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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健雄先生诞辰 !" 周年

回忆母亲的点点滴滴!

袁纬承

!! 根据袁纬承在吴健雄诞辰’4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翻译成文

! ! 衷心感谢主办单位和太仓市政府的盛情邀请，

参加我母亲吴健雄（5(06378(0.39 :.）’4 周年纪念

暨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落成典礼。 大家都知

道，我母亲因首次用实验毫无疑问地验证了“ 弱相

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而闻名。 那时我才 ;%
岁，所以当时对此的第一手认识比较稚嫩。 但是，我

愿借此机会与大家共同感悟我母亲身上所具有的人

格魅力，尽管她自己从没公开表述过，但我作为一位

亲近的旁观者就感受很清晰了。

首先介绍一点母亲的简历。 ;’;$ 年，也即是清

王朝结束统治的第二年，她出生于离这里不远的浏

河。 当时，女孩子如果能接受教育那只能是在家里-
她的入学启蒙及后来科学的事业得益于她父亲吴仲

裔的鼓励，是他鼓励我母亲考入了苏州第二女子师

范学校。 ;’"% 年，母亲从她父亲处得知当时著名的

胡适博士正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讲学，她欣然报了名。

胡适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提

起过这样一件事：“胡适博士曾告诉我说，在学期期

末他跟其他的教授说起，他班级有一个聪敏至极的

学生，总是满分并且期末考试得了 ;%% 分。 然后，有

两位教授，一个是教历史的（ 杨教授），一个是教社

会学的（马教授），说他们也有一个很特殊的学生，

考了 ;%% 分。 当他们对了一下笔记，发现他们所指

的竟是同一人，都是吴健雄。”

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母亲面临着难题，

当时，中国还没有物理学科方面的研究生教育。 所

以，;’"# 年，她渡洋赴美留学，兜里揣着密歇根大学

的研究生入学通知，做好准备致力于原子光谱的研

究。 她路经旧金山时拜访了一位朋友，并认识了物

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36>) ?1,=6326）和罗伯

特·奥本海默（@AB6=) C**63(60D6=），看到了他们正

在建设的回旋加速器以及令人兴奋的伯克利物理世

界。 劳伦斯极力主张她留在伯克利，加入他的科学

前沿项目的研究。 自此，母亲就没去成密歇根州。

那次在伯克利，由一位新近抵达的中国研究生带领

她参观物理系和实验室。 那位留学生后来就是我的

父亲，他叫袁家骝。 我猜想，母亲之所以决定留下

来，这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后来她坚持

说，因为了解到女生仍不允许使用密歇根大学学生

会的会所，而她不愿意忍受二等学生待遇，才决定留

在伯克利。 ;’"&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触动了一系

列的历史性国际事件，阻碍了母亲回国，直到 "& 年

后她回去时，父母早已去世，也没能见上他们一面。

上世纪 E% 年代末、4% 年代初，母亲完成了一系

列实验，解决了当时测量 ! 衰变谱一个重要的问题。

她通过不断地更仔细地重复当时的测量，证明了原

先的结果是错误的。?66 ?0FAG>HI 教授是母亲以前的

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他这

样写道：“吴博士的理念是这样的，仅仅指出某人的

工作有错是远远不够的。 你必须识别人家实验中的

技术或方案中的毛病，然后指出这些毛病会导致出

现什么样的错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你来想

出办法做好这件事，然后，付之行动！她的确就是这

么做的！”

当母亲决定要做著名的“ 宇称不守恒”实验时，

她就从没犹豫过。 她迎接挑战之后的激动和迫切的

心情，可从她的自述中略见一斑：“ 那一年的春天，

我和我丈夫已计划在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高能物理

会议，然后开始远东的演讲行程。 我们俩都是 $% 年

前于 ;’"# 年离开中国的。 已经定好了英国客轮“伊

丽莎白女王”的舱位，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即做

实验，在其他物理界人士认识到此实验的重要性并

先做出来之前而首先实施。 尽管我感觉宇称守恒定

律是错误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我迫切想要作出明确

的验证。 所以我请求袁家骝让我留下来。 所幸的

是，他完全理解时间的紧迫性，终于同意单独前往。”

关于母亲致力于物理研究的风度，李政道先生

在他们首次见面时这样写道：（那时，李政道是费米

的学生）“健雄和费米（J6=D0）对实验不同的态度令

我印象深刻。 当时，费米试图测量中子和电子的相

互作用力。 虽然我是他从事理论研究的学生，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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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到他的实验室。 费米通常是站在那儿，要他的

助手大声朗读从测量仪上读出的数据。 接着，他会

用他的小计算尺进行验算，然后说“好”。 接下来，他

的助手将朗读下一个数据。 费米将会重复这个过

程，并说“好”或“ 仔细点读”。 那时，我以为一个伟

大的物理学家就是这样做实验的：你知道了答案，测

量只是为了确认一下你已经知道的内容。”

“当我有一天参观健雄的实验室时，她正在抛

光一些表面，她向我解释说，测量 ! 谱要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要有洁净的表面，其次重要的事就是要管

好你的电子，叫它们不乱跑。 她的这种做法对我来

说太新颖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我想对我母亲的优点作一概括；回想起

来，是这些优点造就了她的品格。 我总是记得她对

细节倍加关注，不愿意有丝毫疏忽，并从来不回避问

题。母亲同时提倡勤奋工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

且还影响周边的人。 我记得她在很多时候引用那句

名言：天才是 ./0 的汗水加上 1/0 的灵感。 但是不

要误解，对于她来说执着的工作并不是目的。 在早

期，诺贝尔奖获得者塞格瑞（23)()4 56789）因为她在

实验室工作太努力没能抽出时间跟踪同领域的其他

研究工作而对她进行批评。这件事对她以后的生活

有着重大影响。 在晚年，为了平衡工作中的付出她

总是问自己：你所完成的工作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

价值？

她让自己的学生工作得很刻苦，但始终考虑着

他们的最大利益。 对他们将来人生之路她思想开

放，不过早地评判。 名人往往期待自己的孩子成为

他们所期望的人，恰恰相反，我母亲从未要求我走她

相同的道路，更不用说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她总让

我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 对她的学生，她持有相同

的观点。 她所提供的训练是否成功？我想她的记录

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些学生成为实验物理的著名教

授，而有一位成了哥伦比亚工程学院的荣誉教授，另

有一位是加利福尼亚纳米系统研究所（:*();48,)*
<*,45=>"63> ?,>")"’"6）的所长，第三位的兴趣则转向

了神经生物学，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

科学系的系主任。

我钦佩母亲的另一个品格是她做事有全局观

点。 我也发现她所具备的是非感：她做事或承担义

务不是简单地考虑事情是否受欢迎或是否时髦，她

更想知道那些事情是否正确而值得一做。 当母亲深

信某个论点的时候，她从不回避向那些她认为有可

能影响事物结果的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无论他们是

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世界闻名的领导人，比如周恩

来或者邓小平。

母亲总能敏锐地把握新技术所蕴涵的巨大潜

力。 举个例子，她对计算机了解不多，但经常向我表

达对计算机威力之大的赞叹之情。 遗憾的是，当父

亲给家中买了一台最新技术水平的个人计算机时，

母亲已经患过一次中风，不能使用计算机了。 尽管

如此，她总能以乐观的心态对待变革，而不是以逃避

的心态发牢骚“今不如昔”。

作为一名女性，母亲的成就表明一个女性的成

就可以不亚于一名男性。 即使这对她很重要，但她

很少向我公开地表露这种想法。 我想这是她的个

性，她认为这是显然的，那当然她的最好行动准则就

是假定别人也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母亲专心致志做某个实验的时候，我记得可

能连续许多天都很难转移她的注意力。 但她终究会

转身来管我，她根本不理睬我那些小抱怨而是指出

一些重要的而恰恰被我忽视的问题。 母亲在内心深

处始终挂念着我，总让我感到意外。

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李政道先生引用了爱因斯

坦在居里夫人去世时说的一段话来称赞她：“ 当一

位伟人走到她生命的尽头，我们不要仅仅回忆她在

工作中为人类做出了什么贡献。 对一代人和整个历

史来说，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比他们单纯的学术

成就可能意义更重大。 她的力量、她的毅力之纯洁、

她的客观性、她的不可蜕变的判断力，这些品质都集

中于一个人一身是很少的。 一旦她认准了某一方向

是正确的，她就会毫不妥协、坚韧不拔地去追求”。

我的观点或许略有偏颇，但我相信上述这段话对于

母亲来说是很相称的。

虽然母亲喜爱发现自然界的深沉奥秘，但她同

样可在小事中找到快乐：一朵美丽的鲜花，一个可爱

的小孩，众多小摆设中的一件，南京六朝古都的柏

树。 点点滴滴，我将永远铭记！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鲍育育、吴建洪译，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吴令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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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袁纬承发言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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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V96@85569 F.K5 5)B/8 6@ <603: *(B5025，A- Q-
O88 ,15 )6 /1)89 ,90)8 1J6.) )(8 @095) )0?8 )(8B ?8)

（,(83 O88 ,15 1 5).<83) 6@ N89?0）：“ A 4/2 (-3".2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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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 $-0(*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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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0+ ) *(1-2 (*- %( &- %+)% "% &)3- ) ,#-)% "&7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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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3,2 %3<120 ), #2<9#2+")72 45 *9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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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2< ;33"9"2#9，3< "!*" . 272, 42+382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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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3"!2< !*0 *(<2*05 2L#2<)2,+20 !2< ;)<9" 9"<3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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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8283<5 )9 "!*" 9!2 *(%*59 "331 *,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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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0 ，3; +3’<92，9!2 ;2(" !2< 429" +3’<9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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