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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吴大猷

李政道

! ! $%%# 年是吴大猷老师诞生一百年- 吴老师是中

国和世界优秀的物理学家，是我从事物理研究启蒙

和引路的恩师- 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出现在中

国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那时我是昆明西南联大

二年级的学生- 尽管我是低年级的学生，吴老师还是

选了我和朱光亚一起去美国深造- 是年（4567 年），

光亚随吴老师赴密歇根大学学习，我则进入芝加哥

大学研究院- 在那里，我又很幸运地师从费米教授并

得到了博士学位- 所以说，如果没有吴老师当年在西

南联大对我的教导、关爱并给了我去美国深造的机

会，就不可能有后来我在物理学上的成就- 为此，我

永远记得吴老师，感谢吴老师-
4567 年，吴老师给我的这样重要的深造机遇，

改变了我的一生- 所以我一直考虑，如何我也能为年

轻一代的祖国青年，制造同类的机遇- 45#5 年，中国

科学院严济慈和钱三强副院长邀请我在北京讲物

理，一共讲了六个星期- 当时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刚

刚开始，我就想仿效吴老师，替祖国有才干的青年制

造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 当时国内既无 89:;<，也

没有 =>:，“文革”使祖国和西方隔绝来往多年，大

学生根本无法进入美国研究院- 为此我特地大胆设

计了 ?@AB:C（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这个

暂时性的留学办法，得到了小平先生和科学院、教育

部及国内物理学家的大力支持，也取得了美国数十

所物理研究院的合作- 从 45#5—45&& 年十年中选拔

了 54’ 位祖国优秀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赴美国深造-
所有留学生的入学手续及一切研究和生活费用，均

由我直接向美国各大学研究院交涉，请他们负担，为

国家节省了大批外汇-
45&4 年，我幸有机会和生物学大师吴瑞教授讨

论，是否可将 ?@AB:C 推广到生物学领域- 于是又产

生了 ?@AD:C（B 代表 B(EF02F，D 代表 D0G/GHE）- 从

45&$—45&5 年，?@AD:C 培养了 6$’ 位祖国优秀青年

生物科学博士生- 这 54’ I 6$’ 位科学家出国深造机

遇，是和当年吴老师在昆明西南联大给我提供的机遇

相类似的，因此也应该归功于吴老师的为人和成功的

教育方法- 现在，我们饮水思源都应该感谢吴老师-
吴老师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

精力，尤其对台湾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 在我这一代人中，受到吴老师直接影

响的，除我一个人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可以说，

当代海内外有才华的中国物理学家，都直接或间接

地受到过吴老师的教育和熏陶-
455$ 年，吴老师回大陆访问，我和夫人秦惠莙

专程从美国到台湾，再到香港、大陆，全程陪同，之后

又护送吴老师回到台湾- 在大陆，吴老师参加了“ 当

代物理学家联谊会”，见到了国内老一辈和年轻一

辈的物理学家，大家相聚甚欢，看到了祖国迅速改变

的面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

的接见，圆了吴老师的大陆情结- 吴老师访问大陆的

成功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吴老师为人正直、诚恳、坦诚、热情，治学严谨-

他一生忠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继承了我们古

有的道德传统，发扬了近代科学的进步- 我曾引用庄

子《逍遥游》和《大宗师》文章里的描述，说吴老师的

一生就像大鹏飞翔，至高至远- 他是真人，有真知- 我

曾央请画家刘巨德先生创作过一幅国画，画的是一

只大鹏飞翔于宇宙之间，背负苍穹，俯瞰大地，象征

着宇宙的创生- 画中的大鹏就是吴老师- 我还写了几

句英语诗赞扬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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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老师不仅是著名的、极有权威成就的、世界级

的大物理学家，是物理学界的大鹏，也是庄子笔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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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 他的知识是真知，他本人是真人、是大宗师& 我

做诗赞颂：

真人真知吴大猷，

巨鹏飞舞逍遥游&
翼若垂云，

背负青天，

莫之夭阏&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佼佼者，也是

唯一延续没有间断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有活力的，

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像吴老师这样优秀的人在

努力工作；我们的文化也是有将来的，是会有新发展

的，也是因为会有一批一批像吴老师这样的人，前仆

后继地在努力& 我相信，在像吴老师这样大师的崇高

精神感召下，中华文化一定会继续健康地发展，为人

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用我们的努力来纪念吴老师的百年诞辰&

深切怀念吴大猷先生

朱光亚

- - 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吴大猷先生诞辰 411 周

年，深切缅怀一代物理宗师的高尚风范和杰出贡献，

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吴大猷先生毕生献身科学研究

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吴大猷先生学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是国际著

名的物理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原子、分子结构及

其光谱，等离子体及其动力学理论，核物理，天文物

理，统计物理，散射理论及相对论等领域，发表了学

术论文 411 多篇，并著有《 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

振动光谱》、《 量子散射理论》、《 气体与等离子体动

力学方程》等专著& 他对物理学许多领域的理论有

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常常提出独到的见解，为物理学

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大猷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还是一

位卓越的教育家& 他在 /1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从未

脱离过教育工作& 他对学生十分负责，授课内容深入

浅出，讲述透彻，在教学中他总是不断致力于把学生

领入新的科学领域，培养学生进取与严谨的学术作

风&
上世纪 51 年代初，我转学到西南联大物理系，

开始得到吴大猷先生的教导& 那时吴先生家住昆明

郊区，适逢抗战时期，条件很艰苦，师母身体又不好，

吴先生不得不一面给学生上课，一面照顾夫人& 我常

到他家里去请教，看到老师忙里忙外的很辛苦，有时

候就帮助老师做些家务& 老师和师母也常常留我在

家里吃饭，他们待我就像一家人一样& 4657 年，吴大

猷先生和曾昭伦、华罗庚先生受当时国民政府派遣

组团去美国考察研究，每人可带两名年轻助手随行，

吴先生挑选了刚刚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我和被他称为

“物理奇才”仍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 到美国

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我随吴大猷先生去了

密歇根大学& 吴先生从事高能质子、中子散射的理论

研究工作& 我一面在该校研究生院读博士学位，从事

实验核物理的学习与研究，一面协助吴先生做些理

论计算工作& 吴先生治学严谨，为人秉正忠厚，对我

学习和工作中不足之处直言指出，又鼓励我继续努

力攀登& 他的谆谆教导和悉心培育，使我一生受益不

尽&
4660 年 3 月，在北京举行了“ 中国当代物理学

家联谊会”，政道陪同吴大猷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参

加会议& 离别 50 年后，吴先生已是满头银发，我和政

道也是两鬓斑白，71 多岁的人了，再次见到 21 岁高

龄的恩师吴大猷先生，重叙师生之情，感慨万千& 会

议期间，吴先生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

出席了“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研

讨会”和“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学术研讨会”，

受到了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吴先生回到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北京、

天津、南京等城市，并会见了许多昔日的老友、同行，

看到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变化而感到欣

慰& 临别时，我送给吴先生一块祖国大陆的珍贵化

石，先生珍爱不已& 后来，吴先生委托学术秘书，从台

湾带给我一台相机，我一直好好地珍藏着&
吴先生念及年轻时在大陆见过的一种叫“ 八仙

壶”的酒具，后来在台湾和海外多方寻觅而未得& 这

种小巧、别致的“八仙壶”装满后，无论如何旋转、倾

倒，酒都不会外溢，而且恰好能倒满 2 小杯& 46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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