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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日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

粒子探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高能所）原所长叶铭汉院士的

百岁华诞（99周岁，按中国传统为100虚
岁），其同窗挚友、98岁高龄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从美国发来贺信，称

“您是中国核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您

忆华年
——百岁校友叶铭汉的大学生活

○田兆运  陈  沫  田茗羽

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祖国正负电子对撞
机探测器项目中的卓越领导，使您成为中
国现代物理学的骄傲。您的学术洞见和
卓越贡献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前
行”“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
一位慈爱的导师。您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研
究生和博士后，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贡
献。您的学术精神和为人师表的风范将激
励着新一代的科学家不懈追求卓越”。李

政道还在贺信中指出，“三十余年来，您
肩负CCAST（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
术主任重任，与我共同主持CCAST事务，
为CCAST的学术交流和日常运行，极尽
全力，做出不朽的贡献，我深表谢意”。

叶铭汉一生为研制我国第一、二台静

电加速器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型探测

装置“北京谱仪”作出了卓越贡献，而这

叶
铭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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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到清华大学建

筑系教书，此时的她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但她依旧坚持工作，为梁思成率领的国徽

设计方案团队出谋划策，并最终见证了方

案被采用。她还是保持着年轻时为学业拼

命的劲头，没有一刻放松。1955年4月，

年仅51岁的林徽因在一个她所喜爱的“四

月天”遗憾离世。还没有人来得及更多地写

下她头脑中的那些奇思妙想，这位身体孱

弱、精神强大的女性就告别了这个世界。

但还是有很多人记住了林徽因的贡

献，并不断地为她奉上迟来的荣誉。2018

年4月，《纽约时报》在“被忽视的逝

者”栏目刊登了一篇关于林徽因和梁思成

的故事，《纽约时报》表示，他们的讣闻

版面一直以男性为主，未来希望多报道一

些如林徽因这样的已故女性的故事，回望

她们给这个社会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

而在2024年，林徽因的母校宾大，也以正

式授予建筑系学位证书的方式，弥补她这

份迟到百年的认可，以此纪念她胸中那团

永不熄灭的火焰。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

202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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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就是与他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期间

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考入西南联大

1925年4月2日，叶铭汉出生于世居上

海的一个小康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叶景澐

曾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长达十年，并且终

身从事教育工作。三叔父叶企孙是享誉世

界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

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1942年完成高中二年级学业之前，叶铭

汉一直生活在上海，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居

住在相对安全的法租界。然而随着日本正

式对英美开战，上海租界的安定生活不复

存在，不少人选择离开租界，奔赴内地。

叶铭汉也不例外，接到三叔父叶企孙要他

去重庆上学的来信后，便辗转来到重庆，

插班进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中

二年级。

1944年夏天，叶铭汉高中毕业，正式

报考大学。当时各大学分别招考，考生可

以多报几所。叶铭汉虽然对考上大学很有

把握，但他不敢掉以轻心，因此报了三所

学校，分别是：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上

海医学院。他基础扎实，三所学校的考试

都轻松通过。招生榜发布，这三所大学都

录取了他。经过再三考虑，叶铭汉决定到

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系就读。

开始大学生活

1944年10月上旬，西南联大开学。叶

铭汉进入大学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选

课。当时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

有国文、英语、微积分，以及一门社会科

学课程、一门人文科学课程、一门本系的

专业课（物理系和工学院为普通物理学）

和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要选修画法几

何（大一上学期）和机械画（大一下学

期）。其中要上必选课的学生很多，同样

的课程有好几位老师同时分别开课。究竟

选哪一位老师的呢？老生自有见解，新生

参考，叶铭汉就向师兄师姐取经。除了国

文、英语课外，大部分基础课都由教授讲

授，如社会科学类的“经济学概论”由法

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讲授，“普通物理

学”由物理系主任郑华炽先生讲授。微积

分课有教授开的，比如杨武之先生，也有

讲师开的。大一英语是王佐良讲师开的。

到了西南联大，叶铭汉感觉跟以往他

上过的小学、中学很不同，尤其是学习方

法与中学不一样，但他很快就适应了。通

过选课，叶铭汉体会到学生可以有一定的

自主选择权。一开始上课，就看到在中

学无法想象的现象：不管哪位教授，哪门

课，哪个教室，都可以进去听讲，没有人

限制。有时教室太小，也可以站在窗外

听，教室的窗户跟宿舍的一样，终年敞

开。对于一些知名教授的课，叶铭汉都尽

量抽空去听一听，领略大师的风采。课堂

学习虽有教科书，但是主要靠笔记。老师

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讲课清楚，重点
1984 年，叶铭汉（右）与李政道讨论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方案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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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节奏恰当，学生们很容易记笔记。

有的老师，像陈岱孙先生，讲课特别清

楚，时间把控得非常好，常常是他刚讲

完，下课铃声就响起了。

不仅是在学习方面，在生活方面叶铭

汉也感到和以前不一样了，特别是伙食办

得比中学时期要好。学校还有各种壁报和

报告会。叶铭汉在这里感受到了民主气

息，开阔了视野。总而言之，到了西南联

大后，叶铭汉样样满意，十分愉快。

重回西南联大

1945年1月底，包括叶铭汉在内的西

南联大200多名学生响应国民政府号召，

参加了抗日青年军，赴印度支援抗战。他

们和其他从军的大学生一起组成“中国驻

印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简称“暂汽

一团”），叶铭汉被编入服务营第三连。

随后，他随部队到蓝伽训练基地接受驾

驶汽车的训练。 7月初，暂汽一团奉

命将接收的美国援华汽车分批开回国内。

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大家欣喜

若狂。叶铭汉和许多同学一起返回学校继

续学业。由于大一上学期的课程叶铭汉已

学过，只需要重学普通物理学，所以有空

他就到处旁听。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政

道、陆祖荫、楼格等好友。

李政道原是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

生，1945年夏转学到西南联大物理系。到

昆明后，他拜访了生物系的陆近仁教授。

陆近仁是东吴大学毕业生，李政道的祖父

是东吴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李政道带了一

位东吴大学校友写给陆近仁请求帮助的介

绍信。当时陆近仁的儿子陆祖荫是西南联

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正好床的上铺没有

人，李政道就有了安身之处。由于这个宿

舍与叶铭汉住的宿舍相邻，叶铭汉就认识

了李政道和陆祖荫。

李政道是1926年生人，直到1941年离

开上海之前，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

是在上海度过的，这和叶铭汉的经历很

像。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而这段友谊也

为日后中国发展高能物理事业中的成功合

作埋下伏笔。

叶铭汉还结识了中国莎士比亚戏剧研

究泰斗楼光来先生长子、物理系学生楼

格，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长期在北大物理

系任教。当时他们四人经常一起到学校外

面的茶馆看书学习。

参加“一二·一”民主运动

在西南联大期间，叶铭汉还参加了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二·一”民主运

动。1945年11月25日晚，包括叶铭汉在内

的昆明几所大学6000余师生在西南联大新

校舍大草坪上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钱

端升、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说，要求

停止内战。会议期间，墙外忽然枪炮声大

作，同时停电。同学们对当时政府的拙劣

阻挠方式十分恼怒，晚会结束后同学们议

论纷纷，要求罢课抗议。

28日，昆明市的大中学联合罢课，并

发表罢课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

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游

行、人身等自由。12月1日上午，一批特

务向西南联大新校舍冲击，同学们群起保

卫大门。当时叶铭汉与大批同学一起守在

大门附近，李政道站在最前面。通过门

缝，李政道看到一个特务要扔手榴弹，被

另一个人抢下往远处扔，炸死了四位无辜

的百姓。后来叶铭汉想，如果那天这枚手

榴弹被扔进大门，保卫大门的学生将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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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人，后果不堪设想。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一”

民主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

线的序幕，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

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

三个里程碑事件。叶铭汉拥护“要民

主，反内战”，参加了学生的各种罢课

抗议活动。12月27日，罢课斗争胜利结

束，学生复课。

转入物理系

1946年2月，叶铭汉开始大一下学

期的学习。由于李政道、陆祖荫、楼格

等都是物理系的，受他们的影响，叶铭

汉对物理的兴趣逐渐提高，并开始考虑

转系。在这个问题上，三叔父叶企孙并

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必

须由叶铭汉自己决定。

当时物理系有一个规定：本系一年

级学生的普通物理学课成绩必须在70分
以上才能继续念下去，否则必须转系。

其他系的学生要转入物理系，普通物理

学课的成绩也必须满足这一条件。叶铭

汉进西南联大时是土木系，第一学年结

束，他的普通物理学课成绩高于70分，

顺利转系。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复员

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当时学生们面临一

个问题——西南联大结束之后，进哪所

学校？一部分人摇摆不定，比较三所学

校相同系的特色，然后再做决定。1949
年与叶铭汉读研期间同一宿舍的戈革

就是一例。戈革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学

生，文化课成绩很好，但是体育课成

绩很差，所以决定进北京大学，因为当

时北京大学对体育课的重视程度没有清

华大学那么高。

5月1日，全校学生填报志愿，依志愿分

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是1938年遵照教育部命

令增设的，其师生全部留在昆明，独立办

学，名为昆明师范学院。5月4日，全体师

生参加结业典礼，梅贻琦常委宣布西南联

大正式结束。随后，举行了西南联大纪念

碑揭幕仪式。此纪念碑的背面刻着《西南

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碑上刻

录了834名从军学生的名字，约为八年来入

学的全体学生的10.4%，叶铭汉的名字位列

其中。后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了纪

念西南联大及其抗战从军学生，复制了此

碑竖立在各自校园内。

复员进入清华园

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后，师生陆续

分批离开昆明，有的走陆路，有的走航

空。叶铭汉选择了航空。1946年7月初，他

从昆明坐飞机到重庆，在重庆排队等待去

北平的航班，8月上旬飞抵北平。其间因疏

漏耽搁了登记排队，却因此结识了8月初到

重庆的殷宏章先生（1908—1992，植物生理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家。殷先生的

女儿殷蔚薏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一次疏

漏带来一生姻缘，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

到北平后，叶铭汉在市区内到处游

览，参观了故宫等景点。他在上海时体弱

多病，经过这些年在外求学、从军，不知

不觉地身体状况有所改善。

10月10日，清华大学开学，叶铭汉进入

物理系二年级学习。他成绩优秀，学年终

获得了奖学金。他还结交了很多朋友，与

沈铭谦、张文英时常在星期六晚饭后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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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家做客。三人很喜欢听梁思成和林徽

因讲当年在国外求学的故事，以及对我国

古建筑的研究经历。1948年上半年，林徽

因特别提出让他们三人和她女儿梁再冰

一起练习写英文作文，她负责批改，以提

高四人的英文水平。

沈铭谦和张文英很喜欢古典音乐，还

有几位同好，叶铭汉虽然不懂古典音乐，

但是很想有机会欣赏。有一次聚会时，有

人提到市场上旧唱片相当便宜，建议大家

组织起来，每人每月出一点钱，轮流管钱

和选购唱片，每周六晚饭后到沈铭谦家中

放唱片听古典音乐，有七八人参加。这一

文娱活动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

此外，叶铭汉因身体一向瘦弱，进大

学后比较注意体育锻炼。清华大学历来重

视体育教育，学生自发参加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很高，有许多学生自己组织的体育

会，如垒球、排球等。叶铭汉同年级同学

林宗棠参加了“金刚体育会”，是该体育

会的排球队主力。还有几位爱好打垒球的

朋友组织了一个“黑桃体育会”，英文名

是 Spade Club。叶铭汉认为垒球的运动量

略小，比较适合他，所以

参加了黑桃体育会。大家

推选他担任总务一职，管

理体育会的运动器械，包

括垒球、手套、球棒等。

叶铭汉认为自己从小就不

太合群，不善于跟人打交

道，所以要培养不怕烦、

不怕累的性格，一定要做

好这个由他承担的工作。

叶铭汉想到自己哪些方面

是弱项，就尽量自觉地多

锻炼来改正和提高。

确定学习原子核物理

大二时，叶铭汉的高等微积分和微分

方程的成绩很好，同时感到在解物理问题

时比较迟钝。大三时，他感到自己对热力

学的理解既不深也不透，开始对学习物理

学产生了动摇。他跟女朋友殷蔚薏说了自

己想转系学其他学科，但是殷蔚薏并不希

望他放弃物理学。他随即想明白，物理学

的领域广阔，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分

支学科，于是便打消了转系的想法。

1948年夏，钱三强先生回到祖国，被

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做了一次关

于欧洲物理学研究现状的学术报告，叶铭

汉也去听了。报告中提到他的工作是关于

铀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的研究。叶铭汉

听后大受鼓舞，豁然开朗，决定要学原子

核物理。他认为，这门学科正在蓬勃发

展，有待大量实验研究去发现新现象、新

规律，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的“金矿”，

等待他们去开挖。他当时就暗自立下志

愿：一定要考研究生，将来从事原子核物

理研究。叶铭汉一生的工作方向就是听了

1958 年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 4 为

钱三强、右 3为何泽慧，二排右 4为叶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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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那次学术报告而确定的，正所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49年6月底，叶铭汉大学毕业，参

加了政府组织的华北学生暑期学习团。

主要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

政》，还有一些专题报告：彭真讲民主集

中制问题，艾思奇讲马克思主义，学生们

边学习边讨论。在分组学习时，华北学生

暑期学习团的领导还要求大家讨论“如何

为国家作贡献”，并明确指出“希望大家

到东北去参加工业建设”。叶铭汉再次陷

入迷茫：到底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选择

自己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

他最后还是坚持要学原子核物理，并决心

考研究生。

考上硕士研究生

学习团结束后，叶铭汉和同学们忙着

送大家去各自的工作岗位。一切安顿好

后，距离研究生考试只剩下一星期的时间

了。他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温习功课时间

表，在这七天之内把物理和数学的重点都

温习了一遍，并且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

生。而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只招收了

三名研究生，即戈革、荣保粹和叶铭汉。

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大学有资格授予

博士学位，只能授予硕士学位。要想获得

硕士学位需要两年时间。物理系研究生第

一年主要学习原子核物理、量子力学和电

动力学。其中，原子核物理、量子力学需

要学习一年，电动力学需要学习半年。原

子核物理由钱三强先生教，量子力学由彭

桓武先生教，电动力学由周培源先生教。

原子核物理是当时一门正在蓬勃发

展的学科，日新月异，但缺少教科书。

1936—1937年，美国原子核物理学家汉

斯·贝特等写了三篇总结原子核物理发展

近况的综述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概括了

当时已有的实验和理论结果，被学术界赞

誉为“原子核物理的圣经”。钱三强先生

到清华大学后，就推动把汉斯·贝特等写

的这三篇关于原子核物理发展近况的全面

总结性文章影印出版，并作为唯一的参考

文献。钱先生给研究生讲的原子核物理，

以当时最新的实验结果为主。钱先生还

送给叶铭汉一本从法国带回来的新书Le 
Cyclotron（《回旋加速器》）。因为叶铭

汉在初中时学过法语，能看懂，他为此很

庆幸。

量子力学没有教科书，但彭桓武先生

有自己的讲稿。他讲了一些问题后，就让

学生阅读原始文献。叶铭汉一开始还是拘

泥于经典力学的旧有概念，在理解量子力

学的一些概念上遇到了困难，经彭先生一

再开导，终于茅塞顿开。彭先生让三个学

生组成一个小组，让叶铭汉作小组长，指定

文章让他们阅读并讨论，然后向他汇报。

硕士研究生学习的一年很快过去了。

大考结束后不久，钱先生找叶铭汉谈话，

他说：“你的量子力学和原子核物理的成

绩都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科技的政策已经

定了，为了集中力量，大型科研设备不在

学校里建造，只在国家科研机构里建造，

即在中国科学院建造。你想参加建造加速

器，必须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叶铭汉听了他的话，不假思索地马

上回答：“我马上去。”钱先生很高兴

地说：“你就去办手续，7月到科学院报

到。”就这样，叶铭汉进入了近代物理研

究所，成为一名研究实习员。

（摘编自《叶铭汉传》，科学出版

社，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