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切
一

缅怀吴大献
一

先生

陈 和 生

吴大酞先生是世界闻名 的物理学家和教育

家
,

� �  ! 年 � 月 ∀ � 日 出身于 广东 省高要 县
,

∀    年 # 月 ∃ 日在台北病逝
,

享年 �# 岁
%

先生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
,

在母校任

教两年后
,

�� #� 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
,

获

得硕士
、

博士学位
%

�� #∃ 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

物理系教授
,

主讲过理论物理
、

经典力学和量子

力学等课程
,

并开始在大学中开展科研工作
,

推

动了光谱学的研究
%

�� #� 年吴先生综合其研

究成果
,

撰写了专著《多元分子的振动光谱学与

结构》
,

作为庆祝 北京大学建校 ∃  周年的纪

念
%

抗 日战争爆发后
,

他辗转到成都
,

在四川大

学短期任教后前往昆明
,

�� # & 年夏始任西南联

大物理学系教授
%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
,

吴先

生讲授的近代物理学最为出色
%

尽管战争年代

条件恶劣
,

他仍然 坚持科研工作
%

吴先生十分

关心和培养年青人
,

认真指 导青年教师和研究

生
,

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
,

华裔科学家中首

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博士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

�� ∃ ∋ 年春吴大酞先生应当时政府的邀请
,

赴美国考察战后科学发展的情况
,

并计划筹建

科研机构
,

随行人员有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院

士和李政道博士
%

��∃! 年至 ��∃� 年间
,

吴先生

先后担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
,

哥伦 比亚

大学研究员
,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

应加拿大国

家研究院的邀请
,

��∃� 年秋吴先生去该院工

作
,

领导理论物理组
,

每周组织一次有国际著名

学者参加的专题讨论
,

同 日本物理学家合作将

他 的研究成果写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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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 ∋∀ 年 出版
%

先生于 �� ∋ #

年到美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
,

�� ∋ 8 年转任纽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

约州立大学 9布法罗分校 :教授
、

物理学与天文

学系主任
%

在他任职的十几年间
,

培养了包括

不少 中国学生在内的一大批人才
%

因此
,

该系

的同事组织力量
,

编辑出版了 ( ) ∗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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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科学:一书作为庆贺吴先生的 ! 寿辰

的礼物
%

�� ∋ 8 年以
%

后
,

矣先生常到 台湾讲学
,

� � ∋ ! 年起担任台湾
·

“

科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
” ,

担负策划及推动科学发展的重任
%

�� !8

年先生将历年来的讲义整理成《理论物理》共七

册在台湾和大陆出版
%

�� &∃ 年初任中国台湾
“

中央研究院
”

院长
%

吴先生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

当

代中国的知名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受教
,

为中

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Α
先生著有学术研

究论文百余篇和 � 多部专著
,

在学术上取得 了

世界级的成就
,

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大宗

师
,

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

大师为人正直
、

诚恳
、

坦诚
、

热情
、

治学严谨
,

最后念念不忘而尚

未完成的工作是缩写一部中国物理发展史
%

他

在重病中任叮嘱如何安排他赴北京
,

再到北大

物理系去搜集资料以竞全功
,

流露着大师一生

敬业执着的精神
%

吴大酞先生爱祖国
,

爱民族
%

在 当时台湾

大陆之间往来不多的情况下
,

先生在阔别了 ∃∋

年后
,

于 ���∀ 年 8 月首次回到大陆
,

应邀参加

在北京举行的
“

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
” ,

与

中国 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
、

周培源
、

赵忠

尧
、

朱光亚
、

王淦昌
、

汪德昭以及华裔物理学家

李政道
、

杨振宁
、

吴建雄
、

任之恭等一道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
、

杨尚昆
、

李鹏
、

宋平的

亲切接见
%

先生十分关心
、

两岸 的高能物理交流
,

尽管

当时身体不是很好
,

一直乘轮椅
,

他还是坚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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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票上的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和工作

秦 克 诚

一
、

总的介绍

每年 �� 月
,

全球学术界的 目光都注视着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

看今年的诺贝尔奖将颁给

哪些人
%

诺贝尔奖现在 已成为有关学科的国
‘

际

最高荣誉奖
%

虽然也存在一些争议
,

特别是在

和平奖和文学奖的授予上
,

但是在 自然科学的

几个奖项 9物理奖
、

化学奖
、

生理学或医学奖:

上
,

争议是比较少的 9不是没有
,

我们下面会讲

到 :
%

就物理奖而言
,

每年得诺贝尔奖的工作
,

基本上反映了过去一些年里物理学领域内的最

高水平 Α而历年的诺贝尔奖得奖名单
,

连起来就

是一部近代物理学史
%

例如
,

�� 世纪末的三大

发现
,

上一个世纪之交时的
“

两朵乌云
”

和它们

带来的相对论和量子论两大革命理论的建立
,

在诺贝尔奖的得奖名单上都得到了反映、

邮票是 自然风物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

诺贝尔奖这样一个重大题材
,

当然会在邮票方

北京大学物理系 北京 �  & ! �

寸上表现出来
%

事实上
,

和诺贝尔奖有关的邮

票
,

现在已是专题集邮中的一个重要专题
%

这

组文章的 目的
,

就是搜罗与得过诺贝尔奖的物

理学家及其工作有关的邮票
,

供读者欣赏的同

时
,

顺便讲述一些有关的物理学知识和物理学

史的故事
%

这组文章的总题 目叫
“

邮票上 的得

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和工作
”

而不 叫
“

邮票上 的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 ,

这是因为
,

许多今天看来

完全属于物理学领域的得奖工作 Α 被授予 的却

是化学奖 9特别是在放射性方面:
%

如果不提这

些学者和他们的工作
,

近代物理学史就不是完

整的
%

我们要介绍的不 限于得奖的工作
,

也要

介绍奖金得主的其他工作
,

事实上
,

有些得奖的

工作并不是奖金得主最重要 的工作
%

此外
,

一

些物理学家或学物理出身的人
,

还得了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
、

经济学奖
、

和平奖甚 至文学

奖
,

但却没有见到过相反的事例
%

这反 映了物

理学作为一门研究自然界最基本的运动规律的

学科的基础性和物理学中广泛应用的建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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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正负电子对

撞机
%

他对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成功建造了这

项大科学工程
,

在 国际高能物理研究中占领了

一席之地
,

十分激动
,

赞叹不已
%

从那之后高能

所与台湾高能物理界的学术交流明显增加
%

吴

先生还在李政道
、

杨振宁
、

陈省身教授等的陪同

下
,

访问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
,

被北京大学授

予名誉教授称号
,

南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

位
,

�� � ∀ 年 ! 月 �# 日被聘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

会名誉会长
%

吴大酞先生垂暮之年仍以多病之躯回祖国

大陆访间
,

�� � & 年 . 月回到 已离别 ∋∃ 年 的家

乡探亲
、

访友
、

讲学
,

给家
一

乡 留下极深刻 的印

象
%

吴先生关心国家统一
,

致力于民族富强
,

并

且为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作出了杰 出贡献
,

为两岸同胞所赞誉
,

表现了一位正直的爱国科

学家的赤诚心怀
%

李政道博士在陪同吴先生访间北京大学

时
,

十分动情地回顾了吴大酞先生在西南联大

工作的一些情况
,

即兴赋诗一首
>

吴师清高如云如山
,

北大执学已逾半世

名誉成就从所敬仰
,

教授弟子全球皆是
%

吴先生的逝世后
,

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唁电

给吴 大酞先 生亲 属
,

对吴先生 的逝世表示哀

悼
%

吴大酞先生是中 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开路巨

子
,

他 的学 术思想是 中国学术史上 的宝贵财

富
%

他逝世是 中国学术界
、

也是世界科学界的

极重大损失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