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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平凡物理老人的不平凡一生

（上）沈克琦教授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编者按- - 沈克琦教授是西南联大 ./ 届物理系毕业生，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 他长期

从事物理教学，为办好北京大学物理系，推进理科高等教育改革和中小学物理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曾参与创建和

发展了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和博士后制度，长期担任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创办并主

持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堪称新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见证人。 他亲历过抗战的洗礼，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考验，如今

已 01 岁高龄的他对中国的物理学的发展和教育依然十分关注，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本刊编辑有幸于 2334 年 5 月中

旬，在沈先生家中采访了他，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被这位平凡物理老人的不平凡的一生所深深感动。 现将采访内

容整理后分两期刊登，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一段历史，了解老一辈物理人。

与物理学结缘

6726 年 63 月 64 日，沈克琦诞生于江苏省常州

市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 沈克琦

自幼聪颖好学，67// 年考入江苏省名校———江苏省

立常州中学。 67/4 年 0 月 6/ 日淞沪战起，66 月日

寇进逼苏州，省常中不得不停办。 时为高二学生的

沈克琦跟随家人辗转流亡到婺源县暂时安身，曾在

51 兵站医院任司药兵。 少年壮志的他不甘心就此失

学，于 67/0 年 1 月由婺源继续向西流亡，到达长沙。

适逢江苏省教育厅决定在湖南桃源开办一所省立中

学，收容江苏流亡师生，沈克琦遂考入该校高三。 意

想不到的是，在桃源报到时，学校已决定西迁湘西。

校名则由“ 临时中学”改为江苏省立湖南桃源中学

———一个教育史上罕见的校名。 该校没有在桃源上

过一天课，完全名不符实。 为了心中不灭的求学梦，

第一次离家且年仅 64 岁的沈克琦随学校先乘大船

到沅陵，再换小船到泸溪，上岸后又步行 623 多里路

到达乾城县所里镇。 湘西多匪，当局派一班士兵护

送，这也是奇闻。 所里是湘西重镇，扼由湘入川要

道，现名吉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

经历颠沛流离，目睹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愈加

激发了沈克琦发奋图强读书的热情，次年 1 月毕业

后到贵阳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考。 为了切实地报效

祖国，当时他一心学工，报考的三个志愿是西南联大

航空系、中央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机械系，同时他

还报考了单独招生的兵工专门学校，后来他被西南

联大航空系及兵工专门学校录取。 在等待发榜时有

这样一个故事。 参与统招事务的贵阳医学院的一位

友人突告沈克琦，他因英文零分而落榜（ 当时规定，

有一门零分，即使总分超过录取线也不得录取），沈

听后惊骇莫名。 后赖这位友人从已送入防空洞的英

文白卷中发现 1 份非白卷（其中有沈的试卷），立即

补阅。 此时成绩表已送重庆，立即用电报补报。 这

样，沈克琦才得以圆了大学梦。 对于收卷人员的马

虎和查卷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沈克琦永远铭记。 后

来他在北大负责招生事务时就特别谨慎，常以此事

提醒有关人员。

俗话说好事多磨，沈克琦西南联大报到时又遇

一个晴天霹雳。 注册组告诉他，因为他同时考取了

兵工专门学校，按教育部、军政部通知被取消了统考

学籍，必须有兵专退学证明才能注册。 失望之极的

沈克琦不能住进联大宿舍，只好在昆明城内基督教

青年会学生寄宿舍暂且安身。 虽然被取消了学籍，

却没能阻挡住沈克琦对西南联大的向往，他每天早

早赶到城外的西南联大旁听相关课程。 尽管西南联

大考虑到战时交通不便，新生注册时间长达 6 个月，

但眼看着截止期越来越近，沈克琦是一点办法也没

有。

苍天不负有心人，幸运的沈克琦偶遇“ 各地来

昆学生就学指导处”主任、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

一贯爱护学生的查先生当即致信教务长说，沈克琦

的兵专退学证件尚未寄到，请准予先行注册，以后补

交。 沈克琦的统考成绩在航空系是名列前茅的。 最

终经教务长批准得以注册，从而进入了他梦寐以求

的高等学府。 然而，此时已开学近 6 个月，工学院学

生应选习的工程画、锻铸、制模等实践性课程已不能

再选，注册组建议沈克琦选物理系的课程。 进校后

靠着沦陷区学生救济金（每月 7 元），沈克琦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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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二年级新学期开始时，沈克琦又面临进入

哪个系的问题。 西南联大规定，进二年级要经系主

任审批，各系对入系学生与本系有关的主要课程

（如理工科的微积分、普通物理）的成绩不仅要求及

格，还要求达到 #4 分或 &% 分才能接收。 因此，开学

前各系都会公布入系学生名单。 沈克琦因注册时在

航空系，选课时在物理系，两系入系名单上都有他的

名字，沈克琦面临艰难的抉择。 最终，是家庭的经济

状况决定了他的前途。 上航空系必须自备计算尺和

绘图仪器，两者共需 "% 元。 对于家境窘迫的沈克琦

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沈克琦遂决定继续上物

理系。

就这样阴差阳错，沈先生误打误撞进了物理学

的大门，在这里他第一次领略到了物理的浩瀚和神

秘，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物理学科的浓厚兴趣，从此

缔结了一段近 &% 年难解难分的物理情缘。

名师的教诲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

联合组成。 三校原为华北名校，三校教授合在一起，

可谓大师云集，物理系尤为突出。 物理系教授中有：

二十年代欧美名校博士、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近代

物理学奠基人的饶毓泰（5’$$，普林斯顿大学）5）叶

企孙（5’$"，哈 佛 大 学）、吴 有 训（5’$#，芝 加 哥 大

学）、周培源（5’$6，加州理工学院）以及无线电工程

学元老朱物华（5’$#，哈佛大学）；抗战前几年内学

成归来的任之恭（5’"5，哈佛大学）、吴大猷（5’""，

密西根大学）、郑华炽（5’"7，奥地利格拉茨大学）、

霍秉权（5’"7，剑桥大学）、孟昭英（5’"#，加州理工

学院）；还有一批是抗战开始后不畏艰险回国服务

的范绪筠（5’"&，麻省理工学院）、余瑞璜（5’"6，曼

彻斯特大学）、张文裕（5’"6，剑 桥 大 学）、王 竹 溪

（5’"6，剑桥大学）和马仕俊（5’75，剑桥大学）。 这

些教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学风严谨、人品高尚、而

且非常敬业，这些和他们的拳拳赤子心、浓浓爱国情

都对沈克琦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5）! 括号内为获博士学位的年份及院校名称

! ! 沈克琦先生谈起自己当年的授业恩师，满含深

情。 由于日机轰炸，教授们都移居郊外。 周培源先

生从十几里路以外的西山骑马来上课，后因马料太

贵，改骑自行车，从未迟到。 吴大猷先生，则每天由

北郊岗头村步行或坐马拉带篷的板车进城上课，每

周三次，从未缺课。 吴先生备课极为认真，没有一本

固定的教材，不同部分参考不同的书，不少是名家所

西南联大校门

著，如静电部分用 8913: 的《电和磁的数学理论》，还

根据教学需要加授一段特殊函数。 直流和电磁部分

则用 ;1<9 和 =>1?: 所著《电磁学》。 5’7$ @ 5’7" 学

年，吴先生教沈克琦他们班的近代物理课时所用参

考书 更 为 广 泛，包 括 A02()?B9C，DCE,)(9C，密 立 根

（F0//0G13 ），索 末 菲（ HE??9CI9/> ），赫 茨 伯 格

（J9CKL9C<），爱因斯坦（M03:)903））等人的著作，沈克

琦他们大开眼界，且学会了任意翻阅参考书，而不是

每本书必须要从头看起。 王竹溪先生的热学课按他

自己的体系讲授，但为了学生阅读参考书的方便，他

在每节标题后注上有关参考书的页码，如 N4% 就指

N.<<93(90? 书的 4% 页，涉及的书有 AEL9C):、H1(1、

;/132G 等许多作者的书，这种认真的精神使学生由

衷钦佩！

周培源先生讲的力学课也非常精彩，言简意赅。

他自编讲义，还经常自刻蜡纸，上课时将油印讲义带

来发给学生。 北大校史馆存有两本当时的讲义，一

看字迹就知道是周老自己刻写的，这是 5’77 届校友

王式中精心保存 #% 多年后赠送给北大的，十分珍

贵！

沈克琦的毕业论文是由吴大猷教授指导完成

的，论文题目为“ 行星的大气及其光谱”（ 文献综述

类），吴先生给了沈克琦 # 篇参考文章。 沈克琦除认

真学习了吴先生给他的 # 篇文章外，还去天文研究

所查阅有关文献，写了一篇综合报告。 最后，吴先生

给了 ’4 分。 沈克琦说，论文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

他学会了如何查阅文献和对文献进行分析判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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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尚未解决。 这一点让他

终生受益。

./0/ 年西南联大恢复招收研究生，开设了研究

生课程。 由于讲课的教授从国外归来不久，课程内

容与国外名校相当，这些课程，对提高本科生水平和

培养青年教师大有裨益1）-。

沈克琦教授的毕业证书

特殊的课堂

沈克琦刚到昆明的头两年，即 ./0/—./2. 年，

日机频繁来袭，轰炸接连不断。 炸弹扔到校园内就

有两次，学校教室、办公室、宿舍被炸毁多间。“跑警

报”也成了沈克琦他们的家常便饭。 警报一响，大家

就得立刻收拾书包，往学校北面的荒地树林中跑。

当时，因避空袭，学校规定每天上午 3：44 开始上课，

每节课的课时改为 24 分钟，课间只有 5 分钟，上午

十点钟四节课就告结束！

西南联大的几位校领导，都深懂教育，深知培养

学生、培养人才需要什么。 ./03 年 / 月 .4 日教育部

正式下令建校，/ 月 .0 日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就决定

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由陈岱孙、冯友兰、饶毓泰等

/ 人组成，任务就是规划怎么能够购买图书，解决图

书问题。 又成立了一个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由杨

石先、吴有训、曾昭抡等 / 人组成，负责购置仪器设

备。 校方为此积极筹款，后由中英庚款董事会拨给

开办费补助款 15 万元。 因此，虽然图书、仪器存在

一定困难，但沈克琦认为“ 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及参

考书，图书馆基本都有，且每门课都有多种参考书，

基本上满足教学需要。”当时市场上也能买到一些影

印书（上海龙门书局出版），这些书通过同学间的互

相转让，解决了很大问题。 每年暑假，贴出小广告，

将已用过的书出售给低班同学，再用此款去购买高

班同学出售的教材。 上完四年，手中的教科书就剩

不了几本了。 沈克琦最后就只有 6789) 的“热力学”

和 :)+!"9;78 的“近代物理导论”两本影印书了。

1）-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老师，西南联大物理系比较有名。 不少学生

在进一步深造后表现突出，曾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过的本科生、研

究生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

两院院士 .3 人（钱伟长、黄昆、胡宁、郭永怀、李整武、李荫远、萧健、

戴传曾、徐叙瑢、邓稼先、黄祖洽、朱光亚、李德平、应崇福、陈芳允、张

恩虬、高鼎三）。

关于仪器设备，成立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后又

指定教授在赴昆途经广州、香港时购买仪器设备。

当时上海生产一般的实验仪器，沈克琦一年级的实

验是按照萨本栋著《普通物理实验》做的，用的就是

从上海买来的仪器。 清华大学有外汇可用来向国外

订货。 二年级时沈克琦作电学实验用的灵敏电流计

就是新买的美国 <77=> ? @A8"!8’# 厂的产品。 指导

教师虞福春先生专门告诫学生说，灵敏电流计每台

要 35 美元，备用悬丝只有两根，千万别用坏了，否则

后面的同学就无法做实验了。 为了避免轰炸破坏，

每次上完课后，老师就把灵敏电流计卸下来，与其他

贵重仪器一起放入半埋在地下的 54 加仑大汽油桶

内，再盖上桶盖。 当时炸弹是小炸弹，最多把房子炸

塌了，桶内仪器可不受影响。 沈克琦说，“ 我在物理

学系 2 年，一年级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二年级每

周一次电学实验，三年级每周一次光学实验，四年级

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还做了六个近代物理实验，这

在战时大学中实属难得。”

凡此种种，凝聚了老师们的一片心血，使沈克琦

深受教育，同时也受到艰苦创业良好的精神熏陶。

他还清清楚楚记得，吴大猷先生和助教如何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实验研究。 他们在岗头村泥墙泥

地的房子里利用从北平运出的三棱镜等光学元件在

砖墩、木架上装成一个大型摄谱仪，进行 @)（@B0 ）1

·C@D0 晶体的拉曼效应实验研究。 这台大型摄谱

仪原来有一个很重很大的铁质底盘和臂，因无法搬

运只能将光学元件携来昆明。 吴先生就用这台摄谱

仪，做了一项科研工作，写成文章发表。 在这个“ 实

验室”隔壁还躺着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吴夫人阮冠世

女士。 沈克琦等见此深为感动。 ./0/ 年，吴先生完

成了用英文撰写的《 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

谱》一书，并送上海出版。 该书得到国际同行的称

誉。 他在抗战时期独自或与学生、助教合作完成了

研究论文 .3 篇。 在极为艰苦环境中坚持治学的精

·!"#·

人物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神堪为学界楷模。

穷学生的快乐生活

艰难还不仅仅来自于敌机的轰炸。 随着战局愈

发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 沈克琦说，政府发放的

救济金或贷金可以支付每日两餐的伙食费，但要维

持生活还要在外兼职工作以补所需。 他本人曾在暑

假期间去云南省建设厅刻写过蜡纸，还曾到中日战

争史料编辑委员会剪贴过报纸。 这些经历也有助于

这一代学生的成长。

沈克琦说，西南联大对学生的教育不是“ 管”，

而是熏陶和引导。 训导处工作大纲就明确的写着，

要“注重自治的启发”，要“ 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

养互助为公的精神”。 当时学生们自办膳团，4 桌 #
个人，一个膳团 "% 桌或 5% 桌，轮流采买，4% 天一

期，一日供两餐。 当时伙食费主要用于买米，钱少只

能买糙米，奸商还往米中掺白色的小石子。 学生饭

量大，米吃得多，用于买菜的钱就少，菜量少质差，饭

就吃得更多，是恶性循环，最后常常不得不靠带少量

菜叶的盐水下饭。 菜虽然少，学生们都很守规矩，没

有抢菜的人。 后来，沈克琦加入了另外一个几十人

的小膳团，这个膳团由固定的学生管理，有肉吃，菜

好了，饭量也减少了，省下的米钱保证了菜钱，形成

了良性循环。

沈克琦说，当时学生们的生活条件都很苦，好在

昆明四季如春，只要有饭吃，穿着方面缝缝补补就能

对付 过 去。 沈 克 琦 就 只 有 一 件 毛 衣，没 有 棉 衣。

4’"# 年上高一的时候，做了一套呢制服，一直穿到

4’6" 年毕业。 冬天在窗棂上糊纸挡风，夏天最热时，

不用席子，晚上十一、二点就能入睡。 一间宿舍有十

个窗户，每个窗户下面放两张双层床，中间放一张很

窄的长条桌。 一个房子要住 6% 位学生，在这样挤的

宿舍里，由于大家很自觉，照样能自习。 晚上七时以

后就鸦雀无声，如有人不注意，大声讲话，只要他人

轻嘘一声，就立刻安静了。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分外

高涨。 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有一半的人留在宿舍自

修，其他人就上图书馆或上茶馆。 沈克琦说，图书馆

阅览室面积虽有 7%%8$，但学生很多，座位远远不

够。 图书 馆 参 考 书 复 本 少，因 此 必 须“ 抢”座 位、

“抢”借书。 图书馆开馆时门前挤满了人。 有一次学

校图书馆的大门竟被挤坏。 沈克琦还曾经设法混进

云南大学的图书馆看书。 后来云大的学生抗议了，

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的教室和办公室

云大就贴出布告，要求出示学生证，联大的学生就去

不了了。 于是当地茶馆便成为学生们的好去处。 茶

馆有两类，一类是聊天、打扑克休闲的场所；另一类

则是读书的地方，这是附近居民适应需要兴起的一

个行业。 一个茶馆里通常有 5、# 张桌子，能坐十几

个人。买一杯茶，可以坐一个晚上。 晚上，老板娘看

人坐满了以后，就把炉子封了，在灶上放几壶开水，

给大家续续水就行了。 茶馆里同时还成为了同学们

交流和讨论问题的地方。

沈先生说，在西南联大的四年生活中，令他难忘

的还有西南联大的体育课。 学校对体育课要求很严

格。 体育老师根据学生体质水平及运动能力，制定

了一套完整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 本科四年

中体育课都是必修课，学生在四年中必须修满 7 个

学期的体育课。 每星期两小时，一个学期体育缺课 7
节该学期体育就不及格。 不及格必须重修，否则不

能毕业。 有的学生学分总数已修满，就因为有一学

期体育不及格必须补修而推迟毕业。

初为人师的日子

沈克琦 4’6" 年毕业时系主任饶毓泰决定聘他

为助教，但他离家已五年，想去桂林与家人团聚。 因

筹措返昆路费困难，临行前与饶先生约定在桂工作

一年后再回联大。

然而，世事难料，4’66 年湘桂大撤退，他无法抛

家去昆明践约。 沈克琦在国立汉民中学任物理教师

三年，承担了全校初、高中物理课的所有教学任务。

当时高中学一年物理，初中学一年物理，他每学期要

教初三上、下和高三上、下各一班，教学任务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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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力以赴，不知疲倦地深入钻研教学内容。 ./00
年秋日军侵入桂林，汉民中学师生西撤，先到百寿

县，后到贵州榕江，全校师生及家属一起徒步 122
里。 当时只要有可能，学校就上课。 沈克琦记得，在

百寿暂驻时，他曾在稻田旁小树上挂块黑板上课，学

生坐在马扎上听课。 初到榕江时他曾在学校借用的

天后宫一间厢房内上课，因黑板尚未制成，就用粉笔

在地板上写字，十几名学生围观，就这样上了一次

课。 ./03 年 4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师生听到广播后

欢呼抗战胜利，想不到第二天山洪暴发，榕江城被

淹，沈克琦住的木结构 5 层教室楼整个漂了起来。

所幸，师生在洪水淹没之前已安全撤到了地势较高

的天后宫内。 洪水过后，在城外稻田内找到了随洪

水漂去的近乎完整的教学楼，十七开间剩了十五间。

沈克琦在 5 楼教师宿舍内找到了两本影印的英文版

物理教科书，其他物品丢失殆尽。 在采访中讲到这

一幕，沈先生突然从沙发中站起，走向书柜，拿出一

本被洪水泡过的教科书，封面上黄色水渍依然清晰

可见！

./03 年 / 月，沈克琦又随着汉民中学师生一起

搬回桂林。 从 ./06 年离开西南联大到 ./01 年应聘

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沈克琦一直从事中学物

理的教育工作。 这三年生活比在西南联大时更为艰

苦，是在十分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他认为这

是一段十分珍贵、收获丰富的人生经历：（.）遇到了

一批优秀的学生，与他们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不衰。 使他在三年中充分

体会到育人之乐&（5）为了教好书，认真备课，读书、

思考，深化和扩展了自己的物理知识，获益匪浅。

（6）使他产生了对中学物理教育的情结，因而自 42
年代起在物理学会等工作中对中学物理教育予以特

别的关注。 说来也巧，沈克琦的家庭与中学物理教

学的关系特别密切，他的哥哥土木系毕业，因为工作

需要，解放前教过中学物理，他的小弟弟毕业于华东

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成绩优秀，但不幸被打成右

派，几年不得登上讲台。 正式上课后表现突出，曾任

省人大代表。 他的大女儿从生产建设兵团归来，也

进入教师行列。 边学边教，教了 62 多年的初中物理。

虽然各人情况不同，但都与物理教育有缘。

注定与物理有缘的沈克琦，从 ./01 年进入北京

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起，在北京大学辛勤工作四十

年，见证了新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光辉历程。

（本刊编辑- - 王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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