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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父亲王淦昌和他的同窗好友施士元先生

王韫明

! ! 父亲王淦昌和施士元先生都是我国近代杰出的

核物理学家，他们是中学、大学的同班同学及好友-
毕业后同时考取官费留学，一个去了法国，一个去了

德国，他们的导师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我

父亲师从迈特纳女士，施先生师从居里夫人- 学成毕

业都回到祖国执教，我父亲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

大学任教，施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 各自都培养了一

批杰出的科学家，像李政道、吴健雄等- 解放后继续

为祖国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永远是我们后人崇敬的榜样！

’! 相似的求学之路

我父亲王淦昌 ’4%& 年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

塘镇的小村，祖父是个当地的中医，父亲 5 岁时祖父

就不幸病逝，小学五年级时祖母又因过度劳累离开

了人世，这对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大伯父因此继

承父业支撑着全家- 而父亲的童年比较多的是由他

的外婆照顾的，由他外婆作主在父亲 ’5 岁那年就把

我母亲接过来料理家务并照顾父亲- 我母亲文化水

平不高，但为人善良，勤恳持家，几十年跟随父亲任

劳任怨，使父亲能全身心投入到各项事业中-
由于早年失去双亲，父亲幼年求学比较刻苦，中

学时代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浦东中学位于上海浦

东六里桥，地处农村，学校规模相当大，是杨斯威先

生“毁家兴学”所建- 师资力量雄厚，升学率很高，有

“南浦东，北南开”之称- 父亲在这里读了四年书，学

完了中学全部课程，成绩优秀，尤其是在英语和数学

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以后的科学征途起了

重要的作用- 至今，他对当时的英语老师崔雁冰先生

和数学老师周翰谰先生对他的谆谆教诲还甚为感

激- 由于学校的学风好，他在中学时代养成了吃苦耐

劳、刻苦学习、意志坚强的好作风- 父亲在 4% 岁高龄

时写给青少年的《无尽的追问》一书中，回忆起这段

时光，号召青少年朋友“ - 要珍惜自己的青少年时

代，把握住这个重要阶段，在身体、学习、思想作风等

方面打下基础”-
’4$6 年夏，父亲报考了清华大学，被录取为清

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同班的还有施士元等共四人-

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学习阶段，他深深地爱上了物理

学，这是受当时物理学系主任、我国著名实验物理学

家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的亲自教诲和指导的影

响，使他对近代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实验技

术方面受到了锻炼- 尤其使他终身难忘的是吴有训

老师指导他完成的毕业论文：《 测量清华园周围氡

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 这有全球测量的意义，

在中国还没人做过”- 他花了半年的的时间完成了

这项试验，吴有训教授十分满意，亲自把论文译成英

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父亲说“ 这不

但锻炼和培养了我动手做实验的能力，还提高了对

实验结果作综合分析的能力”-
’4"% 年父亲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生，被分配

去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四年- 这几年正是近代物理史

上最活跃的时代，新的理论和发现接踵而来- 他有幸

遇到了这个好时光- 柏林大学是当时世界科学研究

的一个中心，他的导师是世界有名的实验物理学家

迈特纳女士- 他尽情倾听和吸取各种新理论、新思

想，了解物理学前沿的各种新进展，更激发了对物理

学的钟爱- 当他得知有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射线被解

释为 ! 射线而心存疑惑时，曾向导师提出用云雾室

做探测器来验证- 提了两次都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
不久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用云

雾室等三种探测器，证实这种穿透力极强的射线是

一种电中性的粒子流即中子- 中子的发现为人类进

入原子能时代打开了大门- 查德威克因此获得了

’4"6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每想到这事父亲总觉得

有些遗憾，但他仍自责没有尽力去说服导师以求支

持- 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教训-
’4"" 年底，父亲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决定回国，

虽然当时有人极力劝他留下- 祖国正在遭受苦难，他

深感报国重任，于 ’4"5 年乘轮船回到中国- 先在山

东大学任教- 后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主任，直到全国

解放-
施士元先生是我父亲中学和大学时的同学、好

友，他的求学经历和我父亲的经历惊人的相似！施先

生于 ’4%7 年出生于江苏崇明岛，他父亲是旧革命军

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学也是在上海浦东中学就

读，和我父亲同校- 在浦东中学共五年- 施先生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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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说到：“我的生活是比较清苦的，几乎全部时间用

在数理化方面，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四年级跳到了六

年级，所以只读了五年，./01 年毕业”& 浦东中学的学

习同样为他以后的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01 年施先生和我父亲一同考入清华大学，并

且巧的是同样选择了物理系，在同一班& 施先生非常

珍惜在清华大学的四年& 他说，这四年“是我记忆中

最好的一段时光”& 他的毕业论文是叶企孙先生带

的& 对教导他的老师叶企孙、吴有训、熊庆来等非常

尊敬& 施先生说，“ 他们为人都非常忠厚，都是兢兢

业业、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学生热情

友好& 校园一派正气，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也都是彬

彬有礼”& 清华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八个字始终贯穿着我的奋斗历程”&
./0/ 年，施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施先生回忆

当时情况时说：“ 我和王淦昌等几位同学好友一同

前往南京参加江苏省官费出国留学考试”，当时中

国的高等学府不招收研究生，要想继续深造只能出

国留学& 但像我父亲和施先生根本付不起留学的高

额学费，他们从报上看到江苏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的

消息，就相约前往应考& 此次应考人约 233 多人，仅

录取不到 .3 人，我父亲和施先生都在录取之中，施

先生选择去了法国，我父亲则选择去德国&
施先生在法国巴黎大学就读，他的导师是著名

科学家居里夫人，他是“ 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

一一个物理学博士”& 施先生在居里夫人镭研究所

实验室学习工作，得到了居里夫人的言传身教，出色

地完成了好几篇论文及锕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当

时这项试验只有在居里夫人的研究所才有条件完

成，所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实验的人& 若干

年后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 居里夫人对我的影

响最大，她那不屈不挠的性格，那严谨的工作作风，

对科学执着追求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益”&
同样一件遗憾的事是有关中子的发现：德国的两

位科学家给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送来一篇短

文，内容说：他们发现很强的 ! 射线可以把原子核里

的核子撞出来& 施先生也看了此文，并和约理奥都曾

用试验证实了这个结果，但却没有认出那就是中子&
消息传到英国，被剑桥大学的查德威克在试验中证

实，肯定了中子的存在& 这一成果也因此失之交臂&
./22 年，施先生完成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

学位，他谢绝了居里夫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

重的祖国& 到中央大学任教，被聘为中央大学物理系

主任&

0- 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和钱三

强等共同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 父亲多年对科学的追求，终于有了报

效祖国的机会& 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时，一

纸调令，让他去参与核武器的研制和领导，“ 我愿以

身许国”& 从此隐姓埋名 .4 年，直到两弹的成功爆

破& 父亲一生中进行过多项研究，也获得了多个奖

项，但他对在 ./56 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

想法最为 满 意，因 为“ 这 在 当 时 是 一 个 全 新 的 概

念”，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

重要课题&“一旦实现，人类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在他以后的几十年中，尽心尽力从没有停止过为顺

利开展这项研究而奔走&
施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央大学（ 后

改名为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他的领

导下，创建了金属物理教研室，后发展为今日的凝聚

态物理专业，目前是南京大学实力最强的重点专业

之一，其微结构物理实验室成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了适应国内发展形势的需要，施先生又创办了核

物理专业，培养了众多核物理专业人才& 我国的两弹

成功研制，我父亲和施先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纪念两位老人的 .33 周年诞辰，我们要永远

记住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他们同样都热爱

祖国，都热爱科教事业，永远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勤

奋刻苦，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一生&
父亲和施先生既是中学，又是大学同窗好友，但

因为后来各在一方工作，相见的机会较少& 父亲 73
寿辰时，施先生特写信祝贺：“ 西马反超泡室前，国

际风 云 路 八 千，投 身 核 弹 研 制 中，沐 阳 山 沟 十 几

年”，“几十年来，他日日夜夜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

才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惟其难能，因此可贵& 际此

寿辰，千里之外，高举美酒& 敬祝一杯& ”73 年代时，

一次出差南京的机会，父亲特让我陪他去看望施先

生，共叙友情&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真挚情谊&
我因长期在南京工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

多，但他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像施

先生的女儿施蕴陵所说的“我们为有这样杰出的父

亲而引以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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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施士元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