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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早年的学生生活

她 一直表示她对父母有很深 的爱
,

不仅

因为她父亲有很宽的通过 自学获得 的科技知

识并 是 一位 勤奋 的机械 工 程师 而非 常尊敬

他
,

而且 也为她父 亲的令人钦 佩的生 活方式

和在抗 日战争期间冒着巨大风 险帮助建造 当

时十分需要 的滇缅公路表现 出来的爱国热忱

所感 动
�

在她 的家乡江 苏省浏河镇她父亲创

建了一所初级学校
,

叫明德学校
,

健雄 在进人

苏州 师范学校 以前就是 毕业于该校 的
�

因为

她在 学校的成绩很高
,

她是 被南京 的国立 中

央大 学免试 录取的
�

然 而
,

她 强烈地感 觉到
,

她对研究科学有很 深的兴 趣
,

但却缺乏 中国

文学和社会科学 的知识
�

所 以
,

她就此事请教

了父 亲
,

她父 亲告 诉她
,

一位著名 的 中 国学

者
,

即胡适博 士
,

正应邀在上海 的中国公学教

中国文学课
�

于是
,

她决定在到 国立 中央大学

以前
,

先 到中国公学去读一年书
�

在那里她修

了三 门课
,

一 门是胡适博士讲授的 中国文学
,

另 两门是历史 和社 会科 学
,

也 由著名学者讲

授
�

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之后
,

胡适博士遇到

另外两位教授 并骄傲地告诉他们
,

他 很高兴

在他 的班上有一位优秀学生
,

非常聪明
,

成绩

全班第一 那两位教授也说
,

他们各 自的班上

也有一位优秀学生
,

成绩也是班上第一
,

且近

于  ! ! 分
�

于是
,

三位教授相互 比较 了他们的

结果
,

发现三个优秀学生其实是 同一个人
∀

吴

健雄
�

在健雄从国立 中央大学毕业后
,

她在浙江

大学教了一年书
,

随后便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在顾静徽教授指导下做了一年光谱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
�

顾教授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就在光谱学上工作
�

她 #顾教授 ∃

设法为健雄到密执安大 学研究生院读 书取得

了人学资格
�

健雄的叔叔吴琢之
,

经济上 比她

的父亲强得多
,

资助她到美 国密执安大学去读

书
�

 % & ∋ 年
,

她乘船到 旧 金 山
,

计划换乘火车

到密执安 的安亚伯 #(
) ) ( ∗+ ,∗ ∃

�

在到达旧 金

山之后
,

乘火车去密 执安之前
,

她的一位 老朋

友林女士邀请她在贝克莱停留几天 #林女士嫁

给 了贝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访 问教

授 ∃
�

在贝克莱短暂停留期 间
,

林女士带她在加

利福尼亚大学校园 内观赏
�

这里
,

她遇见 了一

位华裔学生
,

他 叫维克多
·

杨
,

是 当时该校 中

国学生会会长
,

也是 一位兼 职电影演员 #扮演

电影 中著名 中国侦探陈查理二儿 子的角 色∃
�

当维克多
·

杨得知健雄要到密执安大学去学

物理后
,

就立 即告诉她
,

有一位 中国学生三周

前刚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来
,

也是要学物理 的
,

如果她有兴趣见他
,

维克多乐于 引见
�

我有幸

就是那位学生
,

因而
,

我见到了她并建议她在

离开之前去参观一下加利福尼 亚大学 的物理

实验室
�

她 同意了
,

我就先带她去参观 劳伦斯

教授的回旋加速器实验室
�

劳伦斯就是 因为在

回旋加速器上的工作而后来获得 了诺 贝尔物

理奖
�

在劳伦斯教授 的实验室里开展的核物理

实验给健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然后
,

我带她

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伯奇教授
,

他立 即开始喜欢她并说服她 留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而不要去密执安大学
�

显然
,

她意识到
,

核

物理领域 比光谱学更加激动人心
,

能提供更好

的前沿研究的机会
�

她决定 留在贝克莱的加利

福尼亚大学
,

后来就

在 塞格 雷教 授 的指

导下从事 核物 理研

究
�

她对物理 的深刻

洞 察和 事 业心改 变

了她的研 究进程
,

使

她 后来 取得 了公 认

的成就
�

 !卷 −期 #总.∋期∃



二
、

严谨的研究风格

健雄总是刻苦研究
,

非常认真和十分仔细

地工作
�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她在进行实验工

作时的细心和深思熟虑
�

当李政道和杨振宁教

授建议她做一个实验来检验弱作用中宇称不

守恒是否正确
,

她确信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

非常 困难的事
,

但她还是决定去做
�

她需要 的

第一件东西是极好的甚低温致冷系统
,

但哥伦

比亚大学 的致冷设备不够好
�

那时
,

华盛顿特

区的国家标 准局 实验室有一台美 国最好的致

冷系统
,

她就立刻寻求并得到国家标准局安勃

勒博士为首的小组的合作
,

一起用这台致冷设

备来做这个实验
�

于是
,

在哥伦比亚她 的实验

室 内
,

她设计和制作 了放射源
、

探测器系统和

相 关设备
,

并 把它们运往华盛顿的 国家标准

局
,

再安装起来
�

她每周都从纽约赶到华盛顿

去做实验
,

每周 的工作时间在华盛顿过
,

只 在

周末回到纽约
�

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常常找她
,

看看实验

有没有进展
,

但她和往常一样
,

非常小心
,

一般

不作评论
�

除非所得实验结果绝对正 确
,

已使

她完全满意
,

她才会作出评论
�

在她 得 到 了她 的宇称 实 验 的初步结果

时
,

由于 她感到 在极低温情形下工 作还 没有

足 够的经验
,

她仍必须弄清楚这些 初步结果

不是 由于 某些未知的低温效应所造成
�

这 时
,

即使对于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
,

她也没有说

出这些初步结果
�

她 与低温专家讨论甚低温效应存在 的可

能性
�

然 后她再 用稍 微不 同的方 法重复做实

验
,

仍得到 了同样的结果
,

证明弱作用 中宇称

确实不守恒
�

这时
,

仅在这时
,

她才告诉李政道

和杨振宁教授
,

并 向世界物理学界宣布这些结

果
�

正因如此
,

科学界她的许多同事当被别人

问到她的实验工作时总是 回答说
,

如果实验是

吴健雄做的
,

结果应 当是对的
�

#本文是袁家猫教授在
“

纪念吴健雄教授国际学术会议
—

宇称不守恒被发现以来的物理学
’

的宴会上的发言∃

/

怀念我的学生 吴健雄

施士元

我于  % − % 年到  % & & 年在法 国巴黎镭学研

究所师从皮埃尔
·

居里夫人进行核谱学的研究
�

 % & & 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

尔后我 回到中国
,

受聘为中央大学物理系

教授
,

并担任系 主任
�

当时四年级共有  − 名学

生
,

吴健雄是其 中之一 我注意到吴健雄在任何

考试 中都能取得高分
,

我也注意到她的中国字

写得 十分刚劲流畅
,

方正端庄
�

在中国
,

字如其

人
,

吴健雄的一生正如她的书法风格那样
,

始终

勤奋刻苦
,

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着
�

到了  % &0

年春天
,

毕业班所有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
,

我

给吴健雄 的论文题 目为
。

晶体中 1 射线布拉格

衍射方程的验证
” �

吴健雄毕业后先去了浙江大学做了一年助

教
,

尔后我又介绍她转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
,

所长是我在清华的老师
�

她在顾静徽教授的

指 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

 男 ∋ 年
,

她写了一封 信

给我
,

要求我将她在中央大学的毕业论文复印

给她
,

并告诉我她希望能去美国求学深造
�

岁月流逝
,

直到  % . 2 年我才知道吴健雄已

经利用 ∋! 3 ,
作为4衰变源

,

在极低温下完成了一

个成功的实验
油

从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

称是不守恒的
�

到了 5 ! 年代末
,

我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

政策
,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了
�

我写了一封信

给吴健雄
,

间她是否愿意 回祖 国看看
�

 % 2! 年

或  %2 年
,

她乘飞机 回到祖国
,

回到南京
,

我在

南京饭店迎接她的归来
�

以后
,

她几乎每年都回

来一次
,

有时有她先生袁家骆教授陪同
,

有时她

只身一人
,

我们曾多次见面
�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

得
,

有一次中秋节她来到我家
,

我们在一起合影

留念
,

共叙友情
�

中国有句名 言是这样说的
∀ “

江山代有才人

出
,

各领风骚数百年
� ”

一代科学伟人吴健雄
,

将

永远是后人效法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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