法，编写有质量的教材& 他是这样讲

也是这样做的& 不论严寒酷暑，也不论节假日，往往

总是在办公室或家里看书、备课或翻译书籍、编写教

材& 原子物理和 6 光结构分析课的教材就是在参考

一些国外有关书籍的情况下，边译边编完成的& 他编

写的教材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内容较为丰富& 在讲

课时，他力求深入浅出，常举一些实例做透彻的分

析，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科研

选题较多，但总是将国家任务和专业建设的需要放

在优先的位置& 由于在核武器或反应堆设计中，需要

大量的核参数，为使实验数据系统化、完整化，必须

开展核参数理论计算工作& 为此，.183 年左右，施先

生所倡导建立的理论核物理研究组接受了二机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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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的任务，采用共振群的方法计

算中子打在一些轻核上的散射截面- 计算结果通过

鉴定而被采用，并获集体奖- 他本人用蒸发模型计算

在氚及氦上的（3，$3）和（3，"3）截面，之后又用准自

由散射模型取得满意结果，并进而发展成为核少体

问题理论研究工作- 他在谈到关于科研工作的体会

时指出，当课题基本选定后，对某些相关书籍及近期

文献进行通读和精读，即先大致浏览一遍，做必要的

梳理，再选出其中一些认真仔细地阅读，在此基础上

确定主攻方向-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最重

要的是有没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敢于面

对困难、不怕挫折和失败的勇气，它是成败的关键-
这番话使大家受到很好的启示和教育-

施先生对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创立、建设和发展

所作的努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之一- 从上世

纪 4% 年代中期至 5% 年代后期的 "% 多年中，核物理

专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核物理专业人才，

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普遍欢迎和赞誉- 在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工作中，完成了国家和省下达的多个课

题和项目，硕果累累，特别是核参数编评、医用电子

直线加速器的研制和应用、穆斯堡尔谱学及其应用、

中子测水技术等工作更是成绩斐然，并获得多个奖

项- 例如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65# 年获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外，专业的教学和科研经

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

作了必要的添置- 更为可贵的是，培育和造就了一支

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队伍，成为国家重点学

科，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口碑良好，享有盛誉，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的领导和关怀，校

系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广大教师、职

工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其中施士元教授功不

可没，他在筹建核物理专业和主持教研室工作以来，

殚精竭虑，付出许多辛劳- 在工作中力求做到：精心

组织，身体力行，统筹兼顾，扎实推进，一视同仁，团

结合作- 在确定或调整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

科建设方向、科研组织、重大科研选题和项目等方

面，他都亲自组织教师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集思广

益，订出规划和方案，并切实执行，分步实施- 他非常

关心各个“ 摊子”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指导，甚至积

极参与- 他讲授多门基础课、专业课和研究生课，编

写相应的教材，直接指导并参与核参数编评项目的

研究工作- 对于一些不是自己直接从事的研究领域，

如电子直线加速器、核技术及其应用等，他也经常关

注，阅读文献，收集资料，作学术报告，介绍国内外研

究动态，阐明学术见解，使有关教师受到启发，有利

于明确研究方向和科研上立项选题- 在他的关心和

指导下，核物理实验室、加速器实验室、核电子学实

验室、探测器实验室等实验室逐步建立起来- 此外，

施先生在改善办学条件，争取科研项目和课题方面

也做了不少工作- 他在组内提倡团结合作和全组

“一盘棋”的全局观念- 对待各教学组、科研组以及

全组教师、职工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别，一碗水端

平- 对教研室成员诚恳相待，关心爱护，坚持原则，赏

罚分明- 这里举两个例子：（’）实行改革开放后，对

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走出去，请进来”迅速增多-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施先生抽出时间，亲自给中

青年教师辅导英语口语，由于教得认真，学得专心，

因而取得较好的效果-（$）某个科研组的一位教师

全局观念不强，有点意气用事，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施先生当即指出其错误，给予善意的批评，那位同志

表示接受，并改正错误-
$% 世纪 &% 年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

着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增多，外宾接待任务日

益繁重- 我有机会多次陪同施先生、魏先生等接待吴

健雄、袁家骝、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物理学家- 作为

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老校友，吴健雄博士

对南京大学怀有特殊的感情，’6&" 年起多次访问我

校，与物理系及核物理组进行学术交流- 她对施先生

特别敬重，每次来南京都拜望老师，亲切问候，并合

影留念- 施先生对吴先生的来访甚是欣慰，非常重

视，考虑细致周到，常就活动安排和接待工作提出一

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系里和学校外办予以采纳，收

到很好的效果- 记得有一次，吴、袁二位博士将来校

作短暂访问，考虑到吴健雄先生爱吃素食，施先生提

出，在他们抵宁那天，在一家素餐馆设午宴招待- 于

是，系里即派有关同志去太平南路绿柳居预定了一

桌饭菜，外加两笼特制的菜包子- 不料，那天，因飞机

误点，午餐推迟了足足两个小时- 两位先生虽有些饥

饿和疲倦，但对这顿午饭，特别是菜包子非常满意-
联想到 ’654 年 & 月上中旬的一天下午，我陪同学校

两位领导去南京站迎接由苏州来宁的李政道教授夫

妇，一见面，发现李先生不悦，不讲话，谈日程安排，

他也没有什么表示- 听李夫人讲了才知道，因天气太

热，车厢内又无空调，李先生中暑了，人很难受- 送到

金陵饭店后，李夫人表示早点休息，不参加晚宴了-
筵席撤销后，我们回校开会，认为发生这种情况，是

始料不及的，所以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将次日学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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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会场从大礼堂换到别处，组织人员连夜布置& 第

二天早上，我带车去接李先生到校作报告，在大厅一

眼就看见他精神很好，身体已完全恢复& 我上前向他

问好，他还邀我去房间坐了一下& 当天的报告效果很

好，在学校的晚宴上，他谈笑风生，非常高兴& 吴健

雄、袁家骝教授多次来访，施先生几乎每次都参加接

待和交流活动，主持学术报告会、座谈会，而且还陪

同参观游览& 经过与施先生研究，我们打算利用吴先

生一次访问时间较长的机会，组织一些学术报告会

和座谈会，并召开一个大型非纯学术性报告会& 施先

生当面给吴健雄先生出了一个题目，请她在大会上

谈谈是怎样做研究工作的& 因时间相隔久远，我在这

里只能作粗略的回忆，讲个大概的意思& 记得大会那

天，大礼堂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吴先生从上世纪 ./
年代初考入中央大学说起& 她进校第一年学的是数

学，因对物理发生兴趣，次年（即 01.0 年）转入物理

系学习& 在大学期间，她通过修读各门课程，特别是

施先生讲授的近代物理，以及阅读多本课外书籍，物

理知识增多，对物理尤其是近代物理的了解不断加

深，兴趣也更浓了& 而且她对物理实验非常喜爱，她

认为物理学既是一门实验的科学，理论只有经过实

验证明才能站住脚，因此实验是十分重要的，实验不

仅用以验证理论，而且可从物理实验中学会观察和

分析物理现象，进而探索和发现自然规律& 此外，她

还注意了解居里夫人等伟大科学家的经历和事迹，

学习他们的杰出成就、科学素养、意志品质以及工作

方法，从中吸取营养，很有益处& 她体会到，大学学习

阶段相当重要，在这个阶段，她进入了物理学的大

门，与近代物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以后的研究工

作奠定比较好的基础& 对给她上过课，带过毕业论文

的施士元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吴先生在会上介绍

了 2/ 世纪 3/ 年代进行 ! 衰变实验研究工作的经

历& 那个时期，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常常思

索如何从实验上探讨和研究宇称守恒问题，并与正

在从事宇称守恒问题理论研究的李政道、杨振宁二

位教授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思考

后，酝酿并设计出一个方案：极化4/ 56 ! 衰变实验&
这个实验需要极低温、较强磁场等物理条件和相应

的设备以及高精度测量仪器& 因此，吴先生将实验安

排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进行，她时常往返于哥伦比亚

大学和国家标准局之间，往往因实验持续的时间长

而不能按时吃饭，确实相当辛苦& 在经受不少挫折，

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之后，她和杨、李二位急切盼望的

一天终于来到了，实验发现：极化4/56 ! 衰变发射出

的电子数左右不相等& 实验成功了！首次从实验上

证明了宇称不守恒& 从而极大地支持了李杨弱相互

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李杨两位教授因此荣获

013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与会的近千名教师

和同学们热烈鼓掌，对“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教

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她的这项曾轰动国际物理学

界的研究成果表达极高的赞誉之情& 吴先生的演讲

起到了很好的启迪作用，激励了物理系的同学们学

习物理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搞好教学和科研的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更深地领悟到一个杰

出的物理学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素质以及她

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 座谈会上吴先生介绍了关

于核物理的国际学术动态，还具体地谈了自己这些

年来用穆斯堡尔谱研究血红蛋白的工作& 与会的教

师不时提问，展开讨论，气氛比较热烈& 学术交流对

核物理教师们起到了启示和借鉴作用，获得了预期

的效果& 袁家骝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每次陪

同夫人吴健雄先生来校访问，并作学术报告，夫妇二

人均被我校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施先生一生在物理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半

个多世纪，孜孜不息，这固然是源于他对祖国的热

爱，对教育、科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物理学的执

著追求，但具备并保持健康的体魄是不可或缺的& 正

如系里很多教师、职工所说的那样，施先生很会保

养& 从与他个别交谈及实际感受中我体会到，他有一

套养生理念并付诸行动，主要是：0& 生活规律化& 饮

食起居按时定量，管住嘴巴，不乱吃，不多吃，决不沾

上不良嗜好和习惯& 2& 身心健康化& 心平气和，情绪

稳定，力戒浮躁，淡泊名利，乐观向上，不斤斤计较个

人得失，与人为善，乐于助人& .& 锻炼经常化& 适当锻

炼，多走多动& 每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要持之

以恒& 8& 陶冶情操多样化&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有

利于身心健康，且可造就良好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
尤其对老年人有好处，精神上可以有个寄托，并可以

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有所选择&
上世纪 9/ 年代末以来，我几次去看望施先生，

他谈话的内容偏重两件事，一件是编写 0// 多万字

的《英汉物理学词汇》，我表示完全支持，并愿意出

力，之后曾与校出版社联系过& 该书出版后，还送给

了我一本& 另一件是自学油画& 他是在退休后第二

年，9/ 多岁高龄开始学的，屋内挂了他的多幅作品，

说得上是无师自通，油画伴随他度过了十多个春秋&
我系核物理组在施先生的带领下，在全组成员

长期不懈的努力下，逐步成长起来并经历了一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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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时期，我校核物理学科和专业已具备良好的基础-
我认为：一方面，核物理、核技术、加速器、同位素应

用以及包括核能发电在内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国家也需要很多这些方面的专业人

才；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对教育、

科学技术的投入显著增加，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因

此，继续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我校核物理学科和专业，

既有需要又有可能，相信校系领导和有关教师、同志

们在这件事上将会有所作为，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也

是对施士元教授最好的纪念-

缅怀施先生

赖启基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4"）

! ! 施先生走了，在为他举办百岁寿辰隆重的祝寿

会后不久，安详而坚实地走了-
“施先生”，是我们这几代人对施士元教授亲切

而崇敬的称呼- 我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幸成为施先

生的学生，聆听过他讲授的原子物理课- 施先生授课

时广证博引、生动亲切的音容笑貌，犹如昨日-
我和施先生走得更近是在 ’45& 年- ’45& 年起，

有几个重点大学相继建立了核物理专业，南京大学

核物理 专 业 是 在 施 先 生 和 程 开 甲 先 生 领 导 下 于

’456 年成立的，我有幸于 ’45& 成为当时核专业五

人筹建组最年轻的教师而与施先生在工作中日夕相

处- 大家都知道，施先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

人培养出来唯一的中国籍物理学博士- 他传承了居

里夫人的优秀治学风格，重视并醉心于科学实验，在

筹建核物理专业伊始，就谆谆引导我们：“ 物理学是

一门实验科学，新理论的诞生通常是由一些新的成

功的科学实验所推动的- 反之，任何物理学理论，都

要接受物理实验的严格检验才能成立并成熟”- 他

多次在给我们谈到关于电子、7 射线、! 射线、中子

等的发现以及原子的核模型建立过程等的物理学史

时，都会语重心长地论及这许多早期奠定了现代物

理学图像、概念、模型、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里程碑式的科学成就，无一不是科学家们长期进

行认真细致、艰苦卓绝的实验研究的结果-“ 当然”，

施先生说：“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除了应有克服困

难、勇于进行长时间的有时将会是重复单调的科学

实验精神外，还往往表现出敢于挑战经典权威的过

人胆识”- 他举了被认为是开创原子结构科学认知

新纪元和最早步入粒子物理研究门槛的汤姆孙（ 英

国物理学家 8- 9- :(;<=;3）’64& 年发现电子的实验

为例- 实际上，比汤姆逊早 #—& 年时，休斯特（>-
?2(.=)@A）就做了与汤姆孙实验结果相同的实验- 而

与汤姆逊同时期，考夫曼（B- C1.D<13）也完成了相

似的实验且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但前者不敢相信自

己的实验结果———居然有比氢原子质量低一千多倍

的带电粒子，认为自己实验结论是荒谬的- 而后者同

样迟迟不敢相信自己的工作，直至 ’4%’ 年才公布自

己的实验结果- 只有汤姆孙由于对自己实验工作的

自信和敢于挑战传统的胆识而获得了 ’4%# 年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
施先生知识渊博，对科学前沿和科学界发生的

新事物一直具有深厚的兴趣- 在我们建立核物理专

业那年，恰逢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 后被誉

为“华裔居里夫人”，也曾是施先生的学生）完成了

举世轰动的实验工作———在 %- %’C 极低温条件及

外磁场中，她的实验得出：沿与#%E; 核自旋相反方向

发射的 " 粒子显著多于比相同方向发射的 " 粒子

的结果，从而明晰地验证并支持了李政道、杨振宁

（也是举世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的在当时备受质

疑（包括受权威物理学家泡里强烈反对）的“弱相互

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使李、杨于当年获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施先生对此次物理学史上的大

事很是高兴- 他说：“此一事件又一次证明了实验研

究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当然也很理解，

正是施先生的最杰出弟子用她最杰出的实验成果又

一次证明了施先生的科学论点，使他尤为兴奋- 他借

此再一次引导当时年轻的师生们在往后的科研中应

特别重视实验研究方向，施先生的这一引导和程开

甲先生当年“ 搞科研首先要过理论关”的谆谆引导

一起，对当时正在为如何建设核物理专业和如何选

择科研方向而迷茫的年轻一代师生而言，都是至理

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在谈论中都表达了同一

深切体会：不论将来选择何种科研方向，施先生的

“重视实验”和程先生的“理论先行”不但毫无矛盾，

而且是相辅相成，二者均是不可或缺的科研工作的

座右铭- 正是在施、程两位先生的鼓励指导和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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