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贺周老九十华诞
唐廷友

今年 � 月 �� 日 ,

周培源先生将届九十高龄
 

在周老九十

华诞之际
,

我们谨向他致以衷心祝贺和崇高敬意
 

周培源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

流体力学家 和

教育家
 

他主要从事于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中最难的两个方面

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科

学研究与教育工作
,

取得 了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
 

同时在发

展中国教育事业
、

培育几代科学人才
、

支持和指导师生科学研

究
,

组织领导国家的科学事业
,
推进国内外社会活动等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
 

他在学术上作出了多项重要成果
,
其中最突

出者是从湍流的平均运动与脉动的两种运动方程推导出速度

关联所满足的方程
,
从而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

,
并运用

迭代法联立求解上述两种运动方程的方法取代了以往求解 湍

流速度关联函数方程那种极为繁琐的方法 ! 研究并初步证实

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
“

坐标有关
”的重要论点

 

∀一#

∃% & � 年 � 月 �� 日 , 周培源先生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芳

桥乡后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其父周文伯是清朝秀才
,
母

亲冯瑛
,

生有一子三女
, 周培源先生行二

 

他自幼聪慧好学
 

青少年时期
,
正值

“

五
·

四 ”运动前后
,

中国社会贫困
、

动荡
、

受

列强欺压
 

这样的社会环境
, 促使他萌发了奋发向上

、

使自己

的国家强盛起来的志向
 

中学时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

学求学
 

∃, ∃% 年在中学未毕业时即考人清华学校 ∀今清华大

学 #中等科∀相当于现在的初中#
 

∃ % �略 年自清华学校高等科

∀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
、

二年级# 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

习 , 于 ∃% � ∋ 年获学士
、

硕士学位 ! ∃ % � ( 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理工学 院继续攻读研究生
,

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
 

∃夕) � 年
,

周培源先生与王蒂微女士结婚
, 生有女儿四人

 

∃ , � � 年秋
, 周培源先生赴德国莱比锡大学

,
在海森伯教

授领导下从事科学研究 ! ∃ % � % 年赴瑞士苏黎世联邦工 业 大

学 ,
在泡利教授领导下从事科学研究

 

∃% � % 年回国后
,

先后

任清华大学
、

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 % ) ∋ 年至 ∃ % ) ( 年
,

利用清华学校休假的机会
, 又赴美国

, 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

究院参加爱因斯坦教授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
,

并从事相

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

∃ %) ( 年回国后
,
曾任长沙临时

大学
、

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

并从事流体力学湍流理论方

面的科学研究
 

∃ % ∗ ) 年至 ∃ % ∗ ∋ 年
, 他再次利用休假的机会

赴美国
,

先在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进行流体力学湍流理论

方面的科学研究
, 后在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

局
、

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 的 战 事 科学 研 究
 

∃ , ∗ ∋ 年赴英国出席牛顿诞生 ) && 周年纪念会
、

国际科学联合

会理事会
,

并到法国出席第六届 国际应 用力学大会∀被该大会

和新成立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选为理事#
 

∃%呼( 年

回国后 , 继续任演华大学教授
 

∃% ∗ , 年初北平解放
 

是年 , 月至 + , , � 年
, 他除任清华

大学教授外 ,

还同时担任教务长
、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

∃% , � 年至 ∃ , �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

教务长
、

副校长
、

校长
、

中

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 , ( � 年至 ∃% �∃ 年任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
,

从 ∃ , � ∃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 , , � 年至
∃ % , � 年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组织部长 ! ∃% , �

年至 ∃% � ∋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
、

副 主席
、

代主

席
、

主席
, ∃ % �‘年后任名誉主席

 

∃ %叭 年至 +, � �年任中国

物理学会理事长
, ∃ % � � 年后任名誉理事长 ! ∃ % , ( 年至 ∃ , � ∋

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 ∃ , � ∋ 年后任名誉理 事 长

 

从

∃% � , 年起任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理事长
 

∃ , ( � 年再次被

选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
 

同时 , 他于 ∃ , ( � 年至 ∃ , ( ∋ 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

长
 

从 ∃ % � , 年起任中国人 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
 

从

∃ % � ∗ 年起任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会长
 

, , , � 年加人九 三 学

社
, 从 ∃ , , � 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主 席 自

∃ % , ∗ 年起至 ∃ , � )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

二
、

三
、

四

届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委员
 

∃ % , % 年以来
, 当选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

四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 和全

国政协第五
、

六
、

七届副主席
 

他于 ∃ , , ,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 ,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委员
、

常务

委员
,

现为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 % � � 年
, 他在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

学位的同时
, 由于其学业与科研成果特别优异而获得该学 院

的
“

最高荣誉奖
”

∀− . / / 0 1 . / 2 0 . 3 4 #
。 ∃% � & 年获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 % �。 年夏任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访问教授
 

∃ , � � 年 , 由于湍流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 出

色成果 ,
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 �& 年
、

∃% � , 年两

次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
“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

”奖
 

周培源曾多次代表中国科学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率代表 团

商谈科学合作与人员培养事宜
, 在国内外科技界享有盛誉

 

∀二#

周培源先生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在欧

几里得几何学中很容易用圆规与直尺作二等分角
, 但用同 样

的工具进行三等分角则有困难
 

当他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

时 ,

他的一些同斑同学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试解
, 都未能取得

成果
 

在学习了解析几何之后
, 周培源便提出利用巴斯开蜗

形线∀现称帕斯卡蛆线 #和聂苛默德蚌形线 〔现称尼科米迪斯

蚌线# 的两种解法去解三等分角
,

不仅解决了三等分角问题
,

而且推广到
。 等分角的解 ∀ ,

是一个实数#
 

而历史上已有数

学家证明仅仅用圆规与直尺是不可能三等分角的
 

因而他的



数学老师郑之蕃 ∀号桐荪# 教授对他的这项研究结果极为 赞

许 ∃% � , 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 ∀∃% � � 年改建成国立清 华

大学# ,

并开始创办
《
清华学报

》
 

郑教授就把这项研究成果写

成
《
三等分角法二则

》的论文
 

用周涪源先生的名 义于 ∃% �峪

年发表在学报的第 ∃ 卷第 � 期上
,

井作了说明
 

自 ∃ , � ∋ 年以来 , 他一直从事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中最难

的两个方面
—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

湍流理论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

并取得 出色的成果
 

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广义相对论引力论
、

宇宙论和流体

力学
、

湍流理论等方面的科研 论文数十篇
,

并出版专著
《
理论

力学
》和译著

《空间
、

时间和引力的理论
》等 ! 此外

,
根据他的 科

学思想并在其指导下 完成而他未署名的工作
, 也不下数十件

 

∃
 

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方面的研究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于 ∃% ∃∋ 年发表之后
,
在国际物理

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 但理论物理学家们对它的认识一直存

在着争论
 

其主要原因是 5 表示爱因斯坦引力场的方程是一

组 ∃& 个二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 而这组方程中存在着由 ∗ 个

独立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所组成的比安基恒等式
,
致使仅仅

用引力方程得不出 ∃& 个引力函数 ∀即引力张量的 ∃& 个分量#

的确定解
, 必须引进另外的物理条件才能求解出其确定解

。

这

是在此领城中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
 

周培源先生在 �& 年代

开始从事爱因斯坦引力论的研究时
, 即主张附加物理条件

,

并

曾引入一个物理条件从而获得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一 些 解
,

又于 )& 年代在引人各向同性的条件下求得静止场的不同类

型的 严格解
 

∃% ( % 年 , 他在四十多年专事流体力学的研究之后
, 又重

新开展爱因斯坦引力论的研究
 

由于上述爱因斯坦引力方程

中引力函数的数 目∀即引力张量的分最# 多于独立的引力方程

的数目以致不能求得确定解
, 因此国际上的广义相对论学者

最初采用坐标变换方法来减少引力函数的数目以达到与方程

式的数 目相等
,

从而求得引力方程的确定的数学解
 

但是
, 这

种方法只能求出一种常微分方程的特殊引力场
—

球对称静

态引力场的 引力方程的严格解
, 例如史瓦西解

,

而对非线性偏

微分引力方程表达的其他众多物理问题
,
即使采用了坐标变

换方法也仍然无法求得严格解
 

对这种采用坐标变换方法来

减少引力函数的数目以求解引力方程的相对论学者
, 在 国际

上被称为
“

坐标无关论者
”  

他们认为坐标在爱因斯坦引力论

中无关重要
 

周培源先生从 �& 年代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时
, 就一直认为

在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坐标是有物理意义的
 

因此他是一

位“坐标有关论者
”

,

根据
“坐标有关 ”论 , 他于 ∃ % ( % 年开始把

严格的 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引人引力论中
, 以补充引

力方程
 

爱因斯坦本人曾在 ∃ % ∃ � 年引用谐和条件的近似式

来求解线性化 了的近似的引力场方程
, 获得了确定的引力波

解
, 从而预见到引力波的存在

 

后来
,
德

,

东德将谐和条件的

近似式改写成在数学上的严格的表达式
 

∃% � ) 年 , 郎曲斯曾

用这个严格的谐和条件求得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解
 

爱因斯

坦又在 +, ) ∋ 年至 ∃ % ) ( 年间根据引力方程与谐和条件
,

采

用逐级逼近方法建立了多体运动的理论
 

在引用谐和条件作为引力方程的补充物理条件之 后
, 周

培源先生与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以及他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
十年来 已发表了关于引力论研

究的多篇论文
 

其中包括 5 无限平面
, 无限长杆

, 回绕着无限

长杆轴作匀速转动的稳态解和严格的平面波解
 

� & 年代后期以来
,
他以前的博士研究生李永贵进行 了与

地面平行和与地面垂直的两种光速的比较实验
,
希望证明在

史瓦西和郎曲斯的两种解中
,
到底哪一种解符合静态球对称

引力场的客观实际
 

根据史瓦西解
, 与地面成垂直和与地 面

平行的 两种光速的一级近似之差与光速 1 的 比值 ∀今 ‘
61 #为

( 又 ∃&
一 ‘“

! 但在 同一级的近似下在郎曲斯解中这一比值为零
 

李永贵等到 目前为止所获得的这个比值
,

在准确度达到 ∃& 一 ,

时的初步实验结果表明
,

这两种光速是相等的
 

这项研究证明

郎曲斯解是符合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客观实际的
 

这个实验

正在继续进行
, 旨在取得更高一级的 精确度的实脸结果

 

如

果这个情确度达到了
, 就能支持周培源先生提出的

“

坐标有

关
”

的论点
 

因此
,
这个重要实验有可能统一人们对爱因斯坦

引力论的认识并产生重大的影响
 

广义相对论宇宙论的理论基础是
“

弗里德曼宇宙
”

 

它是

爱 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一个特殊解
 

以往的学者们采用群论

方法求出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
 

周培源先生 于 ∃% )夕

年即证实5 在均匀性∀或各向同性#条件下
, 爱因斯坦引力场

方程本身即可给出均匀的与各向 同性的弗里德曼字宙的度规

张量
 

这一 重要研究结果
,
使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的 求

解大大简化
 

∃ , � ( 年 周培源先生和他的博士研究生黄超光合作
,

将谐

和 条件引用到宇宙论 中去
 

他们首先考虑静态的
、

有物质的

爱因斯坦宇宙和无物质的德
·

席特宇宙
 

所得到的 结果与过

去用坐标变换法解得的结果相比较是 5 过去的方法导出的两

种宇宙都是有限的 !在引进了谐和条件之后
, 爱因斯坦宇宙仍

是有限的
, 但德

·

席特宇宙则是无限的
 

他们也考虑 了 在

德
·

席特宇宙中的一个星系的 径向运动和具有物质的膨胀宇

宙
 

在这两个宇宙论的例子中
, 他们用了引力场中的电磁理论

来计算宇宙中后移的星系所辐射 出的光的强度
, 以此来定 出

离开我们的银河系的距离
 

由此推导 出的新的红移关系是与

该星系的 质最有关
 

这个新的红移关系是以在学者们仅仅从

空时几何的观点出发来求解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所求出的红

移关系所不能得到的
 

�
 

流体力学湍流理论方面的研究

周培源先生于 ∃% ) ) 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即开始进行不

可压缩粘性流体的充分发展了的湍流理论研究
,
提出用求湍

流剪应力∀与二元速度关联成正比 #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

动力学方程的方法来建立普通湍流理论
 

湍流运动是一种极

为复杂的 流体运动
 

湍流运动基本规律的研究
,
一百多年来

一直是未能解决的重要基础理论课题
,

粘性流体的基本运动

规律是纳维∀7 89 :; <
#
—

斯托克斯方程
,
简称为 7

一
= 方程

 

∃� % , 年
, 英国的雷诺发现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 充分发展 了的

湍流运动可分解为平均运动与脉 动 ∀或称涨落#运动两部分
,

并从 7
一

−方程用平均方法推导 出湍流的平均运动方程
 

、, ) �

年以前
, 国际上的流体力学理论学者们只注意从不可压缩粘

性流体的 7
一

= 运动方程所推导 出的不封闭的 平均运动方程

作为湍流理论的动力学依据
,

并对这组方程采用引人脉动量

和平均流速对空间坐标的梯度有关的不同假设的方法使其封

闭来求解流体的平均流速
 

从 ∃% ) � 年起
, 他除采用平均运动方程之外

, 首先提出需



娶考虑脉动方程 ∀即 7 一= 方程与平均运动方程之差#
,
并用

从这组方程所推导出的二元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所满足的动

力学方程
,

再引人一些必要的假设共同来建立普通湍流理论
 

他根据他所建立的这一普通湍流理论
,
对一些流动问题作了

具体计算
,
计算结果与 当时的实验符合得很好

 

∃% ∗弓 年他发表的
《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 解

,

的极为重要的论文∀
《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

》 ,
美

国《应用数学
》
第 ) 卷

, ∃% ∗ , 年#
,
在当时和现在

,
对推进流体

力学尤其湍流理论的研究
,
在国际上都产生着重要的深远影

响
 

在这篇论文中
, 他提出了两种解湍流运动的方法 5 一种

是
,
把平均运动方程和从脉动方程推导 出的各元速度关联 函

数所满足的偏微分方程求解
,
作为一种逐级逼近法 ! 另一 种

是
,
把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一同联立求解

 

但是
,
联立求

解这两组方程会遇到严重困难
 

原因是 5 第一
, 这两组方程

是非线性的积分
—

偏微分方程 ! 第二
, 平均速度

、

平均压力

与各元速度关联函数都是坐标与时间的慢变函数
,

而脉动速

度与脉动压力则是它们的快变函数 !第三
,

在求解非线性偏微

分方程时
,
除了它的解要满足边界条件外

,

还要满足一些物理

条件才能定 出代表湍流元的解
 

这些物理条件
,
在上述逐级

逼近法求解各元速度关联函数时
, 也必须使用

 

这一理论中

的方程组较为复杂
,

在他提 出这一理论的 ∗ 。年代
, 电子计算

机尚未被发明
, 因此在当时要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

方程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来
, 由于高速电子计算机和湍流数值计算技术的

发展
,

上述他所提出的第二种解法在国际上发展成为湍流模

式理论
,
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

,

被誉为
“

现代湍流

数值计算的奠基性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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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现代湍流模式理论的研究过程中
, 他还首次给

出了利用脉动压力满足的 泊松方程去计算压力梯度和速度关

联函数的 新方法
 

∃ % 令% 年以后 , 他在担任繁重的组织领导和社会工作的同

时 , 继续坚持流体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

并取得多项重要研

究成果
 

在均匀各向 同性湍流理论的研究中
, 他从分析湍流

的物理本质着手研究湍流运动
 

他利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轴对

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的物理图象来说明均匀各向同性的 湍

流运动
 

同时 , 由于湍流在处于后期衰变运动时其雷诺数比

较小
, 7 一= 方程便可以线性化

 

这样
, 他与蔡树棠便从湍流

的后期衰变运动 出发
, 引入求解方程的相似性条件和涡旋角

动最守恒条件
,

并利用上述的轴对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
,

从

7 一− 方程解得了最简单的均匀各向 同性湍流的后期 衰 变 运

动的二元速度关联函数
 

这样解得的二元速度关联函 数
、

湍

流能量衰变规律和泰勒湍流微尺度扩散规律都与实验结果 相

符合
 

在这一思路和结果的基 础上
,
后由黄永念用 同样的湍

流元计算得到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的后期衰变运动的三元速 度

关联函数
 

十年之后
, 这个三元速度关联函数被佩纳特与柯

尔辛用实验所证实
 

同时 , 他还 与是勋刚
、

李松年对高雷诺数

下的 ∀即衰变早期的 #均甸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进行了研究
 

他提 出略去 7 一= 方程中的 粘性项和对时间的偏微商 项
, 引

人求解方程的相似性条件和涡旋角动惫守恒条件
,
求出方程

的涡旋运动解
,
再用这个解求得了与实验定性符合的均匀各

向同性湍流在早期衰变运动的二元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
 

在求解上述早期
、

后期衰变的流体运动方程式时
, 必须引

进各自不同的相似性条件
 

为了统一早期衰变 ∀湍流的雷诺

数高# 和后期衰变∀湍流的雷诺数低#这两种不同情况下的 相

似性条件
, 他于 ∃% ( , 年提 出

“
准相似性

”的概念及其与之相适

应的条件
,
并与黄永念把这两个不同的相似性条件统一成为

一个确定解的物理条件
—

准相似性条件
 

这个准相似性条

件
,
于 ∃ % � ∋ 年在北京大学的湍流实验室中被魏中磊

、

诸乾

康
、

钮珍南和俞达成所证实
 

这是利用准相似性条件
, 在国际

上第一次求得与实验相符合的从衰变早期一直到衰变后期的

揣能衰变规律和泰勒湍流微尺度扩散规律的理论 结 果
 

其

后
, 他又与黄永念利用勒让德函数微商的 级数展开式来求解

涡量方程与连续方程
,

得出一组无穷数个函数满足无穷数个

以时间与涡旋径向坐标为独立变量的非线性偏微分 方 程 组
,

采用近似方法计算出从衰变早期到衰变后期的各期的能谱 函

数
、

能最转移函数
、

二元与三元速度关联函数等等
 

理论结果

与国际上三十多年来所发表的实验数据基本符合
,

受到国际

上的瞩 目
 

他曾于 ∃% �。 年 �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国际

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湍流组#上和 同年 ∃� 月在印度班加罗

尔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大会上对上述研究成果做了报

告 ,
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许

 

�& 年代中期
, 他又将在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中的准相

似性条件推广到具有剪应力的普通湍流运动中去
,

并引进逐

级奇数元关联截断逼近解法求解
 

这种求解方法的程序是 5

由于奇数元速度关联函数的数值比偶数元速度关联函数的数

值小
, 因此可首先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二元速度关联 函

数方程并略去后者中的三元速度关联函数项
,

作为零级近似 !

在一级近似中
, 则除 用平均运动与二元速度关联函数方程外

,

再加上三元与四元速度关联函数方程并略去后者中的五元 速

度关联函数项
, 然后联立求解

 

二级
、

三级和更高级的近似
,

皆可类似推广这种逐级奇数元关联截断逼近解法去求解
 

在

此必须指出的是
,

这种解法中必须使用具有湍流应力的普通

湍流的准相似性条件
,

而且在每一组高元速度关联函数方程

中对湍能耗散项必须引进在二元速度关联函数方程中对湍能

耗散所引进的类似假设
 

同时 ,

这种逐级奇数元关联截断逼

近解法的计算极为繁琐
 

在用这种方法所处理的课题 中
, 零

级近似有 5 槽湍流与平面湍尾流
, 平面湍尾流

,

平面湍射流与

棍合层湍流 ! 一级近似有
5 糟湍流与平面湍尾流

 

�& 年代后期
, 他与其同事和博士研究生 以平面湍射流作

为例子
, 用逐级迭代法求出平均运动与脉动方程的联立解

 

这

种近 似解法的迭代过程为 5 先用上述的逐级奇数元关联截断

逼近解法求得平面湍射流的平均运动速度与湍流应力的零级

近似值
, 再把它们放人脉动方程组内与准相似性条件一同 联

立求解
, 由此得到的脉动速度作为一级近似

 

用此脉动速度

计算 出了二元与三元速度关联函数的一级近似
 

显然
,

这个

逐级迭代法可以推广到高级近似中去
, 并 用来求解其他发 展

了的湍流运动
, 而且在得到脉动速度之后

,
任何阶的速度关联

函数都可简捷地计算出来
 

这样
, 他在 + , ∗ , 年发表的论文

中所提出的
、

至今国际上未能解决的联立求解平均运动与脉

动方程的困难课题得以突破
 

有了这种新的逐级迭代法
, 今

后湍流理论的研究中
,
便可以 放弃以往求解速度关联函数方

程那种极为繁琐的做法
 

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湍流理



论研究工作的重大进展
 

)
 

教学工作及其他

周培源先生不仅是一位极有成就的科学家
, 同时也是一

位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家
 

他从事高等学校的教授工作和教育

领导工作数十年
, 在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

、

培养众多的科学 人

才方面成绩卓著
, 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国际上的著名学者

 

他

对 青年一代非常爱护 , 悉心培育
 

把自己的渊博学识
、

科学思

想和治学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年轻一代
, 努力为后继人 才

的成长铺平道路
 

深爱广大学生和青年 的拥戴
 

在支持和指导年轻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方面
, 他作 了很 好

的工作
 

在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校长期间
, 即科学地预

见到华光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简称 ( ∗� 工程#等

科研项 目的重大前景
,

并排除种种困难
, 大力支持

、

热情鼓 励
、

亲自组织领导和指导这些研究工作
 

( ∗� 工程自 + , ( ∗ 年 �

月开始
,

是北京大学有史以来最重大
、

成果效益最显著 的科技

项目
, 经过一批有献身精神的科技工作者十多年 的协同努力

,

玫克技术难关
,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设备性能达到了国际同类

产品的先进水平
, 在科学技术上具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这一

成果被评为 ∃ , � , 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

并获第 ∃∗ 届 日

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 金奖
、 +, � (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其

主要发明老王选教授等曾获 ∃ % � % 年中 国专利 金 奖 和 ∃ , %。

年度陈嘉庚奖
 

�& 年代末
, 此设备已有 2=。。 多套 用于国 内

报社
、

出版社和印刷厂
, 全部取代了同类设备的进口

,

并已几

乎覆盖了全世界讲汉语 的国家和地区
 

( ∗� 工程的成功和批

量生产
,

为我国印剧行业技术革新和发展电子印刷产业开创

了新纪元
, 引起了我国印刷术 的第二次革命

,

使中国印刷术再

次跃居世界前列
,

取得了重大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为国家

作出了重要贡献
, 也增强了中华 民族的 自信心和 自豪感

 

( ∗�

工程的巨大成功
, 与他的大力支持和领导密切相关

, 因此他受

到有关师生
、

科技专家和印刷 出版界人士的广泛崇敬而被一

致推举为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他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社会活动家
 

在科学领导工 作
、

教育领导工作
、

众多社会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
、

国家领导工作

诸方面都表现出高超的才干
,
与国内外科学界

、

教育界和仕

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

深受国内外各界的 爱戴
 

几十年来
, 他曾数十次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界出席国际 会

议
、

参加与科学技术界有关的国际活动或率团商谈科技人员

交流培养和国际科学合作事宜
,
对发展国际科学合作

、

推进国

际学术交流
、

维护和宣传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
、

维护和宣传中

国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
, 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宝贵的贡献

 

∀三 #

周培源先生是一位赤忱的爱国主义者
 

早在青年时 期
,

他就有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行动
 

∃叭 , 年 , 他在上海圣约

翰大学附属中学求学时期
, 因参加上海学生的

“
五四

”运动而

被学校开除
 

∃% � ( 年夏
, 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放署假

, 他到

斯坦福大学署期学校做研究生
 

此时 , 正值“四
·

一二
”
事变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之后不

久
 

当时在美国西海岸的中国留学生正在该校举行夏令会
,
会

上发生了拥护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两派学生之间的尖锐冲

突
 

他和清华学校时期的三位同班同学施混
、

冀朝鼎
、

徐永瑛
,

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列
,
谴贵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

∃% ∗ , 年宋
,
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结束

工作
,

从事鱼雷空投人水研究组的大部分科研人员被美国海

军部留下并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
 

他也被邀请留下
,
年薪高

达 ∋ 千多美元 ∀相当于 �& 年代末的 ‘万多美元#
 

由于该试

验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科研机构
, 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

·

他

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 5 第一
,
末做美国公民 ! 第二

,

只能担

任临时性职务 ! 第三
, 次年 ( 月要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

加国际会议
, 因此只能工作到次年 ∋ 月末

 

这三个条件都被

美国方面接受
 

他准时于 ∃ , ∗ ∋ 年 ( 月离职赴欧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
, 交通很不方便

, 他予
∃ % ∗‘ 年 ∃& 月才由欧洲返回美国

, ∃% ∗ ( 年 � 月才与全家∀夫

人及三个女儿#乘船离开旧金山前往上海
 

他当时的想祛是 !

‘
我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

但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
,

共产党

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崇高 的声誉
,
而且我是由清华大学 派

送去美国进行科研工作的
,
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 华 大 学 工

作
”  

那个时候
,

清华大学教授的月薪仅约相当于 � , 美元
 

周

培源 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生活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
,

也

不相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不实宣传
, 报 欢

中华之心极为坚定
,

带领全家于 ∃ % ∗ ( 年 ∗ 月回到 了 北 平
 

+, ∗ � 年 ∃� 月中旬
,
清华园比北平城早一个半月被解放

, 从此

他获得了新生
,

心情格外振奋
,

决心加倍努力为祖国人民工作
,

他也是一位忠实的 民主主义者
、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 义

者
 

他高度信任和热爱中国共产党
,

并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新 民主主义事业
、

社会 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始终不渝 地

努力工作
 

他对祖国的未来
、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

共产主义

在中国和世界的美好前景充满着希望
、

信心并为之不倦地奉

献
 

对中国共产党制订的科技方针
、

教育方针
、

匆识分 子政策

等各项正确的路线
、

方针和政策
,

他一贯旗帜鲜明地竭诚拥

护 ,

并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
 

对于国家
、

社会和世界上的各类

重大问题
, 他始终坚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去观察

和处理
,
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和 愿望

 

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 他一向极为关心

,
并全力以

赴地为之工作
 

这方面的事迹甚多
,

此处仅举一例
 

, &年代
,
在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水电工程时

, 他于+ , 弓)

年和 ∃ , , , 年两次前往武汉参加长江三峡水电工程会议
,
井

同会议全体成员于 ∃ , , � 年前往三斗坪对长江三峡水电工程

大坝坝址的预选地点进行实地考察
 

∃ % � � 年 , 月
,
他不顾已

�∋ 岁高龄
,

在社会工作和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
, 毅然 接

受全国政协的委托率视察团奔赴长江三峡地区实地考察
 

除

了爬山涉水进行现场考察外
, 还听取了大置报告并组织主 待

多次座谈会
 

在进行大量繁重而细致的调研工作后
, 他及时

向党中央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此外 , 多年来 ,

他挤 出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多方面的与长江三峡水电工程有关

的材料
、

报告或报道
, 为这一巨大水电工程 的科学论证

、

恰当

选址
、

最佳坝高
、

适时建设和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计算考虑等重

要问题 ,

花费了许多精力
, 尽力促使将来的长江三峡水电工程

在建设质量
、

建设速度和经济与社会效益诸方面都是最佳的
 

他对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极为关心井

尽力推动其发展
 

∃ , � ( 年
,
他将其父亲在家乡遗留下来的一

所 ∋。。 多平方米的住宅捐献给江苏省宜兴市科学技术协 会
,

作为宜兴市芳桥乡后村科普文化活动站
 

∃ , � , 年 , 他及其夫

人王蒂微女士把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自己 的部分



工资收藏多年的 ∃∗ , 幅珍贵古代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
 

无锡市政府为表彰和奖励周培源先生及其夫人 的这一爱国行

为
,
特向他们颁发了一笔奖金

 

他们立即将这笔奖金的大部

分
,
分别捐赠给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
 

又于 ∃ % %。 年 , 月将这笔奖

金的一万元捐赠给中国振华基金会 ∀这是该基 金会成立两年

来的第一位个人捐赠者#
,
作为奖学金

, 用于资助鼓励科技和

教育事业的发展
, “

让人人享受科学技术 的恩惠
”

 

中国振华

基金会己决定以该会专项奖
“
周培源基金

”的名义
,

资助二万

元
,
作为他家乡江苏省宜兴市芳桥乡后村小学 的奖学基金

·

周

培源先生及夫人还分别向他们童年时的母校上海市实验小学

和吉林省扶余县扶余镇实验小学各捐赠一万元作为奖 学金
·

他们认为 5 “

字画文物与奖金既来自人民
,
都应该把它们还给

人 民”
 

这是周培源先生及其家人一贯的崇高思想
 

周培源先生具有学者的优秀品质
, 为人十分正直无私

, 刚

直不阿
,
作风正派

, 从不阿谈奉承
 

在任何情况下
,

不管外界

压力多大 , 他不说违心的话
、

不做违心的事
,

坚持说真话
、

讲实

话
 

凭着对祖国对人 民的感情
, 只要对国家对人 民有好处的

事情就坚持
,

从不随波逐流
、

投机取巧
 

文革期间 ∃ % (。 年春
, 陈伯达 为了抢夺

“

科学革命的 旗

手
”的称号

,

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特地趾到

北京大学找周培源先生
, 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

,

打

倒爱因斯坦
 

他对这位不速之客非常冷淡
,

并明确指出 ! “

爱

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
,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

上有争论
” , 把陈伯达顶了回去

, 无丝毫迎合之举
 

在当时那

种政治风暴下 ,

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因斯坦打不倒
, 在科学界只

有极少数人能作到
, 而周培源先生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这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

“

四人帮
”从他们的政治需要 出发

,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刮

起了一阵打倒基础理论研究的歪风
 

周培源先生根据科学技

术发展的规律
, 从国家近期和长远利益出发

,

旗帜鲜明地坚持

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他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 文

章
,

阐述基础理论的重要性
,
于 ∃ % ( � 年 ∃& 月 ∋ 日在 《

光明日

报
》
上发表

 

同时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 提出加强基础

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
 

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 指

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
,

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 要

性的认识不要象浮云一样
,

一吹就过去了
 

∃ , , � 年
“大跃进 ”时 ,

共产风
、

浮夸风刮得很厉害
, 一些提

法和做法都是很错误的
 

有的人不顾事实地宣传粮食亩产几

万斤等等
 

当时周培源先生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 学 实 际

的
,

这些浮夸风当时刮遍全国
, 但他从不附和

 

周培源先生

虽然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 的人
, 但他从不搞特殊化

、

从不傲

气
,
平易近人

,

对下级
、

对学生特别和善且关怀备至
 

∃ , ∋ & 年

前后的经济困难时期
, 人们营养条件都极差

 

尽管他整天参

加会议工作繁忙
, 但仍与司机吃一样的伙食

 

他对青年学生

成长的关心和爱护
,

胜过对自己家里的亲人
,

不仅对他们的学

习很关心
,
对他们的工作安排

、

生活问题也很操心
 

他不仅为

学生悉心指点
,

还亲手为他们仔细批改学术论文
 

数Ν 年来
, 周培源先生信奉的格言是 5 “

独立思考
,

实事

求是 , 锲而不舍
, 以 勤补拙

”
 

自从他在清华学校高 等科学 习

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研究开始
, 六十多年来他所研究的数十个

科研课题
,

几乎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选定 的
 

他在美 函准备

博士论文时
,
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他建议了一个博士论文题

目
 

但他经过考虑后没有采用英国教授的题目
,

而是自己选

定 了一个题目
,
并围绕这个题 目作出了很有创见

、

水平甚高的

博士论文
 

由于这种突出表现再加之平时学习和科研成果特

别 优异因而荣获该校的最高荣誉奖
 

九十年来
, 周培源先生经历过国际国内无数 的事件

, 走过

了漫长 的崎岖道路
 

但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的处理上
, 在整

个人生旅途 的方向上
,
始终坚持了正确的选择

 

这既是他具

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优秀的人格品质的结果
, 也是他坚持独立

思考
、

实事求是作风的结果
 

诸如中学时期积极参加上海地

区的
“

五
·

四 ”爱国民主运动 ! 在留学美国期间旗帜鲜明地参

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列 !在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很好
、

国

内外友人频频劝阻的情况下
, 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祖国 ! 对 ∃ , , � 年前后刮遍全国的共产风
、

浮夸风
,
从

不附和 ! 旗帜鲜明地反对
“

四人帮 ”
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

、

打倒

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歪风 !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据实提出 长

江三峡工程问题的建议 ! 选择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最难的两个

方面作为科研和教学的方向 ! 在广义相对论引力论研究中数

十年坚持
“

坐标有关
”
观点等等

,
都是周培源先生独立思考 的

典型事例 ,
也是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的体现

 

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也表现在治学的态度上
 

他治学严谨
,

对学术研究始终坚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 的 作 风
, 从

不 掺人 半点虚假
 

他曾提出
,
一个新 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

满足三个条件 5 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所能够说明的科

学现象 ! 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 !

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
 

几

十年来他所获得的科学成果都符合他所提出的科学理论三原

则 , 都是实事求是的极好例证
 

周培源先生也堪称锲而不舍的楷模
,

早在 �& 至 )& 年

代
, 他即选定物理学基础理论中最难的两个方面作为科学研

究的主玫方向
,

数十年来矢志不移
 

�& 年代他曾进行过广 义

相对论引力论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
, 在 四十多年流体力学的

研究之后
, 又回过头来继续引力论的研究

 

在引力论研究中
,

�& 年代他提出
“
坐标有关

”

论 , 直至 %& 年代仍在进行科学实

验以充分地证实它
 

∃ % ( , 年他提出湍流理论研究中的
“

准相

似性条件
” ,
直至 ∃% 肠 年还在进行实验验证工作

 

他于 ∃%呼,

年提出湍流理论研究中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 这

一重大困难课题
,

而至今仍在进行研究并已获得重大进展
 

他是一位科学头脑非常清醒
、

敏锐的科学 家
 

但他并不

因之而背上满足的包袱
,

而是
“

开足马力
” ,

勤奋工作
, 顽强进

取
, 尽力为国家为民族多作贡献

 

在百忙之中又是高龄的情

况下 , 他积极地为国家的三峡工程奔走献策 !至 %& 年代仍坚持

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
 

宾可谓勤劳不

止
, 奉献不己

 

由于他这种奋进不己精神
,
使得他几十年来在科学研 究

和教育事业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
, 堪称当代科学巨匠

 

此

外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也为国家作 出了巨大贡献
 

和周培源先生的事业相媲美的是他的优良品质
 

他为人

坦诚
,
正直无私

,
度量宽宏

,
性格豁达

,
平易近人

, 他自我要求

甚为严格
,
生活简朴

, 清政廉洁
,

作风民主
,
联系群众

, 学识渊

博
、

成就卓著而又谦虚谨慎
, 因而深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崇

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