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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乐育英才、风范永存的吴大猷教授#

沈 克 琦
（北京大学物理系 北京 !""#$!）

摘 要 文章叙述了杰出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吴大猷教授的生平事迹，包括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和在发展中国教

育、科学事业上的贡献及他堪为师表的道德风范 %
关键词 吴大猷，物理学家，中国教育、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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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 %他
在长达 MM 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对国内外教育、科

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大猷先生的

逝世，国内外物理学界均深感痛惜 %他是一位可敬可

亲的师长和前辈 %他全心全意追求真理、诲人不倦的

精神和他热爱祖国、胸怀坦荡、敢于直言、正直无私

的道德风范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大猷先生曾多次著

文回顾他的一生，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可以获得不少

教益 %我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时，大猷先生曾教过

我们班的电学（二年级）和近代物理（四年级），还指

导过我的毕业论文“行星大气的光谱”%亲聆教诲，受

益匪浅 %谨在此对大猷先生的一生作一个介绍，以寄

托我们后辈的哀思 %

! 生性聪颖，学业超群

吴大猷先生原籍广东肇庆，!L"$ 年 L 月 JL 日出

生于广东番禺县（即广州）%吴先生祖父为 !##L 年进

士，!L"! 年任翰林院编修，父亲为 !L"! 年举人 % 他

!L!N 年入番禺县立两等小学（当时学制为初小四

年，高小三年，二者均有则称两等小学）% !LJ" 年高

小毕业，入广府中学，第一学期末列班中第二，学年

考试后即跃升第一 %课余绘水彩画、刻石章、临柳公

权玄秘塔 % !LJ! 年随母迁津，入南开中学，!LJO 年升

入高中 % !LJN 年读完高二后自修大学普通化学，越

级考入南开大学矿科（由实业家李祖绅捐资兴办），

曾获南开科际网球双打亚军 % !LJM 年矿科因捐资者

经营困难停办，转入理科物理系二年级 %因在矿科为

成绩最高分，得到免学宿费的奖励（L" 元）% 吴先生

利用暑期在南开中学暑期学校授代数，并教家馆（英

文、数学），两者合计每周 O" 小时，为时 M 周，共获

!#" 元，足供一年之需 % 之后继续勤工俭学，或在暑

期学校授课，或任预科实验助教（每月 !N 元，每月饭

厅伙食费仅 N 元）%
在南开大学物理系三年期间，选习的课程有国

文、高等微积分、初等力学、电磁学、电磁度量、近代

物理、气象学、定量化学分析、高等解析几何、复变函

数、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物理化学、直流交

流电机、无线电、近世代数、高等电磁学、微分方程、

德文等 %当时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仅饶毓泰、陈礼二

位，主要理论课程均由饶先生讲授，吴先生自称在南

开大学开了对物理的窍和兴趣，同时他深得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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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爱和欣赏，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师生情谊 !
吴先生学习生动活泼，充分表现其才能 !他在课外读

索末菲名著《原子结构和线光谱》的德文原本及英译

本，借此习德文；又曾边读边英译普朗克著《热辐射》

德文本半本，边读边中译洛奇著英文《原子》一书；与

四年级同学组织读书报告会，为此读相对论及与相

对论有关的 "#$%$&%’() 著德文《微分几何》! 这些学

习使吴先生打下巩固、深入的物理基础和外文基础 !
*+,+ 年毕业时饶先生去德研究，吴先生接手讲授近

代物理及高等力学，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古典力学

和量子力学等的理解 ! *+-. 年还在南开中学兼教高

三物理，真可谓能者多劳 ! *+-* 年经饶毓泰、叶企孙

二先生的推举，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乙种奖

助金去美国留学深造 !

, 在美留学，初露锋芒

*+-* 年 + 月，吴大猷先生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

究院 !当时原子及分子结构问题是物理研究的主流，

密歇根大学在光谱学理论及实验方面有多位著名教

授，是红外分子光谱研究鼻祖 ! 系主任 /’01’22 和他

的学生于 *+*+ 年首次将分子的振动光谱分析出来，

345167#8 和 9)2$0%$(: 于 *+,; 年发表电子自旋理论

文章后即被请到密歇根大学任教 !吴先生在密歇根

大学学习红外光谱实验技术时对光谱仪进行了一次

改进 !原来溴化钾棱镜分光仪上的狭缝像是弯的（呈

半月形），分光仪的分辨本领因此有所降低 !吴先生

设计出一套弯形的狭缝，这样形成的谱线就是直的

了，分辨本领因此有所提高 !由于狭缝弯度须随波长

而变，所以要有一套不同弯度的狭缝 ! 后来著名的

<$&:#0 =27$& 公司制造自动记录红外光谱仪时就采

用弯形狭缝代替直形狭缝 !吴先生还参与二氧化碳、

氧化氮的红外光谱研究 !第一学期选习 >’?4&8$ 教授

所授的《原子光谱》，系主任也来听讲 !吴先生对该课

很下功夫，理解很深，为后来从事光谱学研究打下扎

实的基础 ! >’?4&8$ 在期末成绩单上吴先生的名字后

加上“@0 $A($22$08 B450C 7’0”的批注 !这是第二学期

吴先生修习 345167#8 所授《量子力学》时即获准开始

随 345167#8 做研究工作的原因 !吴先生于 *+-, 年 D
月获硕士学位 !暑假时读热力学、分子光谱，听海森

伯的量子力学和 "&$#8 的量子散射论 !第二学年读统

计力学课，参加碰撞理论讨论班，同时进行论文中的

计算，每周还做两小时的助教 !另外协助 "’&:$& 教授

研究 *.7 长 EF, 管红外吸收光谱，与金星等的光谱

作比较，从而了解到金星大气中含有大量 EF, ! *+--
年春，完成有关最重元素原子能级的博士论文，先后

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两篇 !这是关于铀原子的

;G 电子能态及铀原子可能为一串 *H 个元素（当时尚

未发现）的开始的问题 !这项工作为大战后超铀元素

的发现和 I’&#’ J 34$??$&8 J I’B$& 的计算开了先河，

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工作 ! *+-- 年 D 月获博士学

位，同时被选为!"K 会员，为全校研究生中四名被

选者之一 !留美不足两年即连得硕士、博士学位，这

是少有的 !在 *+-- 年暑期研讨会上，费米讲核子物

理，L’0 "2$(: 讲原子电性及磁性，M!玻尔讲量子力

学的物理及哲学问题，而 "&$#8 的演讲内容则为以最

少量的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要点 !吴先生对于在两

年中能听到那么多大物理学家的演讲深感幸运 !
*+--—*+-H 学年中又获中基会乙种奖助金，吴

先生将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其中包括：

（*）含碳双键分子的不相等最低势能和扭振动

问题；

（,）氯乙烯同分异构体的红外光谱及分子对称

问题；

（-）氦原子的双激发态；

（H）日冕光谱的来源；

（;）核反应实验的解释 !
在 *+--，*+-H 两年中共发表论文 N 篇 !

- 学成归国，建设北大

*+-H 年秋，应恩师饶毓泰之邀，到北京大学（简

称北大，下同）任教授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电邀

吴先生去中央大学任教，并派丁绪宝去上海迎接，因

已应聘北大而辞谢 !北大物理系自 *+*- 年起招收本

科生，何育杰、张大椿、颜任光、丁西林、李书华、夏元

、王守竞先后任系主任，饶毓泰先生于 *+-- 年到

北大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 !他延聘良师，建设研究实

验室，使北大物理系教学科研得以加速发展 !吴先生

到校后除开设本科课程外，还开设一系列研究生课

程，使北大物理系课程达到新的高度 !马仕俊、郭永

怀、马大猷、虞福春等知名学者都是当时吴先生的学

生 !北大当时是我国进行光谱学研究的重要基地，饶

毓泰研究气体导电和多原子分子的斯塔克效应，周

同庆研究分子光谱，吴大猷从事多原子分子光谱、拉

曼光谱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以及氦原子双激发态、自

电离、原子的亲和性等理论研究，提出原子激发态的

电子亲和性的概念 ! *+-D 年到校的郑华炽研究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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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 !一批助教、研究生赵广增、沈寿春、江安才、马

仕俊、薛琴访等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 ! 实验室中有

"#$%&’$%( 大型摄谱仪（玻璃、石英两套光学元件）、吴

先生从 )!*! *++, 教授处洽购来的高分辨率凹面

大光栅（刻线部分宽 - 英寸，每英寸刻线 . 万条）和

石英水银灯、氦辐射灯、直流电机、真空系统、-///01
的磁体等配套设备 ! 在 23.4—23.5 年间，吴大猷与

其合作者共发表论文 2. 篇，另有两篇在此期间完

成，23.6 年发表 ! 这确实充分显示出他的才能和勤

奋 !

4 联大八年，教研不止

在 23.5—234- 年的九年中，除第一年去成都四

川大学任中英庚款董事会为支援边疆设立的讲座教

授外，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教授的课程有本科

电磁学、近代物理和研究生课程高等力学、量子力

学、物理学基础、量子化学等 ! 吴先生在《回忆》一书

中说：“抗战的一段时期，应是我的研究工作有所成

长的阶段，但这段可贵的光阴，很快地一晃而过，个

人成就寥寥，限于能力，更限于环境 ! 这些对于我都

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幸运的是适逢遇上了一批卓

越的学生，系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再加

发现了李政道的奇才 !”吴先生在“抗战中的西南联

大物理系”（见《八十述怀》第 -4—-5 页）一文中写

到：“23.6 年讲量子力学，旁听的有时已毕业的林家

翘、胡宁等后来成大名的物理学者 ! 在 2342 年的古

典力学、量子力学班中，有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黄

授书、李荫远和其他十余人，遇见了这样的‘群英

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但教这样的一班人，是很

不容易的事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高兴心情跃然纸

上 !杨振宁是 2347 年毕业生，他的毕业论文是吴先

生指导的，吴先生让他研究《现代物理评论》上一篇

讨论群论和分子光谱关系的评论性论文，看看有什

么心得 !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写道：“我学

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的深入，对

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 这个领域叫做对称

原理 !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源于那年吴先生的

引导⋯，以后 4/ 年间吴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引导我走

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

的主要研究方向 !”黄昆 2342 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即

到西南联大做助教，2347 年考上吴大猷先生的研究

生，2344 年得到硕士学位，并考取中英庚款学名额，

2348 年留英 ! 黄昆是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我国

半导体物理学科奠基人之一 !黄授书、张守廉都是周

培源先生的研究生，后留美，分别成为国际知名的天

体物理学家和电机工程学家 !李荫远系 234. 年毕业

生，固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于 2348
年春持梁大鹏介绍信找吴先生，梁是 23.2 年在密歇

根大学与吴相识的朋友 ! 李政道系浙江大学物理系

读完一年级的学生，因日军侵桂直抵贵州独山而离

开浙江大学去四川，其姑认识梁，因而梁介绍李给吴

先生，时值学年中间，不能转学 !吴即与教二年级数、

理课的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课 ! 如果及格，暑假通

过转学考试正式转入时即可免修这些课程 ! 李应付

课程绰绰有余，并于课后请吴先生指定更多的读物

和习题 !李每次均能很快读完做完，再要新的 ! 吴先

生从他作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想敏捷的

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 李政道进入二年级后一部分二

级课程经直接参加考试获得学分，从而选修三、四年

级课程，用一年时间已基本学完数理方面的必修课

程 ! 2348 年冬，曾昭抡教授找吴先生，说军政部长陈

诚和次长俞大维约吴先生和华罗庚先生谈有关国防

科研之事，二人遂去渝 !陈诚亲到海陆空军招待所拜

访，卫士大为奇怪，询问：“教授是什么大官，要部长

亲自来见？”陈、俞二人希望提出有助于国防科研工

作的意见 !吴先生在《回忆》中说，他的建议大致是：

“（一）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的人才 !
（二）初步可行的是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研

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的情形，然后拟一个

具体建议 !总之要筹建一个研究机构，并且立即选送

各部门优秀青年数人出国，学习上述各科基本科

学 !”陈、俞认为可行，即嘱华、吴负责数学、物理二

门 !吴、华建议化学部门请曾昭抡先生负责，遂有

234- 年三教授携青年教师出国之事 !吴先生首先毫

不犹豫地选定天赋极高且极为勤奋的李政道为候选

人，另一人则为 2348 年毕业时任助教的朱光亚 ! 华

先生决定选孙本旺，曾先生决定选王瑞 和唐敖庆 !
234- 年秋，吴先生代表中央研究院与代表教育部的

周培源、赵元任两先生一起去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学

会补办的庆祝牛顿诞辰 .// 周年纪念大会（牛顿生

于公历 2-4. 年 2 月 4 日）! 会后转去美国任密歇根

大学客座教授，李政道被破格录取入芝加哥大学研

究生院，朱光亚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 !杨振宁和李

政道于 2385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均致函吴先生

感谢教诲之恩 !
吴先生在教学中的敬业精神使我们这批学生深

为感动 ! 234/ 年因日机轰炸，吴先生由城内迁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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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约十里的岗头村，住在泥墙泥地的房屋中，生活十

分困难 !吴先生每周授电学课三次，从未迟到和缺

课 !当时，因避空袭，每天上午 " # $$ 开始上课，每节

课的课时改为 %$ 分钟，上午十点多四节课就告结

束 !所以吴先生必须很早就从岗头村动身步行或坐

马拉板车进城 !吴先生备课极为认真，静电部分采用

&’()* 名著《电磁的数学理论》为教材，还根据教学需

要加授一段特殊函数，电流及电磁部分则用 +(,’ 和

-.(/* 的书为教材 ! 01%2—01%3 学年，教我们班的近

代物理课时指定的参考书很广泛，包括 45678/9’:，
;:<=87’:，密立根（>5??5@()），索末菲（A<//’:B’?.），赫

茨伯格（C’:DE’:,），爱因斯坦（F5)*8’5)）等人的著作，

使我们大开眼界，且学会任意翻阅参考书 !吴先生不

仅坚持教学，还坚持科研不辍 !抗战初期，吴先生认

为，为了全面抗战，节约开支，研究工作可以暂停 !但
后来看到抗战转入持久战，他认为为了鼓励研究人

员的精神，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研究工作所需的人

才，应尽可能开展科研 !他不仅自己进行科研，还带

领青年师生开展科研，不仅开展理论研究，还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实验研究 !他和助教一起在岗头

村泥墙泥地的房子里利用从北平运出的三棱镜等光

学元件在砖墩木架上制成一个大型摄谱仪，进行

G5（GH3）2·IC2H晶体的拉曼效应实验研究，并得出一

些结果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 !为了实现这个目

的，他动了不少脑筋，克服了不少困难 !特别值得提

出的是吴师母阮冠世女士身患严重肺病，就住在这

个简陋的实验室旁边 !吴先生一面教学科研，一面还

要照顾病人 !当时吴先生经济十分困难，经常变卖衣

服度日，四年级时我和几位同学去岗头村探望老师，

见此情景深受感动 !在西南联大期间吴大猷先生完

成了一本专著，单独发表论文 J 篇，与他人合作发表

论文 I 篇 !研究工作约可归纳为以下 " 个方面：

（0）分子之振动与转动之交互作用及分子简正

振动等问题；

（2）大气物理过程（夜天空光谱及北极光的激

发，高空氮原子的存在，电离 F 层等问题）；

（3）原子的双激发能态及自动电离几率；

（%）电子激发分子振动问题；

（K）锂原子能态的 C9??’:((* 函数变分计算；

（I）钠的负离子吸收光谱；

（"）日冕光谱线的激发 !
其中（K），（I），（"）三项是黄昆在吴先生指导下所写

的论文 !
吴先生所写专著是《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

动光谱》（英文）!为了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 周年吴

先生从 013J 年起写此书，0131 年完成，由饶毓泰先

生携去上海付印，01%$ 年出版 ! 此书写后即获中央

研究院丁文江奖金（3$$$ 元），聊纾经济拮据之困 !
该书印出后曾寄给国外同行，受到各方称誉 !光谱学

家 F!L! ;<).<) 来信说，想不到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

的条件下还能写出这样的书，并决定将此书列入

+:’)856’ M C(??书局由他主编的丛书中 ! 01%3 年该书

还获教育部科学研究著作一等奖 ! 书售完后又由

F.=(:.* 公司一再翻版 ! 01%I 年出第二版，吴先生为

再版书增一补编 !该书当时为该领域唯一专著，在国

际上影响较大 ! 01I" 年，美国约翰逊总统科学顾问

C<:)5, 博士见到吴先生时说，他是吴先生的学生，吴

听后大为惊讶，原来在二次大战中他在哈佛曾读过

这本书 ! 01"% 年，吴先生在土耳其参加国际科学联

合会理事会第 0" 届大会时，前任会长、国际纯粹及

应用化学联合会会长、牛津大学教授 N7</O*<) 爵士

见到吴先生就问：“你是吴大猷吗？”并说，你的书很

好，现仍在使用，你们开了路，我们后来便容易了 !国
际科联教育委员会主席、印度物理学家 P7(,(Q()8R/
博士也说：“你就是吴大猷？我还有你的书 !”由此可

见，该书颇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

K 博大精深的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

自 01%I 年至 01"J 年吴大猷先生一直在国外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当初吴先生和曾、华二先生赴美

的任务是考察在国内建立研究机构事，北大胡适校

长与饶毓泰教授还计划在北大建立核物理研究实验

设备，从中基会借得 0$ 万美元，委托吴大猷、吴健雄

二位先生在美操办此事 !不久因时局剧变，这两项任

务即告中止 !
吴先生于 01%I 年到母校密歇根大学任客座教

授 !鉴于核物理的兴起和出国时肩负的任务，吴先生

毅然将研究方向改为高能质子、中子的散射 !吴先生

为能进行实验性研究，01%" 年改任哥伦比亚大学客

座教授，一面讲授研究生课程“原子物理及理论物

理”，一面从事核子力的介子理论研究，指导一研究

生作关于高层大气中氧分子离解问题的研究，还曾

花相当多时间装置原子射线束实验设备，后因感到

这是一般年轻人能做的事，遂集中力量于理论研究 !
01%J 年还去纽约大学兼课，授量子力学 !

01%1 年秋，吴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日本物

理学家汤川秀树，曾率直地告诉汤川，其同事荒木有

·332·3$ 卷（2$$0 年）% 期



关原子问题的几篇文章中，数学部分是对的，但物理

方面有错 !汤川认为这很重要，需转告荒木 !荒木当

时并不同意，后经吴先生与荒木几次函件往返，荒木

确认有错，即予更正 !从此吴先生和荒木成了好友，

吴先生 "#$% 年去京都时荒木任导游，"#%& 年在日

本，荒木又来访 !从这事可见吴先生的严谨治学、真

诚坦率和荒木尊重科学欢迎批评的气量 !
"#’# 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改变政策，增强基

础科学部门，设 &(( 多个博士后职位，广揽各国研究

人员，聘 )!*+,-.+,/ 为纯粹物理所所长 !赫氏意欲觅

一广博理论物理学者为理论物理组主任，向吴先生

发出邀请，吴先生允之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为加政府

最高科研及行政机构，直接对国会负责，享有高于一

般公务机构的地位，如吴先生应聘后，即获永久居留

权且享入境免检待遇 !吴先生主持理论物理组时学

术活动十分活跃，每周有一次讨论会，还组织一些大

型研讨会，邀请国际一流学者来作讲演，吴先生亲自

就一些新理论作解释性和系统性的讲演 !这些为发

展加拿大物理学作出了贡献 ! "#$0 年被选为加拿大

皇家学会会员（院士）!
吴先生在加拿大的 "’ 年中，除继续进行原子物

理、分子物理、大气物理和核子物理方面的研究外，

还进行量子散射理论研究，"#$0 年夏，在加拿大一

物理研讨会上讲量子散射论 & 周 ! "#$#—"#%( 年与

大村充合作写出专著《量子散射论》（英文），该书于

"#%1 年出版，吴先生将该书献给他的两位尊敬的老

师———饶毓泰教授和 2345366 教授 !该书出版后颇得

好评，"#%7 年前苏联科学书局将此书译成俄文出

版 !"#0% 年吴先生参加洛克菲勒大学为 )895:;<= 和

>?6+4.+@A 电子自旋理论 $( 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见

到一些人，他们都是由于此书而知道吴先生的 ! "#$7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与

狄拉克（B<,3@）相处 & 个多月，吴先生感到受益匪浅 !
吴先生见到 >?6+4.+@A 一年前的两篇讲稿，引起了他

对气体及等离子体动力论的兴趣，在 "#$# 至 "#%$
年期间这又成为吴先生的一个研究方向 ! "#%" 年 ""
月至翌年 1 月，应瑞士洛桑大学之邀讲授《气体运动

方程的新发展》!在此期间，他跟 C=9+@A+6.+,/ 和 2<D<E
+, 研讨时，吴先生提出用跃迁几率观念和不可逆过

程的密切关系解决了困扰 C=9@A+6.+,/ 教授的一个问

题 !随即与 2<D<+, 合写“时间的箭向与不可逆过程理

论”一文，发表于 "#%" 年的《瑞士物理学报》上 !吴先

生认为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项工作 ! "#%& 年由加拿

大转赴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时再次讲授《气

体及等离子体运动方程论》，"#%’ 年夏在台湾大学

与新竹清华合办之暑期研讨会上又讲此题 !讲稿修

改成书稿，由 F55<:84 G H+:6+I 书局出版（"#%% 年）!
在这 "’ 年中，吴先生发表论文 $( 余篇 !

"#%& 年，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 F! J+,,< 为扩展

航空动力研究，亟需觅一对基础物理有广泛经验者，

邀请吴先生前往工作 !吴先生感到，虽然在加拿大工

作自由，精神、生活皆舒适，但嫌略为松弛，想在垂老

前仍能做些积极的研究工作，遂决定去纽约任教并

继续进行等离子体理论研究 !
"#%$ 年，吴先生因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人事问题

复杂而辞职，应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之聘，"#%%
年任物理系主任 ! 该校原系私立大学，研究设备薄

弱，原系主任忌才，引致同仁不满 !吴先生到校后即

着手增强教师阵容，先开展理论研究，改进课程，颇

见成效 !该系研究生课程及研究工作原都“不入流”，

"#%7 年经过评鉴，该系已升至乙等 ! 吴先生凡事出

于公心，一切措施公开透明，尊重他人意见，故而得

见成效 !后因在台湾的任务日重，遂于 "#%# 年辞系

主任职，美国台湾两地兼顾，"#0% 年在美国退休，全

部时间在台湾工作 ! 自 "#%& 年至 "#07 年吴先生主

要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统计物理、天体物理和相对论

研究，发表论文 1( 余篇 !回台后他继续授课，直至重

病前，仍每周上一次大课，这种关心后辈、诲人不倦

的精神令人感动 !
吴大猷先生知识渊博，讲授课程涵盖基础物理

学各个方面 ! 自 "#0$ 年起，他将过去讲稿整理扩充

成书稿，写成《理论物理》丛书共 0 册、字数达 "$( 多

万的巨著 ! "#00 年开始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陆

续出版，至 "#7( 年出齐 !科学出版社于 "#7& 年、"#7’
年在北京翻印出版，李政道先生为大陆版作序 ! 此

前，联经出版公司还出版了吴先生所著《近代物理学

基础的物理及哲学本质》（英文，"#0’ 年）! "#7% 年，

新加坡世界出版社出版吴先生所著《量子力学》（英

文），杨振宁和李政道均为该书作序 ! "##" 年与黄伟

彦合著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英文）也由

世界出版社出版 !这些著作，加上前已提及的《多原

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量子散射论》、《气体及等

离子体动力学方程》等专著，反映了吴先生深厚的学

术造诣和诲人不倦的一生 !

% 为台湾地区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吴大猷先生前后在国外 &$ 年，始终关心祖国教

·’&1· 物理



育、科研事业的发展 ! "#$% 年学成即归国服务 ! "#%&
年奉派赴美考察建立科研机构，直到 "#%’ 年他仍列

在北大教职员名录中 !在加拿大时，曾接待中国物理

学家马仕俊、胡宁去国家研究院从事研究 ! "#(& 年，

到台湾任“中基会”讲座教授，为台湾大学生和新竹

清华原子所研究生授古典力学及量子力学 !他曾向

当局建议，“无论财政如何困难，都应做一长期发展，

尤其是科学的规划 !因为科技是工业之母，在国际间

强烈竞争之下，没有高度科技为基础的工业，是难以

生存的 !”两年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将此计

划修订成一具体方案，得到梅贻琦和陈诚的支持，成

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胡适任主任委员，梅

贻琦任副主任委员 !经费由公营事业盈利拨若干百

分点解决 ! 此举对台湾地区科技发展有很大影响 !
"#&) 年胡适在主持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
台湾当局有让吴先生继任之意，吴先生发电婉谢 !
"#&$ 年协助王世杰院长筹划恢复物理研究所事 !
"#&* 年春起，任台湾“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直到 "##" 年该会撤消 ! ( 月，吴先生建议将“国

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国家科学委员

会”，公营事业以营业总额的 "—)+为“研究发展”

经费 !此建议基本上为当局接受，吴先生兼任“国家

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局核定科学发展基金，除

用于发展原子能外，为每年 & 亿元，后实拨数为 % 亿

元,年，由“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拟定分配 ! "#&’ 拟

订了台湾地区“科学发展 ") 年计划”，规定学府的基

础科学及应用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由“国家

科学委员会”负责 !计划中包括人才培育、出国进修、

研究补助、延聘国外学人返国等 ! "#*$ 年，吴先生辞

去“国家科学委员会”兼职 ! "#*% 年，“科学发展指导

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台湾工业研究发展计划 ! 自

"#&* 年开始，吴先生每年均乘美国大学放假之际，

于 ( 月初至 # 月初，") 月中至 " 月中回台湾工作 !当
时吴先生已年逾花甲，两地奔波，鞠躬尽瘁的精神实

堪钦佩 ! "#*# 年，台湾成立“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

吴先生又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他订出全面改编自然

科学课程的 "- 年计划，主持编写了国民中学（初

中）、高级中学各学科、各年级的教科书和教学指导

书 !吴先生一贯关心教育，此前已就大学、中小学教

育问题多次发表文章或讲话，进行系统的分析、批

评，并提出积极建议 !至此他的主张才有所实现，但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确非易事 !
"#’$ 年 ") 月，吴先生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

长 !此后吴先生即大力推动“中央研究院”的改革和

发展，修改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修改“中央研究院”

组织法，修订评议会、院士会议和研究所的组织规

程，制定研究人员续聘及升等的评审制度 ! 他强调

“中央研究院”不应专门从事实用性技术研究，不应

与大学隔绝，而应合作研究，接受大学研究生到“中

央研究院”写论文和互相交换研究人员和设备互用；

不应单纯由长任期的固定人员组成，要建立公平公

开的人事制度，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大师级学

者交流讲学 ! "#’% 年 ’ 月，菲律宾麦格赛赛（./012
3/45/65/6，曾任菲总统）奖基金会为吴先生在策划科

学发展及增进科学教育有特殊贡献而授予政府服务

奖，奖金 ) 万美元 !吴先生说：“为自己国家尽心尽力

而获他国颁奖，心里总觉不自然 !”自 "#*’ 年回台湾

开始，年逾古稀的吴先生竭尽心力为推动台湾的教

育和科学发展而工作，从事研究的时间少了，但教学

不辍 ! "#’( 年三度发高烧，"#’’ 年突发心肌梗塞，每

次病愈后均照常工作 !他认为在台湾所奉献的工作

“可以大言不惭地对得起这一代的台湾学子，它比我

自己多做一些研究有意义多了 !所以虽在物理上落

伍了，也不后悔 !”
吴先生的活动不仅不限于物理学，也不限于教

学科研，他关心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经常以一片真诚

的赤子之心，针砭时弊，直言无忌，积极建言，语重心

长，在社会上赢得崇高的威望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自

"#’& 年至 "##) 年出版的《吴大猷文选》七册，收集了

吴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杂文和记者访问实录 $’- 余

篇，其内容洋洋大观，读之深受教益，并益增对大猷

先生崇敬之情 !七分册的书名分别为：（"）博士方块；

（)）人文·社会·科技；（$）教育问题；（%）科学与科学

发展；（(）八十述怀；（&）在台工作回忆；（*）我的一

生：学·研·教·建言 !书中还刊有“吴大猷八十自订年

表”和“吴大猷八十五自订年表”!

* 促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为物理学界广泛推崇

吴先生晚年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 ! "#’)
年经周培源先生和吴先生的共同努力，解决了国际

科学联合会中我国会籍问题，大陆的学会作为全国

性组织参加，台湾则以地区组织名义保留会籍 ! "#’’
年 # 月，经吴先生向台湾当局力争，“中央研究院”代

表 $ 人得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科联理事会第

)) 届全体大会 ! "#’$ 年，吴先生支持杨振宁等推动

组织“亚洲太平洋物理研讨会”，该会第一届会议在

新加坡召开，两岸许多物理学家和其他国家及地区

·($)·$- 卷（)--" 年）% 期



的华裔物理学家参加 !以后又连续召开过几次会议，

成为定期相互交流的渠道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吴先生应邀访问大陆，回到阔别 (’ 年的北

京、天津 !北京大学授予吴先生名誉教授称号，南开

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授予仪式上，两校均盛

赞吴先生的成就及贡献 !他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李

政道教授组织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

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还参加为周培源教授

#) 大寿举行的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科学讨论

会，以及有海内外 *)) 多位物理学家与会的中国当

代物理学家联谊大会 !他参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实验室 !在北京大学，他见到当年亲自从美国购回的

大型凹面光栅特别高兴 !在南开大学，师生代表赠给

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成绩册，也勾起了他美好的

回忆 !他对两校及中国科学的发展及成就由衷地赞

赏 !在京津探亲访友，见到久违的老朋友周培源、赵

忠尧、汤佩松、黄昆、胡宁、朱光亚等和大批亲人，共

叙友情、亲情，心情至为愉快 !吴先生回台湾后又推

动并实现了首批大陆科学家访问台湾，打破了封锁

的坚冰 !
吴大猷先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尊敬与

爱戴，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望 !加拿大皇家学会选

他为会员，密歇根大学于 "##" 年 % 月授予吴先生荣

誉科学博士学位，并为此举行“吴大猷研讨会”!在会

上，杨振宁介绍吴先生一生，黄昆、朱经武、李政道作

学术讲演，吴先生讲在密歇根大学的回忆 ! *%) 人的

讲堂坐满，且站立者颇多 !密歇根大学在授予他学位

时介绍说，“吴博士个人的有意义的研究，涵盖一不

寻常的领域范围———由原子物理至天文物理 ! 他早

年对重原子的研究，指出‘超铀元素’的可能性，为此

重要领域奠基 !他的专著《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

结构》虽出版于 (% 年前，目前仍为一手册 !但吴博士

的知名世界，主要是他为人师表，为科学政治家 !他
在中国大陆、美国、欧洲、中国台湾为教师 !都显示出

培育人才的本能；他影响许多著名的物理学者，包括

两名诺贝尔奖得主 !”
吴大猷先生之所以为人们所敬重，不仅在于他

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还在于他

品德高尚，胸怀坦白，敢于直言，一心为公，淡泊名

利，从不居功，积极进取，从不畏难，秉性忠厚，平易

近人，学术民主，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等优良品

德 !吴先生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教育、科技事业呕心沥

血，贡献一生，体现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道德风

范 ! $))) 年 * 月 ( 日吴大猷先生因病在台北逝世，享

年 #* 岁 !海内外科学界、教育界都为这位德高望重

的大师的逝世深感痛惜，同时深信吴先生的一生所

体现出来的精神与道德风范将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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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 ）吴大猷 !理论物理学（第一册），古典力学 !台湾：

联经出版公司，"#&&；北京：科学出版社，"#+*
（ ’ ）吴大猷 !理论物理学（第二册），量子理论与原子

结构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京：科学出

版社，"#+*
（ & ）吴大猷 !理论物理学（第三册），电磁学 !台湾：联

经出版公司，"#&&；北京：科学出版社，"#+*
（ + ）吴大猷 !理论物理学（第四册），相对论 !台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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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版公司，!"#$；北京：科学出版社，!"$%
（ " ）吴大猷 &理论物理学（第五册），热力学、气体运

动论及统计力学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

京：科学出版社，!"$%
（!’）吴大猷 & 理论物理学（第六册），量子力学（甲

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京：科学出版

社，!"$(
（!!）吴大猷 & 理论物理学（第七册），量子力学（乙

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京：科学出版

社，!"$%
（!)）*& +& ,-& .-/01-2 2345/0647 & 8609/:;<3：,;<=>

8463016?64 @-A& B;&，!"$(
（!%）*&+&,-，,&+&C-/09（黄伟彦）& D3=/16E67164 F-/0G

1-2 2345/0647 /0> F-/01-2 ?63=> 153;<H & 8609/:;<3：
,;<=> 8463016?64 @-A& B;&，!"")

（!(）科学研究论文 !%’ 余篇

（!I）吴大猷 &吴大猷文选（!博士方块；"人文·社会

·科技；#教育问题；$科学与科学发展；%八十

述怀；&在台工作回忆；’我的一生：学·研·教·

建言）&台湾：远流出版公司，!"$J—!"")
! 吴大猷教授的简历

原籍广东肇庆

!"’# 年 " 月 )" 日生于广东省番禺县（广州）

!"!I 年 入番禺县立两等小学

!")’ 年 高小毕业，入番禺广府中学

!")! 年 入天津南开中学

!")% 年 南开中学初中毕业，入高中

!")I 年 入南开大学矿科

!")J 年 转入物理系二年级

!")" 年 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

!"%! 年 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乙种研究

奖助金，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

!"%) 年 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

!"%% 年 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继续在密歇根

大学从事研究

!"%(—!"($ 年 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 年 任国立四川大学中英庚款董事会

讲座教授

!"%$—!"(J 年 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J—!"(# 年 任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客座教

授

!"(#—!"(" 年 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客座

教授，同时在纽约大学授课

!"($ 年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J% 年 任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部

主任

!"I# 年 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I$ &"—!"I" &I 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

研究

!"J’ &!!—!"J! &) 应瑞士洛桑大学之邀讲授“气体

运动方程之新发展”

!"J%—!"JI 年 任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物理系

教授

!"JI—!"#$ 年 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物理

与天文系教授，!"JJ—!"J" 年期

间兼任系主任 & !"#$ 年 I 月退休

!"J# 春—!""! &J 任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发展指导委

员会主任委员

!"J# &!)—!"#% 兼任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委员会

主任委员

!"J#—!"#$ 年 每年夏（I 月初旬至 " 月初旬）、

冬（!) 月中旬至 ! 月中旬）均回

台工作

!"#’ 年 I 月 吴夫人阮冠世获纽约州立大学生

物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

!"$’ &!) &) 阮冠世逝世，享年 #’ 岁

!"$% 年 !! 月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 年 I 月 密歇根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

学位

!"") &I &!#—J &!! 访问大陆，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

授称号，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 &% &( 因病在台北逝世，享年 "I 岁

·#%)·%’ 卷（)’’!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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