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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先生八十华诞专题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之道
———恭祝周光召先生 #% 寿辰和从事物理工作 ’’ 年

朱邦芬
（清华大学物理系!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北京! 4%%%#5）

! ! 不知不觉，我们尊敬的光召老学长已届耄耋之

年，已从事物理工作 ’’ 年了- 夜深人静，我凝看着光

召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时的成绩单，遥想光召当年为

了多学一点知识而主动要求晚上管理图书馆的场

景，思绪万千- 回顾光召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科学研究

的历程，清华的广大师生深深以他为荣- 记得光召曾

殷切期望清华学生：“ 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页

的人并不多，希望清华的学生中能多出些可以毫无

愧色地写在中国的历史上的人- ”光召无疑是能在

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页的人- 此时此刻，研究以他为

代表的一代人的成才之路，探索大学如何为祖国培

养更多更好的拔尖创新人才，我想大概是光召愿意

看到的一份贺礼-
和杨振宁一样，光召在考大学以前并没有学过

物理，虽然他的数学成绩非常优秀- 抗战时光召在重

庆南开中学念了五年中学，4&56 年初他回到湖南，

没有合适地方读完高中最后一年书，于是以同等学

历的身份报考大学，被清华大学先修班（ 相当于预

科）录取- 受原子弹爆炸和同学陈砾的影响，光召选

择了物理专业- 由于南开中学安排最后一年上物理

课，光召在考大学之前没有学过中学物理，那么光召

如何成长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呢？

首先，在努力奋斗中逐步建立起高度自信心-
4&57 年，光召由清华大学先修班保送到物理系读本

科- 当年物理系汇集全清华一批入学考试成绩最好

的同学，其中不乏许多非常聪敏、非常优秀的同学-
光召感到自己物理基础不如一些同学，可是他并没

丧失自信- 怀着对物理学强烈的兴趣，光召比别人更

努力地去学习物理- 晚上系图书馆没人管，他愿意去

管，由此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多学一点- 他抱着只要比

别人学得更苦就一定能赶上去的信念，每天头一个

走进系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 在踏踏实实的奋斗

中，他渐渐地在同学中脱颖而出，而这进一步增强了

他的自信心- ’% 年代末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

作期间，他与苏联权威教授观点相反，提出“ 相对性

粒子螺旋态”理论，标志着他已建立起高度自信心，

成为杰出的物理学家- 最近光召在清华论坛报告中

指出，“善于学习和高度自信是富于创造力人才重

要的品质- 有成就的老年人常常过于自信而不再学

习，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则善于学习但往往缺乏自

信- 而在科研工作中，缺乏自信又急于求成的心态容

易形成创造性障碍，这也是热衷跟踪和模仿的重要

原因之一- ”中国教育传统中，“ 自以为是”是贬义

的，然而养成高度自信心，确实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

的必由之路-

4）! 大学四年级学分的定义与前三年不一样- 这里把原成绩单上的

学分除以 "，与前三年比较，实验课的学分计算翻番

其次，当年老清华物理系贯彻叶企孙先生的物

理教育思想———“ 只教授学生最基本知识、理论与

实验并重、重质不重量”，在此理念下，光召得到了

很好的课业培养- 老清华物理系本科阶段必修课较

少，“四大力学”不是必修课- 由于 4&5# 年 4$ 月清

华园业已解放，以后两年半中政治活动比较多，而大

学一年级期间又无物理选修课，因此光召在大学四

年学的基本上是物理必修课程- 从成绩单看，大学一

年级他修了普通物理演讲（6 学分，即每周讲 " 次，

每次 4 学时，为时一年），普通物理实验（$ 学分，即

每周做 4 次实验，每次 " 小时，为时一年）；大学二年

级：力学（6 学分），电磁学演讲（6 学分），电磁学实

验（$ 学分）；大学三年级：热学（6 学分），热学实验

（4- ’ 学分），物性论（5 学分）；大学四年级4）：光学

演讲（6 学分），光学实验（5 学分），电子学（" 学

分），电子学实验（$ 学分），无线电学（" 学分），无线

电实验（$ 学分），原子物理学（6 学分），近代物理实

验（5 学分），论文（# 8 " 学分）- 显然，他在本科阶段

学的物理课程主要是最基本的普通物理和中级力

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和物性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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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前三年每学期都有实验

课，而第四年有 4 门实验课& 课程虽然比较基本，但

教学却很扎实，学生有比较多的自学和想问题的空

间& 这种“重质不重量”的教学对光召以后的科学成

就不无影响& 例如，5261 年代在探索原子弹的爆炸

原理时，他们的计算无法重复苏联专家讲解原子弹

的教学模型中的一个关键数据& 为解决这个疑难，光

召构造了一个理想模型，假定某一理想的“原子弹”

在受冲击波压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耗散，按照热力

学第二定律，估算可能做的最大功& 在彭桓武先生的

支持下，光召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最大功估算，证明了

苏联专家那个教学模型的数据有误，做出了重要贡

献&
第三，良好的学术环境& 给光召授课的许多教师

是名师& 在本科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叶企孙

和王竹溪先生& 教光召热力学课的王竹溪是一位非

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作风非常严谨，对学生的要

求也非常严格，所以上他的课要非常聚精会神才能

学好& 除了课本知识，王先生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

学风也对光召影响很深& 叶企孙先生讲的物性论，最

大特点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得很好& 中国物理学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的叶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

国者，是王竹溪、彭桓武这些老师的老师& 他极其关

心爱护年轻人，给学生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叶先生的

人格魅力和为中国物理学发展的奉献精神是对光召

一种深刻的身教& 5235 年，光召以优异成绩大学毕

业，并进入清华研究院读研，师从彭桓武教授& 当时

彭先生从国外回来不久，他所从事的量子场论研究，

属于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光召当彭先生的研究

生，无疑很快进入到理论物理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5230 年院系调整，光召跟随彭先生到北大继续研究

生学业，于 5234 年毕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

批名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做贡献、科学求真的态

度，关爱扶植后进的用心和淡泊名利的胸怀，为光召

所钦佩并成为他此后半个多世纪人生历程的楷模&
此外，一批非常优秀同学之间的互动、互相帮助、互

相激励，也是促使光召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之一&
清华园中的 6 年学习，为光召 33 年的物理研究

奠定了基础，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 52/0 年，在一批

老清华物理系友的呼吁下，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

下，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中断 .1 年后重新恢复& 光召

认为清华物理系应有自己特点，建议改名为“ 现代

应用物理系”，并亲自兼任系主任（52/4 年 4 月至

52// 年 0 月）& 52/3 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恢复，光召又

兼任理学院院长直至 011/ 年初& 5227 年以杨振宁

先生为名誉主任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光

召担任顾问，并建议聘请聂华桐教授任中心主任& 01
多年来，在光召不懈的关心和亲自主持下，清华物理

学科以至理学院各个学科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

展& 光召十分关心清华青年学生的成长，多次以自己

切身经历为同学讲为人为学之道& 他曾经说过，“ 我

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成败得

失并不是非常在意& 尤其是，我不闹情绪，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都始终努力，即使做不到也算了，并不为此

而烦恼，因为我已经做了该做的& 现在很多人非常爱

计较，对待挫折和面临选择时，缺少一颗平常心，不

能淡然处之& ”他的这句肺腑之言正是“ 自强不息、

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的生动写照& 他的这种平和

的心态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
我个人有幸多次得到光召的亲切教诲，与他第

一次交谈更令我难忘& /1 年代末，光召是中国科学

院院长，我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工作& 有一天所里

突然通知我，说周院长要来看我& 我记得光召带了院

里多位领导同志来到我们研究室，亲切地问我工作

情况，勉励我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而我却十分紧

张，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是深深受到鼓舞和

感动& 以后我多次得到光召的帮助和关怀，多次听到

光召睿智的演讲，得益匪浅& 0111 年我调到清华工

作，与光召接触更多了一些& 如今我担任清华物理系

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培养更多的可以毫无愧色地

写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大写的人，是光召的殷切期望，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

周光召先生八十华诞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