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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梦见童年的小学校，简陋的教室和课桌，几个年

级的同学同班上课，⋯⋯如今家乡变化太大了- 吴先

图 4! 吴先生与女儿吟之（右 $）、儿子葆之（ 左 4），外甥韩汝珊

（右 4）、韩汝琦（左 $）在广东肇庆合影

生的祖籍所在地肇庆高要县的顶湖村，已经被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确定为“ 人文生物园研究试验点地

区”，成为了美丽的旅游景点；吴先生在参观了肇庆

的西江大学之后，深为家乡有规模这样大的大学而

高兴- 吴氏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亲戚会聚了 "5 人之

多，纷纷为吴先生祝寿- 肇庆人为人杰地灵的家乡而

自豪，吴大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见到家乡的巨

变，晤聚久别的亲人，吴先生心情舒畅，兴奋不已- 我

们虽然与吟之和葆之是头次相见，见到他们与吴先

生之间的亲情，我们深深感染到了家庭会聚的欢乐-
大家相约来年春暖花开之时北京再相聚- 吴先生表

示要在北京、天津，带着吟之和葆之长住一段时间，

好好与那里的亲友、学生享受生活的乐趣，并撰写中

国物理发展史- 北京大学为迎接吴先生，在校园内风

景优美的燕南园选择了一座别墅式的小楼，聘请了

北京著名的肃大夫做医疗顾问- 不幸的是，4666 年 "
月吴先生因病住院，病情日益严重，回大陆长住的愿

望未能实现- 当我们听说吴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在叮

嘱如何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搜集资料，

⋯⋯不禁热泪盈眶- 吴大猷先生梦系家乡，魂系故

园-
$%%% 年 " 月，我们兄弟代表大陆的亲友，赴台

北参加吴大猷先生的葬礼，和吟之、葆之一起为他老

人家守灵- 祭奠的场面和规模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

过的- 有那么多学生争先在家祭的礼堂中为他穿孝

服，使得殡仪馆的孝服供不应求；有那么多学者争相

在追思会上发表感言，个个感情挚深，从不同角度勾

画出了吴大猷先生博爱的胸怀，使我们进一步感到

吴大猷先生的伟大- 这种伟大寓于在正直和诚实性

格之中，寓于在他为科学和教育的献身之中，更寓于

在他对亲人、朋友、祖国、人类的大爱之中- 吴大猷先

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错过彼此相识的机会
! ! ! ! ———为怀念吴大猷先生而作

戴念祖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4%%%4%）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

———唐代 贾岛《寻隐者不遇》

! ! 吴大猷是 $% 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在物理研究、物理教育和组织管理上都取得了超凡

的成就-
从 46&% 年代后期起，我和吴大猷先生有一段特

殊的联系- 起先我们通信往来- 466$ 年，他来到北

京，参加“ 第一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能对撞

机实验与物理讨论会”（’ 月 $4 至 $7 日），“ 流体力

学和理论物理国际研讨会”（5 月 4 日至 " 日）- 就是

在这两个会议的开幕式上，我见到吴大猷先生，目睹

他的风采，也看到他受到众人簇拥、爱戴- 他不断地

与人握手、问候- 那些人不是他的弟子学生，就是他

曾经的同事、好友，在物理学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

物- 我这个后生晚辈就不便过去打扰他老人家了- 因

此，可以说，我见过吴大猷，认识吴大猷，吴大猷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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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 上世纪最后二三年间，吴大猷先生在台湾大学

讲演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史，同时产生要写这样的

一本书的愿望& 这期间，我主编的《01 世纪上半叶中

国物理学论文集粹》获得吴先生极好评价，他也产

生了要来北京与我合作完成此书的想法& 此时，他年

高有恙，再来北京之行未能如愿& 在李政道教授的推

举之下，他的最后一本著作《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

回忆》4）由我和叶铭汉院士于 0114 年初春赴台北完

成定稿，赶在吴先生周年忌日出版& 这就是我和吴先

生的“特殊的联系”& 在吴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写下

此文以示我对吴大猷先生永久的怀念&

4）- 吴大猷述&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 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

司，0114 年 5 月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0116

472/ 年冬，我和我的同事正酝酿编辑《01 世纪

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以下简称为《论文集

粹》）& 在定好编选方案、成立编委会之后，我于 4722
年夏、秋曾分别给吴大猷先生两次邮上有关信函& 希

望他同意选其 4730 年前的 . 篇文章，或由他自选 .
篇，并请他赐下一份大作目录& 该年年底，吴大猷先

生回信了（见图 4）：

图 4- 4722 年吴大猷来信

念祖先生：

先后来函均收到，谢谢& 只因身体时有

不适，未及即复，请谅之&
关于我的著作目录，兹寄上一份&
至若 4730 年之著作论文，曾思考一

下，以为 47.7 年所写（为北京大学四十周

年纪念 而 作）的“8)*9:*");,*( <#=+":* *,>
<":’+"’:= ;? @;(A*";B)+ C;(=+’(=D”一书，意

义最好& 该（书）在 4751、4731 年代为该物

理领域之唯一完整专著& 经 @:=,")+=EF*((
书局列入该书局之“ 物理 D=:)=D”（ 代售）&

［ 此 事 经 过 略 如 下：该 D=:)=D 之 编 辑 为

G& 8& H;,>;,教授& 他看到我书第 65 页中

引他 47.0 年一文，将他一篇很繁长的文综

成一句，指出 H;,>;, 氏的理论是 I*B*,
效应理 论 的 一 个 ()B)"*:A +*D=，他 大 为 欣

赏& 故函商我让他将该书列入他所主编的

一系列书中& ］

该书在我 4756 年出国时，曾有百数十

册存在北大的物理系（图书馆当有之）&
兹贵所编纂 4711—4730 年间的物理

文选，未知考虑将 .11 余页的书纳入内？

如不嫌过长，则可在北大物理系或北大图

书馆觅得该书& 如不能觅得，望即日函知

（由北京直接函我即可收到）& 我可由台寄

上影印的（第二版，在美出版的，4756 年）&
如嫌 该 书 过 长，亦 请 示 知& 当 在 我

4730 年前的论文中抽选一篇寄上& 匆匆，

耑此，即烦

大安

吴大猷

4722 年 40 月 02 日

吴先生同意我们将其论文收入《 论文集粹》之

中，并且还提出录其论文或大作之意见，让我们极大

欢喜！他的来信也是对编选 01 世纪上半叶物理学

论文的极大支持& 可以说，如无当时在世的老一辈物

理学家的鼓励，《 论文集粹》是不可能毕其功业的&
这是我和吴先生第一次书信往来&

4774 年，《论文集粹》编选工作已近收尾& 我作

为物理学史研究室主任，下一步做什么？从哪找钱

支持你做事？比起研究本身来，这是一个更大的难

题& 其时，中科院研究机制处在最深刻变动之中，像

“科学史”这类基础研究度日维艰& 因为各研究所中

连纸张、笔墨都要列入研究经费中了，更何况还要复

印费、交通费、借阅书刊费、打印费，如此等等& 我们

想到了吴大猷先生& 若是翻译吴先生《 多原子分子

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一书，兴许还能得到吴先生

帮助& 当时很幼稚以为，他作为台北中研院院长，拨

点钱给我们，就够我们过好“研究”的日子& 于是，我

大胆地给吴先生写信，同时奉上拙作《中国力学史》

（该书由周培源先生提书名，钱临照作序），译作《物

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 该书为美国文科用物

理学教材，作者为 J& F;(";,），拜托来北京参与科学

史会议的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系陈良佐教授奉呈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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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吴先生不久回信了，欣喜地同意译其大作- 然而，

经费问题一字未及- 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又多少有点

失望- 吴先生复信写道（见图 $）：

图 $! 4554 年吴大猷来信

念祖先生惠鉴：

昨由陈良佐先生带来大作《 中国力学

史》及《 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 至

谢至谢- 闻先生（ 欲）将拙著《 多原子分子

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译为中文，至谢至感-
该书乃 45"& 年开始写，45"5 年春完成，夏

由饶毓泰先生带去上海付印，456% 年夏出

版，只有沪寄昆明数本- 时上海在日军包围

中，但与国外交通尚通- 我请印刷公司由沪

寄至国外的物理学者（ 及化学物理学者）

若干 册- 该 时 获 7- 8- 913 9/12:，8- 8-
;0</=<3，>- ?- @0/=A3，7B- C- D<130=A3 多人

的信，称 誉 有 加- 时 普 灵 斯 顿 大 学 之

>E,1BE F- GA3EA3 教授为 HB<3)02<I81// 出

版公司的《物理专著》系列书编辑，看到我

书（ 第 J6 页）中指出他在 45"$ 年一篇论

文的理论，是一般散射理论（ 包括 K1L13
光谱）的一个特例，大为欣赏，函询我有无

将我书销售于世之意，如我同意，他可将我

书纳入 HB<3)02<I81// 公司主编的系列丛书

中云- 我当然同意- 故令上海的印刷公司将

我书数百本，寄去 HB<3)02<I81//，由该公司

在美出售- 后珍珠港战事起，中美交通中

断，数百册旋即售罄，乃由 M33 MBNAB 城之

>E,1BE= ?BAB)<B= 公司影版复印出售- 及我

知此事，乃作了一个“ 补编”（O.**/<L<3)）
（搜集了一些由 45"& 至 4566 年数年间，在

昆明可获得的资料）寄给 >E,- ?BAP= 出版

书之第二版-
（上乃该书的一段经历故事也）

兹将该 O.**/<L<3)（有二十七页）印本

寄上- 如先生翻译拙书，希望将此 O.**/<I
L<3) 亦一并加入-

该书在 456%—45’% 年代，乃该时在该

领域中第一本完整且深入的专著，为我博

得颇好的声誉-
456J 年抗战后我出国，对该书的领域

已无兴感- 故 虽 有 人 建 议 我 增 修 写 第 三

（？）版，亦决置之- 兹先生不厌其烦，译此

已失时效之作，虽感美意，但殊不好意思

也-
即烦

撰祺

吴大猷启

4554 年 " 月 4’ 日

吴先生对于我们欲译其大作事显然很高兴- 但

是，一时找不到“老板”支持，无工作与出版经费，此

事只好再议- 吴先生在前后这两封信中对其大作

《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的来龙去脉的

叙述，迄今仍是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中最为详尽的

一份- 这两封信当是重要的科学史“档案”-

图 "! 《论文集粹》一书

时隔一年多，吴先生到北京参与会议来了- 在那

几次会议上，我没有勇气走到吴先生面前- 原因有

二：一、从吴先生进入会场、落座、直至会议开始的那

段时间，许多知名物理学家簇拥其旁，握手、问候、惊

喜与兴奋，可谓一波接一波- 我不敢贸然与入而为之

打断；二、吴先生同意我译其大作一事，我没有去做，

而《论文集粹》一书又尚未出版- 我无脸面去见吴先

生- 我只以崇敬的心情在旁仰视吴先生高大的形象-
4556 年，《论文集粹》终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

版了（见图 "），我立即寄上吴先生一册- 几个月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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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吴先生来信（见图 4）：

念祖先生惠鉴，承

寄下《01 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

集粹》一册，至谢至谢& 此册收集论文，诚

是艰巨工作，至为敬佩& 01 世纪之下半叶

的中国物理学论文数多，物理学者的人数

将数十倍于此& 希望数年后中科院将有此

册刊出也& 耑此，即烦

道祺

吴大猷敬启

5664 年 / 月 54 日

图 4- 5664 年吴大猷来信

吴大猷先生肯定《论文集粹》的工作，并希望能

将 01 世纪下半叶的论文也收编在一起，鼓励鞭策同

在一封短信中溢于文辞& 收阅此信后，我与同事们开

玩笑地说：“吴老使出了激将法，要我做出下半世纪

物理学论文集& 若有老板支持，我就做& ”

0）- 李政道为吴大猷著的《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一书所作的序

.）- 吴大猷&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0115& 第 0，. 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0117 第 0，. 页

4）- 四位科学界前辈中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是钱三强副院长，他

在《论文集粹》课题启动后，立即预计到它的重要学术意义，两

次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来表示鼓励；第二位是周光

召院长，他为《论文集粹》写下了热情洋溢、感人心肺的序言；第

三位是化学界老前辈袁翰青院士，他在见到该书时感叹地说：

“化学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来做同样的工作”&

3）- 沈君山& 哲人虽萎，典范永存—追念吴大猷先生& 见：丘宏义著&

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台 北：智 库 文 化 水 准 书 局，0115，第

7.6—746 页

为了“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面貌”0），李政道教

授曾多次希望吴大猷先生能在晚年讲演或撰写中国

近代物理学发展史& 在学生们恳求下，566/ 年，吴先

生在台湾大学开讲近代中国物理学史课& 课程一开

始，吴先生就指出，《论文集粹》这本书是“关于我们

整个国家物理发展状况的基本重要资料”；“这是当

时大陆可以做，而台湾却做不了的事情”& 显然，《 论

文集粹》成为吴先生这些讲演的案头必备参考书&
他同时还说，这本书“可能有遗漏”一些留日学物理

的人，“剩下的部分算是相当的完整”& 所以“ 有遗

漏”，因为“当时在日本念书又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

少，因此被忽略了”.）& 吴先生对《论文集粹》做出了

中肯的评价& 一些留日学物理者所以未收入《 论文

集粹》之中，是因为该书编撰宗旨的限定：以文取

人，不以人取文& 留日者回国后在科普、翻译、编辑、

教学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极好的工作，却无有重要

的物理学论文发表之&
吴大猷先生的讲演，来不及整理成书出版，他就

匆匆告别人世& 0115 年初春，由李政道教授的推举，

我和叶铭汉院士赴台北以完成吴先生未竟之业& 当

我读到初步整理稿中上述那一大段讲话时，我异常

激动，由衷感激吴先生对我等工作的赞许& 心想，拙

作能得到吴先生如此之高的评价，实乃我之荣幸！

我当以自己所知、所能奉献给吴先生的未竟之业& 这

就是我在台北日以继夜工作，并得到沈君山、李政道

先生称许的真正动力& 现今回忆起来，吴先生是第四

位对《论文集粹》做出褒奖的科学界前辈4）&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赶在吴大猷先生

周年忌日问世出版，令台湾物理学界乃至学术界称

道& 沈君山先生在当年（0115 年）. 月写下的《 追念

吴大猷先生》的文末说：

“另外一件可以告慰吴先生的是《 早期中国物

理发展之回忆》整理出版，这是吴先生最后尚念念

在兹的& 他在台大物理系的讲演，当时已经完成了十

二卷录影带，经过黄伟彦教授的整理，有了文字的初

稿，但这是当堂讲演，间杂了学生的提问记录，很难

直接阅读& 幸好经李政道先生推介，叶铭汉院士和戴

念祖教授于 0115 年初，从北京专程来台，每天全时

工作，春节期间也不休息，终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全

书重新编写，成为可以独立阅读的著作，尤其吴先生

在讲演提及的人，经过他们两位未赴台前已先详细

考证，简注其生平，本身就是极珍贵的史料& 此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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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吴先生周年忌辰出版，而戴教授也是吴先生发病

住院前，原拟定在北京大学与之合作的对象，生前未

能如愿，逝后终得竟功，也算是缘分巧合，吴先生在

天之灵亦可无憾吧- ”’）（见图 ’，图 4）-

图 ’! 在台北月涵楼讨论整理吴大猷遗著（ 左起：叶铭汉、沈君

山、李定国、戴念祖）

图 4! 沈君山追念吴大猷的文章

载有沈君山这篇怀念文章的著作，于 $%%5 年秋

由台湾大学化学系刘广定教授邮送于我- 如果说，此

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吴先生讲演稿中对《论文集粹》

的评价令我振奋的话，这次又读沈先生的怀念文章，

得知吴先生生前要来北京与我合作完成他的著作之

愿，就多少令我吃惊了- 往事翻滚于脑海，恨我自己

当初（566$ 年 4 月在北京学术会议上）为何缺少勇

气走向吴先生、向他表示问候致意- 错过了我们彼此

都能相识的机会-
当 $%%5 年初春我和叶铭汉院士到台北时，在吴

大猷学术基金会书记、台北理论科学中心主任李定

国教授陪同下，我们来到吴先生昔日的府第、台北市

广州街 $ 号，拜访了吴先生的女儿吴吟之女士（ 图

#）- 踏入吴先生昔日居室，脑海中想象他老人家伏

案挥毫、专心著述，或接待访客、抨击时弊的种种情

形- 吴吟之坚韧非凡，内心承受着见物怀情的悲痛，

将吴先生一生无数书稿信牍归类整理成百余箱文

档- 她给我们看了杨振宁、李政道于 56’# 年获得诺

贝尔奖消息时分别向老师报喜的明信片，李政道年

年向老师拜年的贺年卡等等- 我作为科学史工作者，

极为感激吴吟之的劳作，她为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史

研究整理并保存了如此大量的珍贵实物- 临别之时，

吴吟之拿出吴先生保存多年的一件礼物———领带，

这是吴先生生前访问泰国时由泰国国王送给吴先生

的，主人一直珍藏着它，以致礼包尚未完全打开———

送给我- 当我手捧这珍贵礼物，走出广州街 $ 号时，

总觉得吴先生尚在楼上窗口向我挥手，我不能不频

频回眸这座昔日居住了一代伟人的楼房-

图 #! 笔者与吴吟之摄于 $%%5 年 5 月

吴大猷先生一生的丰功伟业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物理学

界的前辈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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