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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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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当我在课堂上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班里的学生们都面面相觑，表示不曾知晓。也罢，

自己年少时，也不知道叶先生其人其事。

在真正了解叶先生生平事迹之前，很多人也

许对这个名字略有耳闻：“是个科学家吧”，“是个搞

物理的吧”，或“当过清华的校长吧”……并未想深

入了解先生的生平。我想，如果完整地了解叶先生

的人生轨迹之后，大多数人都会像我一般，为先生

高尚的人格所折服，为先生巨大的贡献而震惊，也

为先生坎坷的晚年深深地叹息……

今年是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我想从一名

科学史学者和物理学教师的视角撰文纪念，也同年

轻的朋友一起缅怀这位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一、书香门第 少年成名

叶企孙出身书香门第，家庭熏陶让他幼年便

熟读经史子集，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更为难得的

是，他对西方科技文化也有浓厚兴趣，“既重格致，

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

治国平天下”。

叶企孙是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在清华期

间，他创建了清华学生科学社并担任社长，发表了

《考正商功》《天学述略》等科学史文章，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科学思想。

1918 年 6月，叶企孙怀着科技救国的梦想出

国留学。1921年，他的论文《用X射线方法重新测

定辐射常数 h》在美国物理学会宣读。23岁的他就

在大洋彼岸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23年，他获哈佛

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前，他作为中国科学社驻美临

时委员会会长召开会议，推举理事成员、制定章程

等，使得该学术团体日益巩固、发达。

二、归国效力 薄名精艺

1924年，叶企孙在欧洲考察多所大学、实验室

后回到上海。他本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研究。然

而要实现科技救国的梦想，仅靠单打独斗是不可能

的，他决定投身教育，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尽

管执鞭从教不是实现他个人抱负的最佳选择，但拥

有一支阵容齐整的科学家队伍，才谈得上科技救

国，才能改变祖国落后的面貌。

叶企孙知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

中。他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

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任职，这些高等学府代表着当时

中国科技与教育的最前沿。叶企孙坚持主持招考

留美公费生，鼓励学生选择航空科技、兵工事业和

无线电这些当时在中国是空白或薄弱的学科到国

外去深造，为之后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叶企孙积极建设师资队伍，把聘任第一流学

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

领导和知名学者的叶企孙把教授吴有训的工资定

得比自己高。叶企孙重视实验室的建设，1931年，

物理系实验室的仪器已有三千多种。

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并担任过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际科学技术策进会理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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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和李约瑟共同推动中英两国文化科学合作事

宜。在与叶企孙先生的合作中，李约瑟加深了对中

国科学史的兴趣。由此，才出现了“李约瑟之问”。

三、乐育英才 甘当梯石

叶企孙先生满门英杰，他的学生中有两弹一

星功勋、两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诸多知名

科学家。这一支科技劲旅，是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

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是独当一面的科学泰

斗，他们名满天下，天下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

华罗庚仅初中毕业且有残疾，叶企孙唯才是

举，力排众议，调他到清华大学工作，又安排他去英

国进修。华罗庚由此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数学

家。从日后华罗庚对于陈景润的提携和培养中，可

以看到昔日叶先生的风范。在创建中国第一个地

震台——鹫峰地震台时，叶企孙推荐的李善邦，后

来成长为中国地震事业三元老之一。同样，李政道

和钱学森也都是在微末之时就被叶先生发现，并悉

心培养出来的大师。

叶企孙始终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为年轻学者的成长铺路搭桥，将学生送到一个个新

的科学领域。叶企孙在中国烽火战乱的焦土中播

下科技的种子，辛勤培育，用心呵护，终有了一片金

灿灿的收获。他淡泊名利、矢志救国，而在桃李争

艳之时，却难寻他的身影。

四、科技抗日 上马击贼

电影《地雷战》曾经家喻户晓，影片中威力巨

大、样式繁多的地雷，令日军胆战心惊。在 2015年

6月央视播出的一部电视片中提到：在抗战中，一批

青年科技人员抛家舍业来到根据地，用专业知识制

造出杀伤力强大的烈性火药，成为攻击日军铁路运

输线和装甲车的利器，奠定了根据地军工事业的

基础。

“地雷战”背后的主角，就是叶企孙和他的学

生熊大缜等爱国青年。熊大缜在冀中根据地筹建

了技术研究社，多次炸毁日军列车、桥梁，受到吕正

操的赏识和聂荣臻的表扬。叶企孙在天津，多方筹

措资金、购买军需材料支援根据地，他还介绍了阎

裕昌、汪德熙等十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冀中根据

地的技术骨干。

不久之后，锄奸运动将熊大缜打成特务，其老

师叶企孙成为“特务头子”。此时的叶企孙毫不知

情，还在昆明的《今日评论》上以“唐士”笔名发表

《河北省内的抗日状况》一文，号召科技人员、机匠、

医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

之际，以行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厚的爱国情

感，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于为国家民族事业

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楷模式人物”。也正是这段经

历，文革期间，叶企孙受到牵连，开始淡出公众视

野，渐渐被人们遗忘。

五、晚年多舛 宠辱不惊

1951年，教育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8

月，叶企孙在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

做了“现代中国的物理成就”的报告，介绍 1900~

1950年间中国物理学的成长、发展和取得的成果。

不想却因此受到指责：“刚诞生的新中国何如颂扬

旧社会的成就”，原定在期刊上刊发的报告也不得

不撤稿。1952年1月，54岁的叶企孙先后做了三次

思想改造方面的检讨；10月，叶企孙从清华大学的

领导变为北京大学的普通教授。

1967年开始，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停

发工资、劳动改造，多次被勒令就“熊大缜”、“为何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问题写书面材料。

1968年4月，受“吕正操案”牵连，被逮捕入狱，身患

重病，获释后接受隔离审查。1972年，杨振宁等人

回国访问，希望见叶企孙，均被拒绝。1973年，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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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干校回京的戴念祖看望叶企孙，叶先生要他每周

来学习英语和物理学史，以兑现九年前因下乡“四

清”而终未能实现的“补业务学习”的诺言。

也许是叶先生已经看淡得失荣辱，也许是搞

科学史研究的人特有的平和、宽容的心态。解除隔

离后，叶企孙没有对任何人抱怨什么，他说历史上、

世界上被冤枉的人和事很多，没有必要抱怨自己的

人生。

1977年 1月 13日，叶企孙逝世。叶企孙问题

仍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追悼会

上，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因悼词评价过低，中途退

场以示抗议。1980年，吕正操冤案平反；1986年，熊

大缜冤案平反；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切

怀念叶企孙教授”，以示恢复叶企孙的名誉。

六、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叶企孙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深感中国科

技的落后，始终以创建和发展科学事业为宗旨，不

论是留学期间对科研方向的选择，还是回国后的一

系列举措，都彰显出他科教兴国的情怀。叶企孙是

新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他对新中国早期的科学家

群体成长与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企孙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

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完美结合。文理相济、中西融会

的学习经历造就了他深刻的感悟和思考。我们可

以在对叶先生的研究中看到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科

学家的创业历程，增强对那个年代科学家生存环境

的反思和对科学大师们的纪念，对当下如何为知识

分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等都有启示作用。

叶企孙先生的学生能够成长为各领域的开创

者，绝不是偶然。当下，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急需

创新型人才，叶企孙的教育思想和他培养学生的方

式，对我们回答“钱学森之问”很有启发。叶企孙尊

重学生，注重与学生沟通。他的学生们在艰苦创业

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有

着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他在培养学生和选取科学

研究领域上的卓越识见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经年再回望，叹历史之动荡，也叹大师之辈

出。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沉毅、高尚的灵魂出

现。叶企孙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科教事业。

达，志不改，贫，气不改。他的道德文章、科教思想

都为我辈作了很好的示范，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一

代代后来者。中国今日的强大，离不开叶先生遍地

桃李的荫蔽，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追寻先

生的事迹……

能听清水下声音的超材料

由于界面反射的原因，在水面上方想听到水下

的声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韩国首尔市延世大

学（Yonsei University）的 Sam Lee 利用一种超材料

接触水面，使音量提高60倍并使30%的能量通过该

材料。超材料是一个圆柱形外壳，有一层分成几节

的塑料薄膜，中间是一块重物，用于对界面处起破

坏作用的二次声波进行反应，提高传输效率。它最

可能用于性能更好的水下麦克风，以及非接触式的

超声波成像。

（高凌云编译自 2018年 2月 16日《欧洲核子中

心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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