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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16日，中国高等科

学技术中心（主任：李政道，副主任：周

光召、路甬祥）在北京中科院数学所，召

开纪念侯伯宇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活动。15

日下午，大会专门举行“侯伯宇追思座谈

会”。我和侯伯宇曾是重庆南开中学和清

华大学的两度同学，又同是南开社团“星

社”成员，受贺家驹及刘永培委托，参加

了整个下午的追思座谈会，并应邀发言。

侯伯宇，1930年9月11日生于天津，

2010月10月6日病逝于西安，享年80岁。

他毕生奉献于科学和教育事业，一生充满

曲折和坎坷。由于抗日、解放、朝鲜三场

战争的影响，曾颠沛流离，先后上过10所

小学、3所中学、3所大学，三考清华，五

上大学。1943年，他考入重庆南开中学，

抗战胜利后离校。1947年在北平育英中学

上高二时即考取了清华，却未去而在家自

学英语一年。1948年7月再次考取清华物

理系。11月平津战役开始，随家迁赴港、

台，考入台湾大学读了三个月，放弃出国

机会，又回到了大陆，于1950年夏第三次

考入清华。不久抗美援朝发生，他投笔从

戎，报名参军当翻译。后去鞍钢，由于家

庭出身及本人曾去台湾的经历，在肃反中

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在“反右”中差点

被打成右派。经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干

预，调回北京，插班考入西北大学，一年

后提前毕业，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但政

审未通过不予接受，只好转入西安矿业

学院，在物理系任教。1963年，他以数学

100分、物理99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中国

科学院数学所张宗燧教授的研究生。三年

后，“文革”爆发，张被批斗，侯伯宇以

“白专分子”陪斗，后张自杀。为解决夫

妻两地分居，1973年6月他调回西北大学，

开始在西大长达37年的科研、教学工作。

侯伯宇是我国理论物理界的领军人

物，创立了“侯氏定律”。杨振宁和李政

道都称他为国际理论物理的带头人，吴健

雄和丁肇中也对他评价很高。他是我国第

一批受聘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博士后

7名、博士20余名、硕士20余名，桃李满天

下，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多篇。他是国

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的

研究成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怀念我的同学侯伯宇
○杨勤明（1952电机）

侯伯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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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全国首届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侯氏理论”被誉为

“中国的骄傲”，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科

学定律屈指可数。从“文革”后第一次评

选院士，历届都是候选人，但届届落选，

有一次评选10名，他恰是第11名。西北大

学曾推荐“侯氏理论”提名“诺贝尔物理

学奖”，却因种种原因与诺奖失之交臂。

侯伯宇是一个勤奋好学、勇攀高峰、

为人低调、淡泊名利的学者。在约80人参

加的追思座谈会上，他的同事、朋友、弟

子、学生都纷纷发言，一个接着一个，

称赞他是一个德高望重、高

风亮节、受人尊敬、高山仰

止的长者。他争分夺秒地读

书、思考、科研、教学，无

论在黄山开会、“四清”下

乡、机场候机，别人都去游

览、休息了，他却独自在看

书。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

也手不释卷，甚至对推轮椅

的护士说：“请你推慢一

点，我要看书……”卧床之

际，自己已不能看书，就让

学生读。他也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2007

年，他的独子、独孙在一次车祸中双双遇

难，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大的悲痛，他控

制住自己的感情，第二天照常到研究所上

班，第三天就出现在课堂讲台上，通过超

负荷的工作，他把悲痛压在心底。他对学

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成为他们终生难

忘的恩师。会上，不少人发言回顾往事

时，不禁哽咽流泪。

我在发言中说，我和侯伯宇于1943年

同时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初二。中学是一个

人奠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重要的

时期，南开教育的爱国主义精神、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精神和

“德、智、体、劳、美、群”的全面素质

教育，曾培养出了两任总理和30多名两院

院士，也哺育了每一个南开学子。在当年

“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

念下，侯伯宇走上了“科学报国”的道

路，并达到了顶峰。当时国难深重，对国

民党失望，对共产党不了解，于是我们组

织了“星社”，依靠自己和志同道合者立

足社会，报效祖国。我们于1948年又同时

抗美援朝发生，侯伯宇（后右）投笔从
戎，报名参军当翻译

侯伯宇先生（右2）跟李政道（右1）、周光召（左1）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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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清华，他在物理系，我在电机系，曾

同住一个宿舍。在那解放初期的峥嵘岁月

中，出于真诚的爱国心，我们都曾报名参

军、参干、参加南下工作团和抗美援朝志

愿军，但组织决定“学理工的不能走，要

参加未来祖国的建设”，我被留下了，不

知为何侯伯宇却走了。在座的都是为人师

表的学者、教授、老师，教书育人，希望

你们多培育出几个像侯伯宇那样的人，多

培养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下一代成

为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创新思维，有

良知、良心和责任心的中国人。当今中

国，最缺乏的是自由思想和创新思维。

散会后，与会的侯伯宇三弟侯伯元又

找我聊了十多分钟，他说：“我们兄弟姐

妹七人，侯伯宇是老二。大哥侯伯岳也曾

在重庆南开上学，后响应号召，参加远征

军。为此，以后遭受不少磨难，50岁就去

世了……”他询问有关南开同学吴思慧情

况，吴早已于1970年被无辜处决，冤屈离

世，现已平反。正好我带了一本南开《48

通讯》第二十期，刊有悼念侯伯宇及吴思

慧的文章，我就送给了他。与会者都发了

一本西北大学出版的80万字的《侯伯宇论

文选集》，我多要一本寄给了重庆南开中

学校友会。

2012年1月27日，春节年初五，天津

的丛林、张昭若，北京的赵立生、丁有

和、周德承、冯南江、杨勤明七位南开老

同学及夫人们在北京新世纪大饭店聚会。

丛林特地带来天津校友会出版的《津南村

随刊》第8期——纪念侯伯宇专刊分赠每

人。大家对侯伯宇同学表示了深切的怀念

之情和由衷的敬意。他不仅是南开的光

荣，也是中国的骄傲。他在南开读初二

时，就发起创办了《晨钟报》，以后虽历

经坎坷，毕生在科学教育事业上，作出了

杰出贡献，实现了他“科学报国、教育报

国”的愿望。赵立生还谈起和他的父亲侯

镜如先生有过的交往。侯伯宇多次受到政

治冲击而矢志不渝，一心报国，真是“上

下而求索，九死犹未悔”。

西北大学是侯伯宇的母

校，他在这里生活服务了40多

年，作出了巨大贡献。学校

不仅为他出版了包括270篇论

文的精装本《侯伯宇论文选

集》，还多次开会研究，准备

再出版一本《侯伯宇纪念文

集》。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向

侯伯宇学习的决定，这在全国

还是不多见的。“顽强拼搏，

勇攀科学高峰”的侯伯宇精

神，是值得所有知识分子学习

的！

2012年10月，中宣部、教育部和陕西省委共同举办
“侯伯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全国巡讲。人民网、光明
网等媒体都设立了学习侯伯宇同志专题网站。图为西北大
学学生为先生举办的烛光追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