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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我的儿子朱明远去台湾参加国际计算机学术

会议，我托他为吴先生带去了“ 八仙壶”- 先生见到

明远，分外高兴- 在问及我的近况后，当即把玩起这

心仪已久的宝贝来- 在明远离开台湾之际，吴先生将

一枝用了多年的派克笔深情地交给明远- 当我接到

这枝笔时，犹如见到了自己的恩师-
$%%% 年 " 月 5 日，吴大猷先生因病在台湾逝

世- 听到消息我悲痛不已，由于不便亲往宝岛为恩师

送行，只能委托政道在吴先生灵前代为祭奠-
我将永远地、深切地怀念吴大猷先生-

吴大猷先生与南开大学

母国光
（南开大学! 天津! "%%%#4）

! ! 今天我有幸参加纪念吴大猷先生诞辰 4%% 周年

纪念会，谨作为先生母校的晚辈，深切缅怀这位毕生

献身科学和教育的、并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物理学

家、教育家、南开大学尊敬的学长-
南开大学是吴大猷先生的母校，是著名教育家

张伯苓创办的- 吴大猷于 46$’ 年夏考入南开大学，

不久进入物理系学习，最初把他引进物理学领域的

是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时任

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吴大

猷随饶毓泰教授学习的物理课程有：大学物理、电磁

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

磁学等- 后来他曾对恩师饶毓泰教授回忆说：“ 饶先

生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心地善良，程度好，造诣

高，中、英、法、德文都极好”- 大猷先生在大学四年

中学习成绩优秀，并获得这所私立学校十分难得的

奖学金- 他还与同窗陈省身等组织理科科学会，开展

业余的学生科研活动，曾将德国物理大师普朗克的

热辐射论由德文译为英文- 他对科学的感悟和对科

学精神的追求，受到饶毓泰器重- 46$6 年毕业留校

任教，讲授近代物理和力学等课程- 饶毓泰去德国研

修后，仍以大猷先生的进修为念，因此与清华大学叶

企孙教授联合推荐，使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资助，46"4 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 抗日战

争爆发后，大猷先生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加入西南联

大，再次有了与南开大学物理系合作的机会，与师生

建立了深厚友谊-
大猷先生十分怀念母校南开大学，他曾写下

《十年的南开生活》、《南开大学和张伯苓》、《我在大

学求学经历》等回忆文章，表达对母校殷殷思念的

赤子之心- 他在文章中说：“笔者自十四岁至二十四

岁在南开中学、大学至任教的十年，是性格、习惯的

形成，求学基础训练的重要时期- 现在回溯这段时

期，感情的因素自所难免- ”改革开放初期，他特地

召唤他的堂弟原南开大学副校长、数学家吴大任及

家人到香港会面，了解母校和祖国的建设发展情况-
466$ 年初夏，大猷先生以 &’ 岁高龄毅然回到阔别

57 年的祖国大陆，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开创更加活

络的管道，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会见- 我还清楚记得，那年 7 月 5 日大猷先生回

到南开大学的情景- 当我们陪他游览南开大学校园

时，眼见南开巨大的变化，他高兴地说：“ 母校发展

的规模和学术上的成就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7 月 ’
日，南开大学举行授予吴大猷名誉博士学位典礼，陈

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以及出席第 $4 届理论物理中

微分几何方法国际会议的国内外学者与会，我作为

南开大学校长将名誉博士学位证书颁授大猷先生，

并且将我校保存的大猷先生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

的学习成绩单附件赠予他- 大猷先生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他说：“今天我很高兴，很快乐，也有点不好

意思，接受这个荣誉感到很惭愧- 离开南开大学 7%
多年，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学校和教学- 今天看南大，

和过去相比，在各方面都是不可想象的- ”大猷先生

对母校仍然完整保存当年学生的档案资料感到很惊

奇也很高兴-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在京津的时间虽

短，但故地重游，大猷先生对南开大学、对祖国大陆

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他回到台湾后，南开大学

的过去和现在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直到 4666 年 ’
月 46 日的来信中，他仍以衰年颤抖的笔抒发故园情

怀- 信中写道：

“弟在南开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毕业后教学二

年，此不仅是弟受基础训练，亦是我一生生命中最重

要的、最快乐的一个阶段- 466$ 年再返南大，则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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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不胜兴奋& 六十余年的进步发展，使我回忆六

十多年前研习、成长的情形& ”

吴大猷先生心怀祖国，对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他晚年甚至一度准备回大陆定

居& 他在写给其堂弟吴大任的夫人陈" 教授的信

上说，南开大学如可能给我一个名誉教授，可不给薪

金，但给我住的地方，如医药问题容易，我可以考虑

在母校终老&
但是，病魔终究没有让他来得及实现他的愿望&

0111 年 . 月 4 日，大猷先生走完了 5. 岁的人生长途&
吴大猷先生是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

科学家，曾荣获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菲律宾麦格塞

塞奖和霍英东杰出终身成就奖& 他毕生献身科学研

究，对原子和分子理论、相对论、经典力学和统计力

学都有广泛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和高度

评价& 尤其在原子和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计力学

领域有着独创性贡献& 他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更

超乎物理学的研究&
吴大猷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他从青

年时代即登上三尺讲台，直到 /1 岁没有离开过学

校，不仅有丰富的专业教学实践，而且还有独到的教

育理念& 教书育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亲沐他教泽的数

以百计千计，其中许多人成为著名学者、科学家，不

仅有在座的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还有郭永怀、

马大猷、黄昆、朱光亚、马士骏、虞福春、薛琴舫、李荫

远、陈家麟、张润生、杨光德、王先鎔、李卓显、孙守

廉、林家翘等人&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他

与华罗庚先生受当时军政部长陈诚和副部长俞大维

委托规划国防科技时，就建议选派优秀年轻科学人

才出国进修，并且直接挑选了清华大学助教朱光亚

和当时尚未大学毕业的李政道，两人分别进入密歇

根大学、芝加哥大学& 吴大猷先生是一位有远见的善

于识才的伯乐&
吴大猷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在国家经

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他和一大批知识分子坚

持在大后方，与人民同甘共苦，与抗日战争相始终&
晚年身居台湾，依然保持着科学家的正直和社会良

心，坚守中国人的情操& 上世纪 21 年代，当他听说有

.1 多位华裔美人要在美国政府中争取政治地位时，

他立即表示，“这是一项‘不是味道’的事”& 他说，由

中国留学去美的，多是不容易忘掉祖国的；为学术或

职业发展的需要，出任学术机构或职业团体的职位，

甚或入美国籍皆不足为异的& 但如果参与政治工作

或职位，则势将如入籍时的宣言，必须对美国效忠不

二的& 他认为，“ 生育成长教育在中国，而‘ 效忠’他

国，则是笔者所不易坦然接受的& ”由此，我们不难

看出吴大猷先生的中国情结、民族情结&
还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初期，吴大猷先生就站

出来支持这一举措，并反对人为地为探亲制造障碍&
大猷先生晚年最可称道的，我以为有两件事：一是，

吴大猷力陈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 他曾于 657/ 年 /
月写出了“核能发展拟议的分析报告”，强调核子武

器、洲际导弹不可能“ 独意进行”& 这个建议后被台

湾决策当局所采纳& 我以为，大猷先生这一建议是有

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二是，吴大猷先生晚年积极

推进海峡两岸文化学术的交流& 还在 6522 年，他就

明确表示，“ 我极赞成两岸间的有实质的文化学术

交流”，并且敦促台湾当局，“ 能在学术文化和政治

性考虑间，作些决策，使有实质的学术交流可以进

行”& 同时他还对有人攻击华裔学者访问大陆发表

义正辞严的谈话&
6550 年，23 岁的吴大猷带领新竹清华大学阎爱

德教授等五位物理学者在李政道夫妇陪同下，首赴

祖国大陆，不久他又促成谈家桢、张存浩、吴阶平、邹

承鲁等七位大陆学者访问台湾，其当时的影响及后

续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吴大猷的大陆之行被誉为

“两岸物理界的一大盛事”，是“ 开辟两岸学术交流

的创举”，“使得隔绝四十余年的两岸学术交流有着

关键性的突破“ & 他的晚年大陆之行，显示了他那科

学家的远见和爱国情怀，为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

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吴大猷先生已经离开我们 67 年了，我作为吴大

猷先生母校的一位晚辈，作为与晚年的吴大猷先生

有过交往的南开人，对他十分钦敬和怀念&
吴大猷先生是一位对科学执着的人，对事业认

真的人，对社会负责的人，处事一丝不苟，待人平等

宽厚，是一位亲切可敬的人& 我相信，他的科学精神，

他的道德人格，一定会鼓舞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为

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他晚

年所致力的两岸学术交流，一定会在新的世纪以新

的锐力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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