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里夫人的中国弟子
杨 � 慧

� � 作为一名学生, 60多年前他曾留学法国, 在巴

黎大学镭研究所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玛丽�居里

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的物理学博士; 作为一名园

丁,半个多世纪来,他辛勤耕耘在南京大学教学第一

线,桃李满天下,其中有举世闻名的核物理学家 中

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等 12名中科院院士。他就是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施士

元。施老是我国核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先后

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中国科普协会的

常务理事,江苏省物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辛勤耕耘桃李天下

施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了 60 个春秋。在传授

知识和对学生的要求上,他是一名严师。现在中科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厉光烈,回忆起在导师门

下作研究生论文时的情景深有感触。当时厉光烈的

论文初稿完成后, 在施教授的指导下一改再改。再

改一次都会发现一些错误,都有收获,但到了后来自

己认为实在找不出问题了,就不耐烦了。施教授耐

心地叫他去找一些别人发表的论文看看, 对比自己

的论文有多少差距,并语重心长地讲述 文章千古

事!的道理。在导师的引导下,厉光烈果然发现自己

的论文在内容与写作方法、技巧上还存在差距,恍然

大悟 天外有天!,于是心甘情愿地对论文再反复推

敲与修改,后来在答辩时被评为 优秀!。此时的厉

光烈才深深地体会到导师的良苦用心, 由衷地感激

老师的教诲。如今厉光烈虽已发表论文近百篇, 但

他仍牢记先生当年的话语, 对文章精益求精,并以此

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

严师出高徒。如今 90高龄的施士元教授的学

生遍及海内外,从原子弹、氢弹、核电站等实验基地,

到中科院等国家科研机构、全国重点大学里,都有他

的学生在挑大梁。其中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就达 12

人之多。如目前在南京大学工作的院士就有中国物

理学会理事长、我国固体物理学泰斗冯端教授, 固体

物理学专家王业宁教授, 声学物理研究专家张淑仪

教授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举世闻名的美籍华裔物理

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吴健雄,早年在中央大学读书

时,也曾是施士元的得意弟子。

1934年,施士元回国不久,担任物理系主任,并

负责教四年级的课。当时全年级 12 名学生中只有

1名女生, 她就是吴健雄。施士元倾注全部心血施

教,吴健雄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特别是先生在

讲授∀近代物理#中提及的居里夫人对人类的巨大贡

献及先生早年在其身边求学的经历, 在年轻的吴健

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暗下决心, 一定要像

先生当年那样发奋努力,将来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

教书又做研究的教师不多, 施士元先生带给我们居

里夫人的传统, 一面教书、一面做研究。在那个做

 理论物理!就有 白专!危险的年代,没有施士元先

生顶着,我和陈金全等几个年轻人是难于在南京大

学开展理论核物理研究的。正是因为 1963~ 1965

年间积累了一点研究基础,所以 1976年要我们进行

核参数计算时, 我们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理论方案, 并

很快学会了使用我们从未见过的电子计算机进行数

值计算,算出了满意结果,被嘉奖为 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的核理论小组。杨振宁在回答中国

为什么至今无人能问津诺贝尔奖时曾说, 中国还缺

乏西方科学研究的传统。施士元先生等中国近代科

学的先驱者们, 带回了西方科学传统,应该说人民共

和国的几十年, 批判太多、继承太少, 1957~ 1976的

20年间,我就只有 1963~ 1965 年间继承积累了一

点点科学研究传统。不过我在此可以告慰施士元先

生的是,作为一个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既要教书又要

做研究的传统还是被我们这些后辈在后来的年代中

继承下来了。

施士元先生一生都在努力作有益于国家、民族

的事情,百岁高龄时努力写下了回忆录,写下了他看

到的百年中国,这个百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百年,施

士元先生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 他用很平淡的笔调

表达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这和他淡泊人生是一

脉相承的。再说一遍, 能亲眼目睹百年变迁的人不

多,一位百岁老人留下的见解对后人是有益的, 施士

元先生的回忆录值得一读。

(江苏省南京大学物理系 � 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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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施先生的亲自指导下, 吴健雄圆满完成了∀证
明布喇格定律#的毕业论文。

毕业不久, 吴健雄赴美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师生俩失去了联系。70 年代,随着中美关

系逐步正常化, 吴健雄多次回国,曾几次登门探望比

自己仅长几岁的恩师, 并谈论半个世纪来师生各自

在海内外的情况。一次, 施士元对吴健雄笑着说:

 你总是先生先生称呼我, 其实, 按你现在在国外的
成就, 我应该称你先生才是。!吴健雄认真地说:  一

日之师,终身为父,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潜心科研成就斐然

早年, 17岁时的施士元以 3门功课均是满分的

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我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

孙、吴有训先生。1929 年, 施士元以优异成绩毕业

后,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后进入巴黎大学镭

研究所,在玛丽�居里夫人的亲自指导下从事钍系及

锕系放射性同位素�谱仪研究。1933年春, 施士元

通过了由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 ∃ ∃ 居里夫人、P. 拜

及物理大师A.特比杨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博士

学位。

在镭研究所的 4年中, 施士元在居里夫人的指

导下, 出色地完成了锕系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他

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实验的人。他还与居里夫

人一起发现了 �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  射

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是早期核物理研究中的重大

发现,是后来许多原子能实验的先驱。在此期间, 他

撰写的关于钍 B的�射线磁谱和锕系元素的四篇学

术论文曾先后刊登在法国国家级∀科学院院报#和

∀物理年鉴#上。
1993年回国后, 年仅 25 岁的施士元来到中央

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

的教授。虽然教学和行政工作十分繁忙, 但他仍十

分重视科研,而且建树卓著。他的科研兴趣和成就

是多方面的, 先后从事核谱学的  能谱, 确定核能

级; X光实验; 分析液态金属的结晶状态和弯曲晶体

的聚焦作用;原子与分子光谱分析;含金的有序- 无

序相变以及成核成长过程; 从核爆炸直至反应堆物

理研究,包括同位素分离技术; 质谱议的设计和应

用、质谱学; 核理论, 包括再动量理论,核反应理论,

用共振群方法计算中心对轻核的反应截面, 特别是

( n, 2n)反应截面和少体理论; 对超子的质量计算,

夸克二体问题计算等等科学研究, 都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

这些年来,施士元先后出版了专著、译著 12本,

发表 50余篇有影响的论文。他 50年代主编的∀物

理学名词#及∀续篇#至今仍是全国这方面的权威版

本。近几年,因腿疾行动不便的施士元仍笔耕不懈,

今年将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本由他主编的 90

万字的∀汉英环境科学词汇#工具书。1992年,施士

元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施士元还是一位热心科普宣传教育的学者。

1945年 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震

惊了世界。原子弹是何物? 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

国内众说纷纭。施士元作了一系列的科普报告。几

十年来,施士元一方面著书立说, 宣传科学知识, 先

后撰写了∀谈谈原子能和核爆炸#、∀光是什么#等多

篇科普读物,其中∀核科学技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一书获全国科普创作一等奖。另一方面, 他又多次

向各界人士作科普宣传报告,听众达数万人次, 深受

政府和社会的称赞。1956 年和 1984 年, 施士元被

评为江苏省科普活动积极分子; 1979 年, 他作为全

国科普积极分子在北京受到中央表彰。1980年他

被选为江省科普创作协会首届理事长。

(原载∀科学大众#1998年第 6期)

科苑快讯
氧库

氧同位素异常现象广泛发

现于行星、小行星和彗星, 它们

的成因是宇宙化学中的突出问题。早期太阳系中同

位素截然不同的两个星云库(一个富含16O, 另一个

富含17O、18O)一直在不断混合,然而测量次生矿物

中的原始比例却非常困难,因为水相环境使水和岩

石间不断交流同位素。

Sakamoto Naoya等人在富含17O和18O(相对于

地球而言)的古老碳质球粒陨石( Acfer 094)矿物中

发现了一种特殊物质,它是铁- 镍金属和硫化物被

原行星盘中的水氧化而形成。这块陨星中的
16
O已

被极度消耗,但它并非前太阳系微粒,它可能来自早

期太阳系中17O、18O含量丰富的氧库。

(高凌云译自 2007年 7月 13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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