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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负责研究和编写“一二·九”运动的

简要历史。我父亲和韦君宜、黄秋耘、

叶方 4 位清华同学被调去作为研究班的骨

干。经过两年多努力，《一二九运动史要》

专著基本脱稿，该书于 1986 年 2 月正式

出版。在编写过程中收集查阅了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访问了当年“一二·九”运动

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共百余人，邀请他们参

加各种专题研讨会，在此基础上成稿并反

复修改后定稿，成为一部传世之作，对当

年曾经动员了千百万青年投入争取民族解

放的革命洪流的伟大运动，做了一个历史

的总结，对今天的中国青年是一本有益的

爱国主义教材。为了对历史负责，他们这

些年届高龄的老人对这项工作极其认真，

耗尽了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大家一起过集

体生活，炎夏寒冬都不休息。有一次出去

外调，我父亲回来就晕倒了，住了 20 多

天医院，同志们劝他回家休养，被他断然

拒绝，还开玩笑说：“我这是舍命陪君子

嘛。”在工作完成后的几年之内，我父亲

和蒋南翔、韦君宜、黄秋耘这些当年清华

的老同学、“一二·九”的老战友相继去

世。他们一生的事业从“一二·九”运动

的发动和深入开始，到“一二·九”运动

的回顾和总结结束，他们以自己的一腔热

血为不平凡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16 年 12 月

回忆父亲周孝谦
——写于父亲百年诞辰

○周婉苏

周孝谦，1916 年 8 月出生于浙江舟山，

2014 年 9 月 2 日在苏州逝世，享年 98 岁。

周学长是苏州清华校友会的创始人之一，

第二届、第三届理事长，第四届至第八届

名誉会长，他是一位优秀的清华学子，是

我们后辈的楷模，从他身上可以充分表现

出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苏州清华校友会

 

我的父亲周孝谦 1935 年考入清华大

学物理系，1939 年毕业。父亲是中国核

物理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理事）和第

二届委员会委员（理事），长期从事原子

核物理的研究和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的物理学工作者。他从事核结构理论研究

近半个世纪，从液滴模型、壳层模型、综

合模型，到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等始终走

在前列。他是国内最早将群论方法应用于

核结构及物质结构的研究者之一。建国后

历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苏州大

学教授、副校长。

父亲最心爱之物要数清华大学的毕业

文凭。民国时期，毕业文凭上印有国民党党

徽，在“文革”中“破四旧”抄家时，一经

查出视若有罪，当时他已被迫无奈毁了家中

祖传的一些珍贵旧物，而面对自己十年寒窗

凝注的结晶，怎么都不忍心撕掉，最后只得

违心地在上面划了叉，才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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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珍爱的照片为“1978 年中国

物理学会年会第三次核物理会议留影”。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科学的春天复苏，

父亲以中国核物理学会委员身份参加了庐

山会议。这是一次科学界的盛会，与会者

都是中国物理领域中著名的教授与专家。

父亲特嘱我配个镜框挂于客厅，而家中的

来客却往往见不到此照，原来，照片悬于

客厅一隅，加之帘幔半掩，不在常规视线

中。照片主人的本意：不是向客人炫耀的，

仅留给自己回忆。

“文革”前，在苏州市的高级知识分

子中，拥有大学“二级教授”职称的极少，

可谓凤毛麟角。身为二级教授的父亲全身

心地投入物理教学与科研中 , 在那个政治

运动频繁的年代，大小会议，各类政治学

习班占据了他大量宝贵时间，所以他惜时

如金，回家后，他的业余时间完全投入专

业书中，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他说

“时间是挤出来的”。经常废寝忘食，母

亲凡与他商榷家事，都要控制时间，若时

间稍长，他的思绪会转入书中，剩下嗯嗯

地答非所问了。年复一年，他书桌的承载

总是满负荷，基本无“空闲”。常听祖母

言，她午夜醒来，总见隔壁书房还未熄灯，

父亲仍伏案于书桌，而当我们起床时，他

早又在书房了。“文革”前父亲的科研理

念已很前瞻，他每月必购英文原版专业书

籍，与先进的国际科技接轨。他将攻关喻

为“啃石头 ”，每当攻克一个难题，他

会兴奋地告知母亲“啃掉一块顽石”。勤

奋与刻苦，恒心与毅力，对专业的孜孜不

倦、精益求精成就了他，这时期他写了很

多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发表有《轻原子核

的变形》《Mg24 的转动能级的初步研究》

《群表示理论及其在核结构中的应用》《相

互作用玻色子的有效作用》和《朝永 -Rowe

理论作为原子核代数模型的基础》等众多

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在引力规范

场理论研究方面有：《Lorentz 和 Poincare

两种引力规范场理论的比较》等数篇论文。 

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多次应邀出席国际核

物理会议的几篇论文做了铺垫。

1986 年，苏大和美国密歇根州立萨

吉诺大学结为友好学校，两校首次互派教

师进行授课，苏大校长特选定父亲，并有

感而发：“非你莫属。”因为选拔标准

是：除了专业出类拔萃，还须精通多国语

言。父亲一专多能活跃在高端领域里，是

与标准吻合的优秀学者和专家。当时他已

年届七旬，欣然受命。在萨吉诺州立大学

的授课，受到师生一致好评，并获该校校

长 Jack M. Ryder 博士颁发的荣誉证书 。

父亲祖籍为安徽，出生地舟山，童年

及青少年时代就读于杭州。他是个落地于

乡外而乡情酣浓的人。家乡建设，尽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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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关注中。半个多世纪中，他无私地

接济了许多生活拮据的亲友和老乡。从留

下的荣誉证书中可见：歙县修志，重修明

代巨型石拱桥——太平桥，遭遇水灾，父

亲都捐了款。他常以资助贫困学子为乐，

多次捐款赠书给昌溪学校及其贫困生。特

别是 2012 年通过歙县妇联在昌溪中学建

立了“周孝谦助学奖学金”项目。 

扶贫济弱是父亲一贯的行为。从沧浪

区居家乐历年颁发的荣誉证书中可知，

父亲每年都把政府发给高龄老人的津贴

（1000 元）全部捐给社区（居家乐）。

他退休后热心社会公益活动，沧浪区关工

委特发了聘书，邀请他参加区关心下一代

工作。他多年辅导学生，一概不取钱物，

纯粹义务服务。

父亲对待事业绝对高标准，对待生活

却是低水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极其

节俭，从不乱花钱。每月一笔款子订购外

文版专业书籍，另有一笔资助亲友。平时

穿着很随意，备了一件新衣仅供招待外宾

时穿着，母亲为他添衣时，不知要做多少

回“思想工作”，旧衣未到陈旧不堪，他

是不肯添置新衣的。父亲常在饭桌上检查

我们姐妹的用餐，谁将饭粒滴漏桌上，谁

的碗中剩有残羮，会受到严厉批评。那时

保姆常住家中，但他和母亲仍嘱我们整理

自己的卧室，洗手绢和袜子。他很重视运

动，鼓励学龄前的我们尽早学会游泳，初

中前学会骑车，虽然以当今视角观之实属

平常，但时间推至五十多年前，在那个年

代已拥有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实属非常。

在学习上既严格要求又很民主，他尊重我

们个体发展，因势利导，使我们学得舒心，

有利特长发挥。父亲，不仅以身作则教育

我们如何对待学习，还培养我们自幼懂得

勤俭，学会自立，学会运动，学会助人，

懂得感恩。

2016 年是父亲百年诞辰，他优异的

品格、高尚的情操和谆谆教诲，深深烙在

我的记忆中，永志不忘。

著名爱国实业家
曹锡光学长逝世

著名爱国实业家，西南联大1941级历

史系校友曹锡光学长，因病于2017年1月

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100岁。

曹锡光学长青年时期积极投身爱国学

生运动，在著名的“12·9”运动中是上

海同济附中的学生领袖。抗战时期，他积

极参加战地服务队，后辗转入西南联大读

书。毕业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赴

香港、加拿大等地创办实业，晚年定居香

港。

曹锡光学长热爱母校，热心公益事

业。上世纪80年代，他曾任香港清华同学

会会长，在联络海内外校友，支持祖国内

地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2004年他和夫

人熊知行学长捐建的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

中心——熊知行楼落成，这是我国第一个

在大学中设立的老年学研究机构。他们夫

妇发起创立的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积极

筹资捐助内地科技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

的社会影响。

曹锡光学长逝世后，清华大学、清华

校友总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致电并送

花圈表达对曹学长的深切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