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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贤思齐 再接再厉
——纪念赵忠尧先生诞辰120周年

张 杰

（中国物理学会 100190）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中国物理学界一位有才华

有贤德的人，他是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先驱，也是中

国物理学事业的开拓者；他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发起

者，同时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我们纪念这位贤

者，向他看齐，学习他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忠于

祖国的高尚品格。这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思贤

思齐，再接再厉”，前半句取自《论语·里仁》篇，后半

句则是赵忠尧先生对中国物理学界后来者的希望。

赵忠尧先生于 1902年 6月 27日出生于浙江诸

暨，从小喜爱古书诗文，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

后来投身于现代科学事业，并获得极大的成就。赵

忠尧先生的成长历程在我国第一代自然科学领域

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在追寻

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和很多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相

知相交，亦师亦友(图 2、图 3)。他们以群体的姿态

成为中国物理学事业的拓荒者和中国物理学会的

创建者，赵忠尧先生正是中国物理学家璀璨群星中

的一个。

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经学体系随着科举考试

制度的废除而逐渐式微。赵忠尧先生正是在这种

图1 青年时期的赵忠尧

图2 1923年冬与南京高师同学合影

图3 1926年初夏，在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合影。

一排左起郑衍棻、梅贻琦、叶企孙，二排左起施汝为、

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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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大变革的背景下，开始对数学、物理和化

学等新式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1920年进入中

国创办最早的四所高等师范学校之一的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学习。南京高师和后来的东南大学自然科学

氛围浓厚，奠定了赵忠尧先生学习数理化的信念。

赵忠尧先生毕业后回到母校给中国物理学界

杰出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1898~1977)当助教，后随

着叶先生去清华大学创建物理系。因为深感我国

科学水平与西方的差距，1927年秋天，赵先生进入

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物理学家，

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密立根教授(Robert

Andrews Millikan, 1868~1953)(图 4)。赵先生凭着

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对实验的一丝不苟和对实验

技巧的精益求精，在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研究的

前沿领域获得了重要成果。

赵先生的论文《硬伽玛射线的吸收系数》(The

Absorption Coefficient of Hardγ-Rays) 在1930年5月

15 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同年 10

月，第二篇论文《硬伽玛射线的散射》在美国《物理

评论》刊物上发表。这两篇论文充分证明了赵忠尧

先生是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的物理学家之

一，也是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湮灭现象的人，尽管

他本人与诺贝尔物理奖失之交臂，但其卓越贡献必

将永载史册。

赵忠尧先生在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后于 1931年

回国，在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开设了我国首个

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也是在1931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访华(图5)，

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

会。他的建议得到中国物理学家的积极响应。

1931年 11月 1日，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萨

本栋等共 13 人发函给国内物理学界同仁，号召共

同发起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工作。这些发起者

中就包括了赵忠尧先生、胡刚复、李书华、饶毓泰、

梅贻琦等人。

1932年8月23日，中国物理学会在清华大学科

学馆召开成立大会，并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物理学年

会，同时组织了学术研讨。赵忠尧先生做了《硬γ线

之反常吸收》的学术讲演。第一届理事会的会长由

李书华先生担任，副会长叶企孙，秘书吴有训，会计

是萨本栋先生。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意义不仅在

于中国物理学家们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也为此后

中国物理学科的专门化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距离今天还有57天，中国物理学会就将迎来她

九十周年的成立之日。物理学会从成立那一天起

就是群贤毕至的科学工作者之家，就汇聚了我国历

史上第一批接受了科学启蒙与教育，拥有科学救国

的雄心壮志，为我国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杰出

贡献的贤明之士(图 6、图 7)。我们将在 2022 年 11

月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秋季会议上特别安排中国

物理学会九十周年的庆典，并将设立专门环节向这

批伟大的奠基者致敬。

赵忠尧先生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发起人和创

图4 1929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时与导师合影。前

排左六为爱因斯坦,左七为密立根, 二排右五为赵忠尧

图5 1931年底至1932年初朗之万访问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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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者之一，一直积极为学会工作，1939年 9月他在

云南大学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当选为秘书，吴有训

任会长，丁燮林先生担任副会长。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经吴有训先生的提议，赵忠尧先生的导师

密立根教授受聘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名誉会员

(图8)。

1951 年 8 月中国物理学会举办了新中国成立

后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赵忠尧先生被聘请

担任《中国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在1963年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及原子核

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以后，在庐山召开的中

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图9)，赵忠尧先生再次当选为学

会常务理事。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

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五

图6 1934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

图7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大礼堂前合影

第1排左二起：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萨本栋、

任之恭、傅承义、王遵明

第2排左起：杨龙生、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

李鼎初、池钟瀛、秦馨菱、王大珩

第3排左起：左一于光远、左五谢毓章

第4排右一林家翘

图8 中国物理学会早期的几位外籍名誉会员，包括赵忠尧先生的

导师密立根教授和狄拉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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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图 10)，赵忠尧、王淦昌(1907~

1998)、王竹溪(1911~1983)、施汝为(1901~1983)等物

理学前辈当选为名誉理事，名誉理事长是周培源先

生(1902~1993)。

赵忠尧先生从 1931 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

大和中央大学任教，培养出了一批后来为我国原子

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这其中包括王淦昌、

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对中国

物理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一大批物理学家。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现在听起来仍然如

雷贯耳，皓月当空。他们是20世纪我国科学进步的

引路人，也是 21世纪我国科技腾飞的推动者，为我

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孟子

图9 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庐山会议

图10 1982年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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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

也。我以为，所谓学科之发展，非谓有其他，有大师

之谓也。作为物理领域的晚辈后学，我们受教于这

些大师；作为他们铺路和奉献的受益者，我们盛感

谢意。中国物理学会因此特别设立了胡刚复、饶毓

泰、叶企孙、吴有训、王淦昌、萨本栋、谢希德、黄昆

等学会奖项，以致敬前辈和激励后学。

为准备这次发言，我们找到了一封珍贵的信件

(图11)。这是1944年10月5日，赵忠尧先生作为杨

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和他在清华大

学物理研究院学习时的导师王竹溪先生，联合写给

梅贻琦校长的一封信，推荐杨振宁先生去普林斯顿

大学深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十年以后，杨

振宁先生为了弄清楚老师赵忠尧先生与诺贝尔奖

擦肩而过的原委，和李炳安教授一起，花费数年时

间，在对原始文献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基础

上，在 1989年发表了《赵忠尧，电子对产生和湮灭》

一文，第一次以确凿的证据还原了关于正电子发现

的有关历史证据，阐述了赵忠尧先生在这项研究中

的首创贡献，使物理学界更多人了解了这段历史公

案。赵忠尧先生在晚年的自述中，对杨振宁先生为

此所做的许多努力表示了感谢。

也曾受业于赵忠尧先生的李政道先生在纪念

赵忠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曾说：“赵老

师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

只是由于当时别人的错误把赵老师的光荣埋没

了。”“我们缅怀赵老师为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

发展、为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以

及他一生为人正直、忠于科学、潜心研究，朴素无

华、实实在在的科学精神。”

1950年，赵忠尧先生回国参与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先后于 1955年和 1958年建成

了我国最早的 70万伏和 200万伏高气压型的质子

静电加速器，为开创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做出了重

要贡献。赵忠尧先生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

始人之一(图 13)。1958 年他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赵先生这方面的

事迹我想今天中科大的老师会详细阐述。

赵忠尧先生说：“一个人能做出多少事情，很大

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图11 1944年赵忠尧先生和王竹溪先生为杨振宁先生写的推荐信

图12 (a)李政道先生祝贺赵忠尧先生九十华诞；(b)杨振宁先生祝贺赵忠尧先生九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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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

私利，没有虚度光阴。”先生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

仍旧感人至深。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赵忠尧先生与其他

我国物理学界一代大师，筚路蓝缕，创业维艰，怀抱

着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科学强国的坚定信念，将毕

生精力投入到科学和教育事业中去。在中国物理

学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感念先贤，并

应牢记他们的嘱托。赵忠尧先生曾说：“回想自己

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

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

国家尚未摆脱贫穷和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

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我辈，及当今青年，

及中国物理学界的后来者，且记，切记。

最后我想摘录李政道先生 2000年为中科大赵

忠尧先生纪念馆的题词，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一

生研究，唯忠于科学；发现真理，扬尧天盛世。

图13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首届毕业生合影(1963年7月)

图14 赵忠尧先生

图1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的赵忠尧雕像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