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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出任

中心主任的
“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 成立典

礼
,

已在浙扛大学隆重举行
�

陈云同志亲

笔为浙江近代物理中心题名
,

中国物理学

会理事长冯端教授
、

中科院理论所研究员

郭汉英
,
北京大学教授高崇寿

、

中科院高能

所研究员黄涛等应邀出席
。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是李政 道 先 生 在
�  ! ! 年专程访间母校浙江大学期 间 与 路

雨祥校长共同商定的
�

汪容教授
、

李文铸

教授和校长助理昊世明教授主持了中心的

筹建工作
�

在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中心大楼于 �   。年 �∀ 月落成
�

这座中心

大楼有研究室十间
,

报告厅和学术讨论室

各一间
,
还有图书资料室一间

,
为开展学术

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浙江近代物理中

心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机构
,

#月前中心已建立了一个

博士后流动站
,

承担了若干项国家自然科学研究项 目
�

许多专家教授热清指舀∃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的创立和

李政道教授亲自担任中心的主任
,
将会对京外地区

、

特

别是长江流域基础理论的研究和高科技的发展起着强

有力的推动作用
�

李政道先生在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表

了重要讲话
�

李先生在讲话中热情地回顾了十九世纪

和二十世纪科学上的几个重要发现 %法拉弟电磁定理

和麦克斯韦方程组 & 迈克尔逊
、

莫雷实验和爱因斯坦相

对论 & 黑体辐射实验
、

普朗克公式和量子力学 ∋和这些

发现对这两个世纪中的高科技发展及人类物质文明所

产生的巨大影响
�

然后
,

李先生强调指出 ∃ “
可以说

,

没有基础科学的研究就 没有高科技的发展
,
没有高科

技的发展
,

就没有现代的商品
、

文化和文明
�
”

%郑国桐∋

浙江近代物理
,

中
�

心

在浙大比朋立

的爱国热忱也是我们的楷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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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前他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

�

事变

后
,

东北大学停办
,

钱老只身进关寻找工作
�

他托人在

上海英租界电话公司谋得一位置
,

月薪 � (∀ 元
,

相当

高
�

正准备起程时
,

严济慈从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来电

话说
,

他所里有个半薪的位置
,

月薪 )∀ 元
,
问他愿不愿

意去
�

钱老欣然应允
�

钱老为我们道出当时宁去低薪

的北平研究院的原因除了因业务上的追求外
,
那就是

因当时上海电话公司是英殖民主义者办的
,

中国人在

英国人的公 司里工作是不用姓名的
,

他们把中国雇员

编上号
,

称呼时就叫编号
�

钱老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

极大侮辱
�

钱老风趣地对我们说 ∃ “

是严老用 月薪 ”

元把我引上物理研究的道路
”

�

�  ∗呼 年钱老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 生 进

入伦敦大学学 习
, +夕∗ , 年初导师主动对钱老说可以写

博士论文准备答辩了
�

但钱老回答说不想答辩
�

导师

感到十分意外
,

别的学生请求答辩
,
他却叫他答辩都不

要
,

不可理解
�

钱老究竟为什么拒绝英国学位呢− 其

中有个小故事
�

那时卖验室里同时还有两位来自当时

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留学生
,

导师平时对他们不甚

关心
,
另眼看待

�

其中一位工作已完
,

写完论文请求答

辩
,

却被 导师拒绝了
�

这位印度同学伤心地哭了
�

钱

老非常同情他
�

作为中国人的钱老想到中国也是半殖

民地国家
,

拿庚子赔款来留学本身就带着被外国人欺

侮的烙印
,

因此不愿要英国学位
�

结果导师为钱老申

请了伦敦大学 . / 0 1 2 34
∃ 5 1 0

奖
�

在这个实验室里研

究生得这个奖的一年只有一名
�

钱老回想当年的情景

说 ∃ “
回国后真想得个中国学位

,

但 ∗∀ 年代我国还没

有建立学位制
”

�

钱老深有感慨地和我们说 ∃ “岁月蹬

陀
,

而今步人暮年
,

却泰为人师
,

当博士导师了
”

�

当时留学生的时尚是在英国或美国毕业后还想到

当时科技先进的德国再学习一
、

二年
,
钱老也有此打

算
�

时为 �  ∗ , 年夏
,

他已到了柏林
�

日寇突然在芦沟
�

桥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
�

钱老接到北平研究院的电

报
,

要他马上回国
,
他就毫不犹豫地到马赛搭船东回

了
�

当时北平已经沦陷
,

北平研究院搬到了昆明
,
研究

�

所人员大部分已离开了北平
�

但因走得匆忙
,

无法将

仪器
、

书籍等运走
�

钱老受严老
、

李书华之托
,

不顾个

人安危
,

匆匆赶到北平
,
与研究所同事盛耕雨

、

吕大元

一起
,
把所有仪器

、

图书
、

工场设备装了 , 4多个大箱
,

托东交民巷的外国运输公司运出北平城
�

钱老也赶到

天津港
,

看到木箱上了轮船
,

他才回到南方
�

物理所在

昆明八年
,

这批仪器设备
、

图书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五
、

拳拳老师心
,

切切弟子情

钱老为人谦虚诚恳
,
他总把自己在物理领域中得

到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老师
、

导师和科学界的老 前 辈
�

他经常告诉我们
,
当他在大同大学读书时受到胡刚复

,

严济慈等老师的教诲
,
在东北大学当助教时得益于阮

志明教授非浅
�

抗战时期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教授

给了他深刻印象
�

王守竞是位卓有成就的理论物理学

家
,

但在 ∗ 。年代他就亲自动手磨玻璃
�

钱老在严老鼓

励下也开始学习磨玻璃
,

学做光学元件
�

其后他到了英

国仍继续对应用光学发生兴趣
�

在抗战期间从事光学

仪器的生产
,
就是受了当时几位老一辈科学家的感召

�

钱老还特别崇敬叶企孙
、

吴有训等老一辈物理学

家
,

说他们不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学生
,

更关心全国的青

年学生
�

我们也可以看出
,

钱老的为人处事有所师承
�

他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贵
,

对青年一代热情帮助
�

像钱老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爱国精神
,

为

科学献身
、

尊师重道
、

诲人不倦
、

平易近人
,

提携后进等

优良品质是值得发扬光大和为后人学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