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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中央大学物理系的一些教授们还埋头进行科

学研究，而且取得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成绩& 当时物理

系的仪器设备主要是为学生实验配置的& 但也有少

数是为研究工作配备的，如英国 .)(/01 公司出品的

23 和 24 摄谱仪& 赵广增先生大概是 3564 年才从美

国回来，做研究的干劲十足，当他了解到系里的设备

情况后，就决定利用摄谱仪来进行研究工作& 但需要

在真空系统中加上一个配有探针的放电管& 赵先生

亲手来吹制放电管& 当时买不到 78109 玻璃，只得用

普通的软玻璃来吹制& 软玻璃火候难以控制，赵先生

亲自吹玻璃，总是吹炸，吹了炸，炸了再吹，这样持续

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功了& 后来气体放电管与摄谱

仪得以正常工作，通过了电学测量，完成了一篇题为

《气体放电的温度分布》的论文，于 356: 年 ; 月在

7!8<& =0>& 上发表了& 在当时 7!8<& =0>& 还是薄薄

的一本，每期只有六、七篇文章，而一篇来自战乱中

重庆中央大学的工作，也能置身其列，是令人欣慰

的&
在重庆时代，埋首研究工作的还有张宗燧教授，

他在剑桥大学师从 =& .& ?@%(01 教授，进行统计物

理合作现象理论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 356A—

356: 年在中央大学执教期间还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了 B 篇这方面研究工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

时期他已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量子场论这一领域，也

发表了由 7& C& D& E)1*+ 推荐的他的三篇文章& 这

样，量子场论就成为他后期工作的主要领域& 连同前

面的一些工作，表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研究硕

果累累&
施士元教授也曾指导李博讲师用声波回声测距

法来测量嘉陵江的水深，还指导了蓄电池厂的技术

工作&
3564 年 3A 月，我在沙坪坝去柏溪的轮船上首

次结识谢启美同学，他也是去中央大学物理系读书，

我们一见如故，遂成知交& 后来他兴趣改变，转入数

学系，中间又停学去中学教书，因此比我迟一年毕

业& 毕业后去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解放后参加南

下工作团，去武汉& 后转入外交界工作，曾在驻瑞典

使馆任职& 35;5 年任驻美使馆文化参赞& 后又任联

合国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等要职&
在柏溪时，班上物理系同学有十余人，后来许多

人陆续离校& 坚持读完四年毕业的仅沙频之，赵文桐

与我三人& 沙频之在“文革”中遭难，导致精神失常，

含冤死去，极为可惜& 赵文桐则在新乡师范大学任教

至今&
在沙坪坝读书时期曾读了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

年华》英译本多卷，纪德的《新的粮仓》（卞之琳译），

《地粮》和《 伪币制造者》（ 盛澄华译）& 在大学生圈

子内，曾有过纪德热& 抗战后期美国军用本口袋书，

十分便宜，又容易买到& 在重庆炎夏，曾读到梅尔维

耳的《白鲸》，追逐太平洋上的白鲸，兴味盎然，酷暑

顿消&
沙坪坝镇上有多家书店，我每每站立在书店中

读一些刊物，感兴趣的有署名子佳（梁实秋笔名）的

《雅舍小品》，署名男士（冰心笔名）的《关于女人》，

还有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宗白华写的《世说新语与

晋人之美》，给予我深刻的印象&
也有许多名人来中央大学作报告，多半是在松

林坡的 3A3 教室& 例如当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偕

其夫人一同来做报告，费正清似乎不长于辞令，但其

夫人却非常活跃，更引人注意& 郭沫若先生曾来朗诵

其《屈原》剧本& 郭沫若的嗓音尖高，还要用假嗓来

模拟婵娟，颇感别扭& 洪深和曹禺都在大礼堂做过报

告& 洪深能说会道，但所述内容已了无痕迹& 曹禺的

口才不如洪深，但他的一段开场白却留下深刻的印

象，他说：一个人正在讲坛上大放厥词，医生跑来抓

住他说，我正在给你做手术，将你脑子挖掉了，你怎

么在这里胡说八道呢？曹禺即以此自嘲，引起哄堂

大笑&

我们永远崇敬的施士元老师!

徐龙道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43AA5B）

!- 经南京大学出版社和作者同意，本文转载自《 施士元·回忆录

及其他》一书，转载时作者作了少量修改和删节& 作者为南京大

学物理系教授、江苏省物理学会原常务副理事长、法人代表———

编者注

- - 施士元教授因病于 4AA; 年 5 月 4F 日逝世，华

年百岁，消息传来，使我倍加缅怀师生之情& 他一生

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利益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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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身作则，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为科教兴国而奋

斗的精神，我永远铭记在心- 现就我所知道的其中几

个突出业绩举例简单叙述-

’! 对吴健雄大学阶段的培育

吴健雄教授（ 江苏太仓浏河人），被誉称为“ 物

理科学的第一夫人”、“世界杰出的女性实验物理学

家”、“核子物理女皇”、“ 中国的居里夫人”- ’4"%
年，吴健雄 ’5 岁时，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 解放初

期改称国立南京大学，后称南京大学）- 在中央大学

的第一年，她就读于数学系，第二年转入她最感兴趣

的物理系学习-
居里夫人与居里一起，因发现钋、镭等放射性元

素，于 ’4%"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健雄对居里夫

人非常崇敬，经常提到居里夫人的生平故事和科研

工作精神，说居里夫人是她学习的典范- 施士元教授

曾是居里夫人的学生- 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

习期间，对近代物理兴趣最浓- 施士元教授开设的

“近代物理学”课程，是她最感兴趣的课程- 上“近代

物理学”课，她总是很专心地聆听，得到施士元教授

等的关怀和培育- 她对实验感兴趣，加入了寻求宇宙

奥秘的科学知识探索队伍，经施士元教授指导，完成

了核物理方面的毕业论文，对科研工作有了认知，打

下了良好的科研能力基础- 在施士元教授的关怀、培

养和指导下，经过她自己不懈的勤奋努力，吴健雄毕

业成绩出类拔萃- 吴健雄大学毕业的那一年（’4"6
年），正好居里夫人逝世- ’4"# 年，吴健雄赴美国留

学，因居里夫人已经去世，以后她也无缘亲见居里夫

人- 但因为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所以吴健

雄教授说得上有居里夫人间接的师承关系-
吴健雄教授在核物理方面做了不少引人瞩目的

科研成果，对后人是很好的科学遗产- 其中最突出的

是对 ! 衰变的深入研究-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教

授，因提出弱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吴健雄所做的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轰

动了国际物理学界- 她缅怀曾培育过她的母校和老

师，情系施士元教授- 她每次回南京大学，都去施士

元家谢师恩，并曾与施先生合影留念- ’44& 年 $ 月

’# 日，吴健雄教授因中风，在美国纽约不幸逝世，享

年 57 岁- 为纪念物理学界杰出的“ 核子物理女皇”

和世称“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教授，她的母校南

京大学和东南大学（ 原南京大学校址，’47$ 年院系

调整时由南京大学分出，成为南京工学院，即现时东

南大学），均设有以吴健雄命名的“吴健雄实验室”，

这与施士元教授等在中央大学对吴健雄的培育也是

密切联系着的-

$! 为国为民，对科教事业尽责的精神

施士元教授在法国居里夫人处研究核谱学，发

现 " 射线精细结构与 # 射线能量严格相等- ’4""
年，施士元教授为振兴中华，在获得科学博士学位

后，即回到祖国，受聘于中央大学任教，担任中央大

学物理系主任，为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及

培养人才，做出了显著的功绩- 他回国后主要从事教

学工作，培养了大批物理人才，可称是桃李满天下-
学生中有后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中科

院院士冯端、王业宁、章综、汤定元等，均是出类拔萃

的物理学优秀人才-
在科研工作中，他曾发现液态钠中有晶态存在；

证明 8.9." 有序元素转变是核成长相变过程；用蒸

发模型和准自由散射，成功地计算":（3，$3）和":;
（3，$3）截面等- 他带领几位教师作核参数理论计

算，为核武器和核反应堆的设计制造提供了重要数

据，并经鉴定被采用，后获集体奖- 核参数工作后来

发展成为核少体问题理论工作-
我们 ’47" 年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在入

学国立南京大学时，施士元教授是物理系系主任，为

我们讲授普通物理学和专设的光学课程- 当时正值

解放初期，我们未见大学物理方面的中文教材，英文

教材也买不到，教师按照自己讲授内容自编教材讲

义授课- 施先生也忙着编写教材讲义- 学生上课边听

讲边记笔记来进行学习- 据说南京即将解放时，国民

党政府想要将中央大学搬迁到台湾，施先生不愿跟

随去台湾，也不同意搬迁，私下将中央大学物理系的

仪器和设备冒险藏于地下室紧闭，中央大学物理系

的仪器设备得以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入学进行物理

实验等教学时未受影响，也为后继入学的学生顺利

接受物理实验教学和做实验，为相应的科研工作得

以继续进行下去，创造了条件- 这是施士元教授不可

磨灭的功绩-
上世纪 7% 年代，施先生和相关教师一起在南京

大学物理系创建了金属物理（后称固体物理）专业，

后又配合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而承担创建核物理专

业- 这两个专业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固体物理

和核物理的人才，做出了不少科研成果- 现在南京大

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已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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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讲的课程有：近代物理、普通物理、光学、. 光结

构分析、粒子物理理论等& 他主编和参编的书籍有

《核反应堆理论导论》、《 英德法俄汉物理学词典》

等，且在 /0 余岁高龄时还主编《 汉英物理学词汇》

等工具书，真是可敬可佩& 他翻译的书有《 伦琴结构

分析》、《. 射线晶体学》、《角动量理论》、《核理论精

选》等& 他尽心尽力为科教事业所做的一系列贡献，

为我们所敬佩，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江苏省物理学会的创建者

2314 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中央大学物理系

是中国物理学会的机关团体会员，施士元教授积极

参与学会活动& 2311 年，施先生从法国回国后，即参

加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

会，在会上作了“钍 5 6 57 6 58放射 ! 线之磁谱”的

学术报告，之后一直积极参加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
2393 年 22 月 : 日，中国物理学会南京分会（当时包

括江苏、安徽、山东三省）正式成立，施先生任该分

会的理事长& 中国物理学会南京分会是江苏省物理

学会前身，担任该分会的理事长，实际就是江苏省物

理学会的创建者& 原中央大学（ 那时称国立南京大

学）物理学会归入江苏省物理学会& 分会成立时，三

省会员共 32 人，其中江苏会员 13 人& 分会办公地点

设在国立南京大学物理系& 当时分会的活动主要是

学术、教学、科普三个方面& 施先生担任江苏省物理

学会理事长长达 14 年，23/2 年 24 月离任后至今，

继续担任名誉理事长& 他任职期间的省物理学会会

员（也是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从 13 人增加到约

2000 人，每年均举行一次全省的年会（“ 文革”期间

23::—23;; 年中断）& 单 23;/ 年至 23/2 年三年间，

江苏省物理学会在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就有 <0 多次

（包括邀请国外的物理学家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

活动有 1000 余人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23;3 年举

办的“爱因斯坦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和 23/2 年举办

的“物理学史研讨会”等&
23:9 年，由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复旦大学

教授周世勋牵头，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施先生配

合发起，得到安徽、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华东地区

六省一市的物理学会一致赞同，在上海市召开了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物理学会第一届联合年会”，年

会开得很成功& 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跨省市区域的

物理学联合年会，会上商议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这

样的联合年会，第二届联合年会由江苏省物理学会

承办& 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学会工作中断，第二届

联合年会推迟到 23/1 年才在南京举行，这次年会开

得很好，得到中国物理学会的高度赞扬&
23:1 年 < 月，我在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

究所获得物理数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博

士学位）回到南京大学，施先生即邀我在省物理学

会担任他的助手，一起工作& 以后我陆续担任江苏省

物理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长（常务）、法人

代表等职，直到 4004 年 24 月改选理事会才离职，在

学会工作约 90 年&“ 文革”以后，在正常情况下，每

年学会活动有 <0 项左右& 我不负施先生的诚邀和信

任，为省物理学会尽力工作& 到我离职时，省物理学

会会员人数约 4000 人，设有学术、科普、咨询、大学、

中学、组织 : 个工作委员会，以及电镜、. 射线、静

电、核物理、电介质物理和材料等 < 个专业委员会，

还有大学和中学物理竞赛委员会& 在理事会中设有

常务理事会，以及其他按需设立的临时性的工作委

员会等& 财务工作主要由秘书长管理，负责向常务理

事会和理事会汇报财务情况& 一切按学会章程执行&
学会主办、承办和参与了一系列国际、国内及省市的

相关活动，其中包括经层层选拔最终在国际上获奖

的“奥林匹克中学生物理竞赛”的全过程& 这些工作

都非常繁琐复杂，但均取得良好的影响，得到国内和

省内相关人士以及国际活动有关人士的肯定、青睐

和赞赏& 其中最突出的是 233; 年 / 月 2: 日至 2/
日，由江苏省物理学会承办，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宾

馆举行的“纪念吴健雄教授国际学术会议”&
这次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

英国、德国、瑞士、瑞典、日本、韩国等国际一百二十

多位学术界人士参加，收到论文 202 篇，其中 4< 位

作了大会报告，其余在分组会上报告& 会上专门安排

了纪念吴健雄教授的专场& 专场上，已是 30 岁高龄

的施士元教授，以及冯端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德丰教授、日本的 =& =>?)"* 教授等发言，分别介绍

了吴健雄的生平，对她为科学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予以高度赞扬，表示崇高的敬意& 吴健雄的丈夫袁家

骝教授回顾了与她共同奋斗的 :0 年科学生涯& 对这

次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外不少新闻单位作了报道，其

中《中国科学报（海外版）》还整版报道了这次会议

的有关情况和背景材料&
与会代表们认为，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得很有

意义，比他们原先想象开得更成功，受益匪浅，对纪

念吴健雄的专场也认为意义深刻& 与国际上纪念吴

健雄的类似会议相比较，袁家骝教授认为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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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施士元先生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是学术内容最丰富、开得最成功的一次会议- 不少国

外代表回国后纷纷来信赞扬，都认为这是一次具有

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高成就、高服务质量、内容

丰富、受益匪浅、开得很成功的高影响力的会议- 事

后，中国物理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安排举

行的“学会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江苏省物理学会的

与会代表专门在会上介绍了“纪念吴健雄教授国际

学术会议”承办单位的工作经验，得到代表们的好

评-
施士元教授在担任学会理事长期间，虽然本职

工作任务繁重，还是尽心尽职把学会工作做好- 学会

的事情总是约我商讨，甚至学会活动通知也与我商

量，我起草后他再修改，有时他亲自起草- 况且经费

来源非常困难，本职工作繁忙，我们尽量抽时间安

排，尽义务努力做好学会工作，为我省物理学事业和

社会服务- 施先生的学会工作精神，不计个人得失、

为国为民、关心社会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

习-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4#5 年 ’% 月 ’#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

功，轰动了全世界- 施先生发起并鼓励我们一起去进

行有关原子弹的科普宣传活动，弘扬科学精神，发扬

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让我国不再受列强侵犯-
我们分别在火车站、码头、广场、公园、学校等群众较

多的地方进行宣传，群众情绪高涨- 我们欢呼我国原

子弹试验成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和平利用原子能

的重要性- 这次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的科普宣传活动，

是江苏省物理学会科普活动中突出的事例，使我更

体会到进行科普活动的重要性-
’4&6 年以后，江苏省物理学会举行的科普活

动，总体讲有：科普报告、组织参观（ 如参观青少年

科技宫、相关的实验室等）、进行科普实验表演、小

学和初中生自制的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物理科普实物

展览和评奖、小学高年级的自然科学知识竞赛（ 也

是科普知识竞赛）等- 此外，在玄武湖公园和金陵中

学校门外中山路的宣传橱窗内，适应科技发展及应

用需要，我们学会不定期地多次展示物理专题图片

和内容说明等，进行日常科普宣传-
在省科协决定每年评选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后，

在我学会工作离任前的十多年中，江苏省物理学会

除一次外，每年均被评上先进集体，也不辜负施先生

对学会事业的良好期望-

5! 永远崇敬的老师

施士元先生不计个人得失和名利，为国家、为人

民、为社会、为科教事业做出了无私的贡献，在教育

事业中也注重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勤奋工作- 为表

达对施先生的为人和功绩的敬意，特作诗一首，以示

我们 ’47" 届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学生对施士元老

师的永远崇敬之情：

科教勤育人! ! ! 兴国志忠诚

社会事业心! ! ! 博爱怀仁深

为国为民利! ! ! 奋斗伴一生

桃李满天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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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师恩

封面说明

封面图为利用热敏液晶技术在对流槽不同高度拍摄到的俯视图- 图中颜色由红到绿再到蓝，代表了温度由低

到高，通过选用较长的曝光时间（%- &&8），拍摄到的图片可以记录下热敏液晶粒子的运动轨迹，由这些轨迹我们可

以得到流场的分布- 左图为距离对流槽上底板 $99 处拍摄到的图片- 图中粒子的轨迹好像是从某些区域开始向四

周散开，这意味着热的流体（或者热羽流）从下向上撞击上底板，撞击后的流体向四面散开形成波浪，这一过程类似

掉进水塘里的石头产生的波浪- 粒子轨迹的颜色由蓝变红，说明波前在水平面内传播时被上底板和冷温度边界层

逐渐冷却形成片状冷羽流- 这些片状冷羽流相遇或遇到对流槽边壁，由于不同的冷羽流具有不同方向的动量，从而

在相互作用后形成漩涡- 右图为距离对流槽上底板 $29 处拍摄到的图片-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边界附近几乎所有

的冷区域（红色和蓝色的区域）都具有很强的涡度- 这些圆形的冷区域是蘑菇状冷羽流的横截面，它由上底板附近

片状冷羽流形成的漩涡被冷却后向下运动而生成- 因此，对流槽中蘑菇状羽流具有很强的竖直涡度- 由于相互间的

作用，蘑菇状冷羽流在对流槽的混和区内互相混和集聚，最终形成大股冷羽流共同向下运动-

（香港中文大学! 夏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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