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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祝福
———贺光召先生八十寿辰

苏肇冰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

（一）

尽管我和光召的接触现已变得越来越少了，但

只要想到一些往事，一种亲切和感激之情不由而生，

我愿意把沉睡在我记忆中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尽可能

地写一些出来献给他的 #% 寿辰-
我不常写回忆文字，是因为我语言文字的表达

能力很差- 现在我自己的年纪也不小，许多往事都快

要忘记了，写下来的文字难免因为记忆不清而不够

准确- 此外，就老年人的心理而言，在对过去往事的

回忆中，常会有一些不自觉的自我倾斜，不是故意

的，但有时难免把自己说的好一些- 我想，我在下面

的文字中就会有这样一些缺点甚至是错误，希望光

召、文中提到的诸位和读者同志们见谅-
要开始写，就会碰上一个称呼的问题- 在北大时

期，物理系的同事们常连姓带名的以全名相称- 记得

那一天，我第一次去上班，光召到门口来迎我，在院

子中忽然遇到邓稼先，我惊奇地戏称：“ 咦，邓公也

在这”，光召笑着对我说：“ 公，是资产阶级的称呼，

我们这都称老邓”，从此，我开始了称呼光召为“ 老

周”- 多年过去了，我和他相继到中科院理论所，理

论所的同事们都称呼他为“光召”，这就发生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每次我见到他，脑子里就同时出现两个

称呼，不知道称呼他什么为好，有时甚至会有点不知

所措- 时间长了，我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只在跟他两

个人单独见面时称呼“老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称

他为“光召”- 尽管称呼他“ 老周”的时间越来越少

了，但我不会忘掉这个称呼，它见证了我跟他相处的

那段难以忘怀的时期，它也记载了我自己生活在那

个年代的一段历史- 在这个稿子中，为了前后连贯，

我都用光召这个称呼-

（二）

当年在北大的很多学生晚上都要找地方上自

习- 我发现，物理系的系图书馆虽然离我们宿舍很

远，倒是一个好地方- 一天晚上，我们很多同学聚集

在系图书馆门口等开门，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站在

门前眉飞色舞地讲着“ 上次他开门来晚了，我把他

剋了一通- 今天他如果再晚来，我还要剋他”，随即，

一位年青人匆匆而来开了系图书馆的门，并没有迟

到- 后来，我知道那位眉飞色舞讲话的人叫黄念宁，

那位匆匆来开门在系图书馆值班的叫周光召，这似

乎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知道光召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当时他是彭桓武先生

的研究生，后来他留校任教- 在我大学三年级前后，

在办公楼礼堂举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

报告会上，光召是其中的一位报告人- 在我残留的记

忆中，他讲述了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做好科研和教学

工作的一些事迹，为了克服他的高血压症，他每天坚

持三千米长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提出了从微观电

动力学到宏观电动力学的研究论文- 后来听说，他教

我们电动力学时同时也在外系教大课- 他既要承担

这样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做好他的科研工作，实在

是很不容易的-
在上理论力学课时，吴林襄老师告诉我们，516

781379 所著的分析力学一书一张图都没有，我们在

他所教的分析力学中受到了很强的形式理论训练-
在王竹溪先生教我们的热力学课程中，这种物理学

中的形式演绎训练又得到了加强- 光召电动力学课

程的讲义更是对电动力学清晰和透彻的整理和总

结- 这些教导使得我在大学理论课的学习中得到了

很多的形式演绎的训练- 至于像黄昆先生教我们普

通物理时，他所着力强调的那种从简单到复杂、从现

象到物理本质的思维和分析问题的方式，则是我在

多年以后才慢慢有所领悟的- 光召教完我们一年电

动力学后，没有来得及主持我们的口试，可能是因为

他忙于去 :.;31 的准备工作- 等我再次见到他时，

我已留校任教了-
高崇寿是我们年级最优秀的同学之一，我能有

幸和他一起在光召的指导下做一点粒子物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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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大学

毕业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正是“教育革命”的年代，

我承担了系里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 在科学研究上，

除了自己找一些文献看看以外，基本上处于一种盲

流的状态& 在我做好胡宁先生课程辅导工作之余，我

集中了尽可能多的精力在光召的指导下学一点粒子

物理，做一点研究，可惜时间太短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光召是每星期六来一天，照常

是我们三个人进行讨论，常常是整一个上午& 光召告

诉我们，科学讨论和合作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讨论

中要最大限度地吸取对方正确的看法，改进自己对

问题的理解，在正和反的辩论过程中要使双方的科

学思想都能不断地得到提高& 他向我们提到李 4 杨

的合作，也提到 56(( 4 7*,, 的名字& 56(( 4 7*,, 应

是一位非常善于讨论和合作研究的杰出科学家，他

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和别人的合作，如 56(( 4 7*,,
和 89%，56(( 4 7*,, 和 :*);，56(( 4 7*,, 和 <=’6>,6=
以及 ?6@,A*, 和 56(( 4 7*,, 等等（当时他关于八重

态的文章还没有见到，他关于夸克的文章也还没有

发表，这两篇文章都是他一个人署名的）& 他又说，

讨论的过程应该是讨论的双方或几方思想竞赛的过

程，要比对方想得快想得深，这是一种激烈的思想交

锋，这样才能使讨论得到升华，不仅可以学到东西，

而且才有可能从讨论中产生新的想法& 他特别告诫，

不要把自己认为自己有的新想法不告诉对方，第一，

你的新想法也不见得是真的新想法，应该在讨论中

得到对方的检验；其次，不要怕别人学到了你的新想

法，应该有信心经过讨论以后你从对方得到启发后

你会比对方升得更高，这也是一种水涨船高的道理&
光召的这些看法以及在我和他相处过程中他在各种

讨论中的表现，使我不仅看到了他对科学的刻意追

求，也感受到了他敏锐的思想以及渗透在他才华中

的一种强烈的科学创造的抱负&
因为学校教室很挤，我们常要到处找寻讨论的

教室&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俄文楼的一个小教室中讨

论，讨论完我们三人从楼里走出来，在临湖轩草坪的

小道边碰到了周培源先生& 周老见到光召非常高兴，

我发现他似乎对光召的情况非常了解，问长问短，问

寒问暖，问了他的工作情况也问了物理系对他的安

排& 他也知道高崇寿和我正在光召的指导下进修& 后

来的一段时间里，我逐渐地有这样一种感觉，光召在

北大的成长和发展是得到了周老的亲切关心和支持

的，他是以北大教师的身份去 B’C,* 工作的& 光召

回国以后，北大坚持要把他的关系留在学校，同时每

周花一天的时间来北大工作，这些安排很可能都是

与周老的坚持分不开的&

（三）

不知道是不是高崇寿忙于教研室其他工作，每

当在食堂里吃过午饭后，在我记忆中常常是我一个

人送光召上 ..D 公共汽车（ 不知是否有误）& 在他上

车前，我们经常在物理大楼到中关村警察岗亭之间

的一条非常安静的柏油路上走上好多个来回，这条

安静的柏油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喧闹的中关

村大街的一部分& 在那条小道上，我们几乎无所不

谈，他告诉了我他如何赢了和 EA9=9F),;>@ 的争论，

谈了他在 G6()+)"@ 方面的工作，比起 H*+9C 和 I)+>，

他没有讨论对 ! 4 J 散射振幅的应用算是个憾事&
他也 谈 到，他 用 不 到 一 个 星 期 的 时 间 就 完 成 了

:KLK 的工作& 他有这样一个概括，一个好的理论物

理工作者要了解实验，要有好的推理技巧，在这二者

的基础上形成高屋建瓴的科学观念（或者说观点）&
就像读了伟人的格言不会成为伟人的道理一样，要

真正地消化& 光召在那一阶段给我们的种种教诲，能

否真正的在自己的思想上和行动中得到实现，是取

决于自己的思想方法、性格特点、科学水平，特别是

个人素质，所以这种种往事的回忆永远是伴随着一

种惭愧的心情&
在这条宁静的小道上，他还不时的向我提到一

个理论工作者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甚

至要生活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 他谈到了，费米领

导的第一个反应堆的一次突然的停堆事件的原因是

由理论家 I!66(6= 所找到的；?6@,A*, 和 M9;6,C(’"!
是作为美国“ 二战”时期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中的

两位被输送到 89; L(*A9; 去的；甚至像 B)=*+ 这样

的“纯”理论家在“二战”时期也为机场安排出入空

港飞机的运筹做了一个 N*(’6 O’,+")9,⋯，他和我们

谈到的这类故事非常之多，有的是在三人讨论后谈

的，有的是在这条小道上谈的，还有更多的是在以后

谈的，它们的前后次序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包括所谈

的内容都可能有误& 光召的这些谈话不同于那些政

治思想教育的教条，对当时的我还是很受教育的，一

个年轻人在还没有或正在迈开他的人生之旅的时候

想一些这样的问题，受一些前辈事例的教育是非常

有益的&
在那一段日子里，高崇寿几次向我说，你看光召

的眼睛里边有不少红红的血丝，我们都不知道，甚至

也没有深想在星期六以外他在做什么，但我们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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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种精神力量，而光召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身体力

行者- 记得在那次光召简短而又激动人心的讲话中

曾这样讲到，不少同事们曾为不能发表文章而感到

遗憾，今天是我们这个集体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交

卷了一篇大文章- 是的，就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无私

奉献者不断地在为国家的荣誉默默无闻的作出他们

的贡献，光召的夫人也是其中的一位- 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郑爱琴女士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化学家，她当

年在东郊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尽管当时没有像现在

这样的堵车，但由于交通工具还是不够发达，而他们

两个人的工作单位又相距十分遥远，为了支持光召

的工作，更为了这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业，她毅然决然

地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研究- 她克服了种种专业上的

困难，凭借着她深厚的外文功底和丰富的研究经验，

很快地成为了一位杰出的资料工作者，也就是说成

为了这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群体中不可缺少的

一员-

（四）

记得光召向我介绍闭路格林函数时，是从一个

关于 4566/137 不透明度系数的推导开始的，他把这

个正比于温度 8 次幂不透明度系数用闭路格林函数

语言透彻地写了一遍- 光召有这样惊人的能力，他一

边和你讨论，他自己也一边想同时也一边写，包括一

步又一步的符号运算- 当讨论完时，他也就写成了一

篇文章的初稿- 这个不透明度系数的推导，虽然只是

一个 9:;59<./1)053，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关于闭路格林

函数的介绍，以及一个典型例子的说明- 他的这份手

稿是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这个本子似乎还保存在我

的书柜中，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这个本子我还留着-
在中国物理学会庐山会议快要散会的时候，我

接到通知，说是我被入选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

访问学者的英语考试- 等我从庐山下来，见到几位也

是入选的弟兄们，他们一个个的已经是抱着录音机

啃了好久英语了- 我因为时间不够就抓紧时间背诵

一些英语词汇，很快地也进入了这种紧张准备的状

态- 在考试前，周莹，光召的女儿，找我们每个人做了

一次个别辅导，我记得她当时刚从二外毕业- 这次个

别辅导对我帮助是很大的，至少是心理上的帮助，因

为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了- 周莹

是一位才资出众的女孩，至少可以从她打乒乓球中

看出来，她是靠反映速度来打球的，我记得我看过她

打球，但不记得是否和她打过- 她可能没有念完高中

就被下放当了工人，总算幸运，作为工农兵学员她被

招入了第二外国语学院- 对于那个时代，现在回过来

不管怎么看，它至少使得我们国家损失了两代人，也

丧失了这两代人对国家应该做出的辉煌贡献，周莹

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通过了这次考试，多少有点意

外- 那一天我到光召家里想告诉他考试结果，其实他

早已知道了- 在说话的过程中，忽然间，郑爱琴端了

一小碗面条给我，其中还有个煮鸡蛋- 后来那次考试

的结果被有关方面作废了，但这段往事却残留着一

些似乎还很清晰的片断在我的记忆里-
在丛化会议开会前，光召问我去不去做一个关

于闭路格林函数的报告，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这是在

改革开放初期规格很高的一次华人国际会议，从国

外来的多数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场论和粒子物理学

家，所以我也有点胆怯，我考虑再三告诉他我还是不

想去，会上的报告是由光召自己做的，听说反映是很

不错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在跟着光召做，

但我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 我和光召关于闭路格林

函数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即关于闭路格林函数

场论的可重整性以及 =197 > ?1@1(16(0 恒等式对于

闭路格林函数的推广，全是光召做的，我只是跟着演

算了一遍- 在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我才在他的循

循帮助下开始进入了状态-
一天，他告诉我，他把理论物理所最优秀的两位

理论家郝柏林和于渌请来一起做闭路格林函数，这

可以看出光召对闭路格林函数这项工作是非常认真

的- 对郝柏林和于渌我已久慕其名，早在 A% 年代，他

们就和他们的同事们一起在国内推动量子多体理论

的发展，在刚刚开过的庐山会议上我还听过他们的

长篇综述报告，曾和他们有很愉快的交流- 那个时

候，我还没有到理论物理所，我十分欣喜能有这样的

机会与科学院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而这次

合作研究也应该是我新一阶段研究工作的开始- 事

实上，这一项由光召推动的合作研究也开始了我和

郝柏林、于渌之间渊延至今的友谊，B(C6026 4:*59)
上的那篇文章正是这种合作，也是这种友情的见证-
我不仅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以及

带有特色的研究工作作风，而且也在他们的支持和

推动下从不喜欢参与到参与了不少的科学活动-
当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回来，郝柏林和于渌已为

我准备了好几个研究生，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带过研

究生呢- 过一些时候，光召的两位对凝聚态有兴趣的

学生也常来一起讨论，这一堆学生就成为了我当时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但同时随着光召承担

的责任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我能和他讨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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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急剧下降& 记得有一次，他在二龙路的一个医院

里小住，我和他的学生一起到他的病床边去讨论，当

我和他谈到在最低 4*,5*’ 能级电子的动能被冻结

住以后，只剩下了两个 6’)5),6 +7,"87 坐标起作用，

他就提醒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对 6’)5),6 +7,"87 坐

标看成是一对正则变量？这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二

维平面上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实质上是一个一维体

系，这也成为了我以后理解量子霍尔效应现象的一

个基本出发点& 这次饶有趣味的讨论是在上世纪 /1
年代的中后期，在我记忆中自此以后似乎再也找不

到与光召这样深入的讨论了&
我刚到理论物理所时，因公出差向单位报销路

费和食宿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不想钱是哪来

的& 一直到有那么一天，当时在基金委工作的王鼎盛

同志到理论物理所来下“毛毛雨”，说是不再支持理

论物理的重大项目& 我那时才领悟到，我们的科研经

费是需要基金来支持的，我更不知道我们国家在这

么几年来在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方面做了很多事

情，我也才刚刚晓得这个可能得不到基金委进一步

支持的基金项目是光召领衔的一个全国性的项目&
事实上，那一段时期，光召和何祚庥、郝柏林、郭汉

英、于渌等许多同志为扩大理论物理所的影响和筹

措理论物理的经费以及为全国理论物理科学的发展

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在失去基金委的有关支持的同

时，光召已经在科委的国家项目方面为争取对理论

物理的支持做了很好的准备& 后来，光召要进入中国

科学院的领导岗位，必须超脱与理论物理学科利益

密切相关的具体事情，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些服

务于理论物理界的种种事情，我才被逐渐地卷进到

一些社会活动中去& 从此，理论物理所对我来说不再

是一个世外桃源，不再是科学研究的人间天堂了&
光召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我自己也逐渐

的忙了起来& 非常难得的有时会有这样一个下午，我

骑出了熙熙攘攘的中关村，在静静的运河边悠闲地

踩着我的自行车& 宽敞的河床中，流着似乎见不到头

的运河水，经过了一座跨桥又是一座跨桥& 有的时

候，门卫还会给你找点麻烦，找电梯也要花一点时

间& 在那些时间里，我不谈“ 工作”，也不谈“ 项目”，

而是海阔天空地和光召聊着，有国家大事，有科学趣

闻& 在这些聊天的过程中，像往常一样常能看到光召

思维中闪耀的一些独有的火花& 微风吹动下的运河

水正荡漾着夕阳的反光，投射在河岸杂草坡上，人和

车的身影在变得越来越长，我又回到了运河边上& 我

轻快、惬意，穿行在夜幕降临前的夕阳余晖中，不时

地回味着这下午的美好时光&

（五）

记得在北大当学生时，看到过一张大字报，上面

引用了光召在年青时期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只是一

个意思，而不可能是原话）：日本出了一个汤川，出

了一个朝永，就把整个日本的理论物理带起来了& 这

是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可能不是事实，但却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长久的记忆& 光召在他的研究生时

代，就以他的才智掌握了当时量子场论中一场深刻

变革的前沿发展，他在 9’:,*、在众多世界一流的苏

联科学家面前，作为一个中国的年青人，闪烁了明星

般的光芒& 因为祖国的需要，他搁下了年青时期的憧

憬，投“笔”从“戎”、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冲破障碍，

为我国的事业建功立业& 当他再次回到理论物理的

科学研究中时，大家对他充满着期待和希望& 但是又

因为科学院发展的需要，他过早地离开了研究工作

的最前线，投身于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事业& 我们年

级的大学同学，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诲，

他们有黄昆、虞福春、吴林襄、王竹溪、郭敦仁、周光

召、杨立铭等，理论班的还有周培源先生、朱洪元先

生& 但就我个人而言，光召对我的影响最深，这也许

是一种缘分吧& 饮水思源，值此光召 /1 华诞之际，写

下一些片断的回忆献给光召，祝愿他身体健康、永葆

青春，也祝愿郑爱琴女士身体健康、长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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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先生八十华诞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