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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学者- - 伟大的人格
———吴大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陈佳洱
（北京大学- 北京- 4112/4）

- - 011/ 年是吴大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之年& 吴大

猷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学者、教授和物理学家；他终生

热忱于教学，培养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他品

德光华、人格高尚& 他的后半生献身于我国台湾的科

学事业，同时也始终关心着祖国大陆物理科学事业

的发展& 记得在我去台湾的访问中有幸三次见到他

老人家，他每次总是深情地怀念着执教北京大学、西

南联大等时的情景& 特别是 4550 年，吴先生应中国

科学院邀请回大陆访问，更广泛地与众多新老物理

学家见面，努力推进两岸间物理学家的交流，对祖国

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 今天，不仅大陆物理学

界和科学界同人聚集在这里怀念他，而且海峡两岸

的炎黄子孙和海外华人也都怀念着他&

笔者与吴大猷（左）及其女儿吴吟之（中）（摄于 4552 年）

吴大猷先生，451/ 年 5 月 05 日生于广东番禺

市，4505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 45.4 年，经他的老师饶

毓泰和清华大学叶企孙两位教授联名推荐，获得中

华文化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师从

高施密特（ 6& 7& 89’:;<)"）教授作理论物理研究，

45..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45.= 年至 45=> 年 > 月，吴

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教达

十二年之久& 其间，日寇侵华，轰炸不断，物价飞涨，

教学环境极为艰苦，实验研究无从开展& 可是，吴大

猷此时以坚毅心态专心研究，乐趣于教学，获得了其

时教学与研究在中国罕见的成就& 他先后培养了马

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杨振宁、黄授书、张守

廉、李荫远、朱光亚、黄昆、李政道等一批国际知名物

理学家& 吴大猷将这批学生比喻为“ 从不易得的群

英会”4）& 甚至在时隔 31 年之后，他还兴奋地说：“对

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学中最完美的一部，是

最愉快的一大事也”0）& 其实，吴大猷后来在北美各

地的教学与研究中，也遇到不少好学生& 然而，惟家

乡之美与家乡的高足们才给予他终生难忘的印象&
这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游子恋情&

4）- 吴大猷& 回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452= 年& 第 .3 页

0）- 黄昆& 永远怀念吴大猷师& 见：典范永存———吴大猷先生纪念

文集&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0114 年& 第 .2 页

45=> 年夏，奉前国民政府派遣，吴大猷带领两

位学生，即朱光亚和李政道，出国考察原子科学& 他

先在其母校密歇根大学任客座教授（45=>—45=/）、

后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授（45=/—45=5）& 继而，

受聘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任该院理论物理组主任

（45=5—45>.）长达 4= 年之久，并于 453/ 年当选加

拿大皇家学会会员（院士）& 其间，曾赴美国、瑞士等

地多所大学和研究院开物理讲座& 45>. 年，又从加

拿大迁往美国，先后任布鲁克林理工学院（?@99A(B,
C9(B"D+!,)+ E,;")"’"D）研究教授（45>.—45>3），布法

罗（?’FF*(9）纽约州立大学教授（45>3—45/2）暨该

校物 理 系 主 任（45>>—45>5）& 45/2 年 退 休& 4554
年，他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夫妇等 3 人同获密歇根

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在执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组期间，吴

大猷提倡自由研究，营造了一种亲密、和谐的气氛，

为世界各地科学家到该地作研究创造了条件，亦使

其理论物理组声名在外& 吴大猷在登坛布法罗纽约

州立大学物理系三年之后，一个原本平凡的物理系

却在美国大专院校排名中列为第二等& 可见，吴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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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上的卓越才华-
吴大猷先生一生共发表了 4$% 余篇科学论文，

4’ 本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专著- 在专著中，#
册题为《理论物理》（英文版）的著作，是供研究生用

的教科书- 该教科书只有前苏联物理学家朗道和他

的学生里夫席兹（!- "- #$%&$’）共同编写的《理

论物理学教程》可与之媲美- 然而，毕一人之功完成

此业者，唯吴大猷先生一人而已- 此外，还有 # 册

《吴大猷文选》尚未列入 4’ 种专著中，这些《 文选》

是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 45&6—455$ 年陆续出版

的- 它们不仅反映了吴大猷一生教学科研的心路历

程，亦表现出他抨击政情法令、社会丑陋、甚至直指

当局要员的刚正不阿的气慨-
正如杨振宁教授在《 感怀恩师》一文中所指出

的：“吴大猷的研究涉及广泛的新领域，它们包括原

子物理、分子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散射理

论、统计物理、天文和大气物理”"）- 在这些研究中，

尤其为人所重的是，45"" 年，他发表了《最重元素的

低能态》一文7），通过对铀原子和铀离子低能态（’8
电子的能态）的计算，他预言了超铀元素的存在，指

出了其中的 47 种新元素，它们类似周期表中的稀土

族- 从 457% 年起，吴大猷的预言陆续被实验发现，其

中的钚（9/.):30.;）正是二战中美国制造原子弹的

最重要、最关键的材料- 美国核化学家西博格（<- =-
>?1@:AB）也由于发现了 5 个超铀元素而获得 45’4
年诺贝尔化学奖- 吴大猷的研究走在常规的物理事

件产生之前，因而被人们忘却了- 同是这一年，他发

表的第二篇文章，题为《重原子 8 态的两个最低点的

特征值问题及其量子亏损》’）- 这篇文章探讨了前

人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即具有两个不对称的最小位

势的 量 子 力 学 问 题- 吴 大 猷 巧 妙 地 借 用 CDE
（C?3)F?/ G DA1;?AH G EA0//:.03）方法，解出了波动方

程的本征值，并将结果用于计算某些原子的能态和

诠释量子亏损- 前一篇论文的结果或预言，正是用此

方法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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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上多年所做的研究，导

致吴大猷在极端困难的西南联大期间，于 45"5 年撰

写了《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一书- 这是

物理学相关领域的一部总结性学术专著- 吴大猷原

本是为庆祝北京大学成立 7% 周年而作，却在 45"5
年和 457’ 年两次在美国翻印出版，成为该领域的权

威著作- 正如吴大猷先生自己晚年所言，他“ 因此变

得相当知名”6）-
吴大猷还据自己多年关于散射理论的研究，于

456$ 年和日本大村充先生合作，出版了《 散射的量

子理论》一书- 456& 年，该书被译成俄文，在前苏联

出版- 他的有关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以及统计力学

的研究，也在 4566 年集结成《 气体和等离子体的运

动方程》一书出版- 他的《 狭义及广义相对论引论》

于 45&% 年在台北中华书局发行了第 5 版- 而其 # 册

的《理论物理》，从上世纪 &% 年代起，一直成为海峡

两岸物理学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他还有一本关于

《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的和哲学的本质》（45#7
年，英文版）一书，对量子力学的哲学、对玻尔和爱

因斯坦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4554 年，他

与当时的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黄伟彦合作，撰写了

《相对论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 新加坡，世界科学

出版公司，4554 年）一书-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二、三

年，虽其身体有恙，但还在努力完成一本有关中国现

代物理学史的著作- 这本题为《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

之回忆》已分别在台北和上海出版了- 吴大猷毕生

追求学问，从未悬车掛笔，其精神真是令人敬仰-
45’6 年，吴大猷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邀，

首次回台北- 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与台湾的不解之

缘- 在北美退休之前，他几乎每年有 7 至 6 个月在台

湾讲学、工作或参与会议- 45#& 年，吴大猷在北美退

休，45#5 年，他就从北美到台北定居了- 他在台湾推

动科技进步，推行全面教育改革，培养并延揽岛内外

各方人才，为台湾科技发展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大家知道，45’6 年，整个台湾，学习数学及物理

并有博士学位经历者仅二三人- 而 45&7 年，台湾从

事科学研究并有博士学位者有 $%%% 余人- 45#%—

45&% 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学

术界不少人认为，这与吴大猷在台湾执掌科学事业

不无关系-
吴大猷到台北之初，目睹台湾人才奇缺之状，立

即向当局建议，应拟定一个长期性学术发展政策及

计划- 在他的建议下，45’& 年台湾当局成立了“长期

发展科学委员会”（ 简称“ 长科会”），从此开始了台

湾官方重视科学研究的先河- 456$ 年，他协助恢复

中央研 究 院 物 理 研 究 所，并 任 该 所 所 长（456$—

45#6）- 4567 年至 45#4 年，他在台湾大学和新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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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每年举办暑期科学讨论会，邀请国际上知名

科学家到台北开办讲座，进行学术交流，并对台湾科

学发展提出咨询意见& 这连续八期的讲座，对台湾科

学教育和研究生培养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456/ 年，吴大猷出任台湾“ 科学发展指导委员

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他立即拟定了若干基本方针，制订了台湾“ 科学发

展十二年计划”，从而架构了台湾整体科学发展的

模式并为其后 01 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565 年，他

又推动台湾在船舶和电子科技等方面的研究& 41 年

后，甚而直到今日，台湾以电子产品挤入世界市场，

不能不归功于吴大猷当年首倡之功&
45/5 年，吴大猷被委以“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 这对于一生一心要培养人才、出人才的

吴大猷而言，可谓“ 正中下怀”& 他不仅一生为培养

了众多人才而感到自豪，且多年来，为提升台湾教育

水准，他已多次建议改编中、小学各年级各科的教科

书& 此时，他得以名正言顺、大规模进行教改工作& 除

教材外，包括教师进修、媒体设计、实验制作、教法改

进、全民科教活动，以及远程和近程教育需要，文化

的现代与传统特性，科学本质与特性，学生生理与心

理等，都在吴大猷规划之内& 他乐此不疲& 在台湾师

范大学，他设立“科学教育中心”，作为推动教改、重

编教材的执行业务机构& 吴大猷的教改举措，是对台

湾经济发展所做的切实而有深远影响的工作& 4521
年代后期成长的年轻人，无不在知识上得益于这一

改革成果&
452. 年，吴 大 猷 出 任 中 研 院 院 长（ 452.—

4557）& 除了努力改进研究环境、提升院内学术氛围

外，他推 动 制 订 了 三 期 中 研 院 五 年 计 划（452.—

452/，452/—4554，4554—4553），建立了资讯科学、

统计学、地球科学、生物医学、分子生物学五个研究

所及计算中心，成立了原子和分子科学、天文和天文

物理等四个筹备处& 尤其是在 4551 年，以立法形式

通过了中研院组织法，废除了从 450/ 年以来的“ 总

干事”一职、代之以“ 副院长”衔，修订了评议会、院

士会、研究所的组织章程等，使中研院面貌焕然一

新& 在吴大猷感召下，从岛内出去的许多科学家先后

返台服务，从而奠定了台湾科学发展的规模&
4550 年，吴大猷多次上书台湾当局，为开展海

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4557 年，吴大猷在台湾退休& 退休后，他仍执教

鞭于讲坛，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 他或许是世界上仅

见的一位登坛讲学近 /1 年的物理大师& 0111 年 .

月 7 日，吴大猷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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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对台湾科学发展、经济起飞的贡献远不

止以上所述& 他在自己工作之余，不时地在报刊上发

表文章，接待记者来访，在纷扰的社会舆论中以一个

老人的铿锵之音唤起民众的觉醒，这也是他对台湾

的重要贡献&
早在 4565 年，当台湾当局和某些报刊舆论陶醉

于庞大的外贸数字时，吴大猷指出，那是“ 靠小玩意

赚钱”& 他告诫人们：“台湾的电子工业，多是外人投

资& 技术、管理、成本输出国外之市场及盈利等都在

国外厂商手里& 出口结汇虽在台湾的账上，但营业利

益属于外商，钱还是要返给外国人的”& 他进而指

出，那种陶醉、喧哗，“虽不是说谎，其实亦可说是有

‘愚民’政策的弊处”/）&
当台湾已成亚洲四小龙之时，吴大猷科学地分

析说：“台湾工业产品能取胜其他同类型竞争的工

业国家，主要因素是‘便宜’& 便宜的原因，则是由于

中国人的勤快，⋯⋯ 成本较欧美地区低廉& 但是，

‘便宜’的产品，竞争能力是无法持久的”2）& 因此，早

在 4526 年，吴大猷就提醒科技与工商界，“未来要靠

高科技赚钱”5）& 45/1 年代初，吴大猷以冷静、执着的

语句劝阻了蒋介石父子热衷于制造原子弹的计划&
吴大猷对蒋经国（ 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说：“ 你的那

些人写的计划我看了，原子弹的知识都是从《 读者

文摘》上抄来的，而且做了原子弹，到哪里去试爆？

去炸什么人？都没有想过”5）&
4527 年，报载美国将售台军用运输机 40 架& 吴

大猷立即在报刊上撰文指出，“我们的地形如是，如

有战争，将没有前后方的距离，未知美国以为这些运

输机将由何地运输什么到何地？”41）&
4554 年，台湾高雄法院判决伪造人民币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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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在答记者问中说：“ 大陆亦可以伪造台币无

罪，后果将如何？这种可怕的情形，实不敢多想”，

“这种事听来就荒唐”44）-
从 45&% 年代末始，某些极个别的人刻意在台湾

制造“省籍”以图“独立”- 吴大猷说：“这些人是否想

过，他们平时所拜的妈祖、关公、观音、包公等等之神

都是来自大陆- 当他们在挑起省籍之际，难道不怕自

己所拜的神来敲他们的脑袋”4$）- 吴大猷多次说出

自己的心里话：“至于台独，更是使我忧虑”4"）- 他倡

导“应当好好编写一本《 中国近代史》”，“ 由于政治

和情感的混淆，少数人近倡脱离中国而独立- 这不是

国民政府 6% 余年来的‘ 对共产党政权的独立’，而

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是一极可悲的事- 欲使我

中华民族文化不支离破裂，基本的是要人民由认识

而认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46）-
吴大猷先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

教育家，而且他是正直的智者，完美的中华民族的一

成员- 他在学术上对人类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而他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历史与现实问题所具有的

深邃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远见，又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李政道先生在一篇悼念吴大猷的文章中，将吴大猷

比喻为《庄子·逍遥游》中的“ 鲲鹏”4’）- 我们为自

己的民族有这样的鲲鹏而无比欢欣- 吴大猷先生还

活着，他这样的鲲鹏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吴大猷先生大陆行

周光召

! ! 455$ 年 ’ 月 4# 日，吴大猷先生在时隔 67 年后

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他在李政道教授及其夫人秦

惠莙女士陪同下，从台北转道香港来北京- 他虽是以

个人身份，但当时是海峡对岸来访者中现职最高的

人，他那时已 &# 岁高龄了，而且有病在身- 我们都感

到压力很大，生怕有闪失- 我在机场迎接他时，见他

虽然坐在轮椅上，但精神很好- 除李政道教授夫妇

外，只有一位学者谢云生教授作为秘书陪同，并无前

呼后拥的随从- 那天在北京机场，有很多两岸的记

者- 他对记者们的提问，谈笑自如-
吴大猷先生那次能来北京是李政道教授花了很

大精力，才使台湾最高当局同意他来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

实验和技术研讨会”- 吴大猷先生在这个学术会议

上，认真听了一些学术报告，并和与会的科学家进行

了讨论- 期间他还特地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他坐着轮椅上，沿着长长的加速器隧道十分认真地

观看和询问- 他亲眼见到了祖国大陆科技人员主要

依靠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四年时间建成

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兴奋不已-
而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却是买外国的- 吴先生感慨

万分地说：台湾没有科学人才，所以只能靠买- 为此，

他特别和李政道教授等讨论了台湾参加国际合作科

学项目的问题，想以此来促进台湾科学技术水平的

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 月 "4 日，吴大猷先生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

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 约有 "%% 位中

国物理学家参加了这次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的盛会-
中国物理学的几代学者共聚一堂，江泽民、杨尚昆、

李鹏等领导人亲临祝贺，并与包括吴大猷先生在内

的老一代中国物理学者们亲切会晤，共庆中国科学

的繁荣昌盛-
吴大猷先生在北京时，访问了他 7% 年前执教的

北京大学- 在那里见到了 ’5 年前他创建北大光谱实

验室时从美国购回来的凹面光栅，至今仍保存完好-
老人百感交汇- 上世纪 "% 年代他在北京大学任教

时，北大的寒酸景象，历历在目，到西南联大时就更

是困难了- 然而正在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 多

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至今仍是世

界物理学界公认的该学科的一本经典之作- 当他看

到今日北大学科那么全，设备那么先进，怎么能不兴

奋，不激动- 在北京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的会上，李

政道教授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资料介绍了吴

大猷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激起了北京大学学子

们对这位老前辈的崇敬- 当李政道教授展示了一张

吴大猷先生两岁时的照片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以极

大的兴趣看着这张照片- 老人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吴大猷先生还不顾身体上的不适，乘车数百里

到他青年时代求学的天津，重返南开大学母校- 母校

为这位 7’ 年前的校友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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