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见证了物理系的复建及其发展   

尚仁成 

  

清华大学物理系始建于 1926年，从 1928年到 1952年在叶企孙、

吴有训、钱三强、周培源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在

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从初建时的很小规模，发展成为全国最好的物理

系，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公认的杰出科学家。但是，1952 年的院系

调整，使清华物理系断线了,直到 1982年才又重新恢复物理系。从1982

年到 2005 年，物理系又经历了一个从初创到迅速发展的时期。我见

证了新的物理系从复建到迅速发展的全过程。回顾这 8000 多个日日

夜夜全系师生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看到复建后物理系的茁壮成长，

不能不使我心潮澎湃，感到鼓舞和欣慰，也使我对清华大学和清华物

理系的发展前景信心百倍。 

“一、四、五”计划 

物理系的复建孕育了相当长的过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国家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经济建设开始出现万象更新的局面。科教

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科技教育界的知识分

子也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消遥”状态苏醒过来，磨拳擦掌准备大显

身手。清华大学是文化革命的重灾区， 虽然科研和教学也开始提上

日程，但和全国科技教育界比较起来，仍显得有些步履蹒跚。许多校

友也抱怨清华在学术上仍十分沉闷，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及学术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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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听到清华的声音。这时，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但是，“位

卑勿忘忧国”，也为清华的现状感到十分着急。除政治上的原因外，

我看到全国其他许多工科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欧美大

学的情况，心里蒙生了一个想法，在清华必须要发展理科，要走理工

合校之路才能活跃清华的学术氛围。和一些同事交换意见，不少人也

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于是在 1979 年冬天我出国之前，我就冒昧地找

到了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何东昌家里，向他讲述了我的想法。何东昌

说他很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可先在清华搞一个“一、四、五”，即

一个指头纯理科，四个指头应用理科，五个指头工科。我将这称做“一、

四、五”计划。与何东昌谈话后使我很受鼓舞。 

1980 年初我就到加拿大留学去了。在加拿大两年多期间，我和

复旦大学的叶仰林老师住在一起。我们两人都主张要理工合校，经常

在一起探讨。特别是看到国外较著名的大学都是综合性很强的学校

时，更强化了我们的想法。叶先生说他回复旦后一定要在复旦发展工

科。我说我回清华后也一定要促进清华发展理科。事实上，他回到复

旦后，就在复旦大学发展了电子工程系，他自己也从物理系转到了电

子工程系。 

1982 年回到清华，何东昌已到教育部当部长了，藤藤同志主持

学校业务工作。当时，在清华恢复理科的思想已渐明朗，已开始按“一、

四、五”计划执行了。恢复物理系前，藤藤同我们几位积极主张办理

科的教师开了多次座谈会。开始，他在物理系是否建核物理专业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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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时间，他担心核物理专业花钱太多，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核

物理是贵族学科”。陈泽民、徐四大和我主张核物理还是应按理科方

向发展。为此我们去找过藤藤几次，也没有最后定下来。后来藤藤率

教育部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考查，考查回来后，又把我们找去开了个座

谈会。他说，他们在美国考查了十几所大学，发现所有大学无一不有

凝聚态物理专业，还发现所有一流大学无一不有核物理与粒子物理专

业。考查后藤藤下了决心在物理系也必须建核物理专业。 

新生儿诞生了 

1982 年夏秋之交，学校决定了复建物理系。但将物理系分为两

部，原基础物理教研组为物理系一部，原工物系的核物理、固体物理

和理论物理三个专业抽出来组成物理系二部。一部和二部各成立一个

领导小组，各建一个直属总支。两部合起来只设一个系主任，当时的

系主任是张礼先生。张洪涛、熊家炯、瞿振元和我是二部领导小组成

员及总支委员。张礼也参加二部领导小组工作。一部领导小组则由史

斌星等人组成。虽然一、二部都算物理系，但当时联系很少。张礼先

生也基本不管一部的事。一部有人写报告给学校建议将物理系改为应

用物理系，系主任张礼都不知道。我们取笑张礼说“城头变换大王旗

了，”你这个山大王还不知道。 

直到 1984 年才将一、二部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物理系。此前，

数学系、生物系、化学系也相继复建了。物理系由刘迺全作常务副主

任。刘迺全把时任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请来清华做理学院院长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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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系主任。藤藤说清华物理系要想站住脚，得到社会的承认，光有

一个周光召还不行，还必须搬来几尊菩萨。于是在藤藤等人努力下，

相继调来了陆祖荫，邝宇平，孙洪洲等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教

授。记得我还专程到兰州找甘肃省委组织部长解决了邝宇平夫妇的调

动问题。经过十月怀胎，复建的新物理系就这样诞生了。 

第十个也数不上我们 

周光召先生太忙，只在建系之初来过几次，他做了一个建议就是

将物理系改名为“现代应用物理系”，他说“全国已有 49个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不要办成第 50 个物理系，要有自己的特色。” 当时许多

教师不太认可这一改名，反映到何东昌那里去了。何东昌说“还是按

光召同志意见办吧”。 

复建后的物理系虽有清华的光环，有周光召这块招牌，又有几尊

菩萨，全系师生也十分努力。但由于各种关系尚未理顺，也还存在一

些观念方面的障碍，使物理系开始几年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整个 80

年代物理系在国内地位仍然很低。我校校友、当时的原子能科学院院

长孙祖训有一次带外宾到北大物理系去参观，外宾请北大物理系的虞

富春教授列举中国十个最好的物理系，虞教授列举了十个，也没有清

华物理系。孙祖训说他听了后感到很悲哀。   

       关键是领导人观念的革命 

1986 年在光召系主任的关心下，我到日本去参加了两个中微子

方面的国际会议，何榨庥院士、李惕碚教授也去参加会了。会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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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何榨庥谈起清华已恢复理学院的事，何榨庥说“清华要办理科，

关键是领导人的观念要革命”。回国后，我与其他人说起这一观点，

很多人都认为很有道理。其实，不只是校领导，在清华大学长期纯工

科条件下培养出的一批人都有大致相同的观念。当时我们在校内宣传

理科的重要性时，就有很大的阻力。熊家炯在担任物理系系主任及后

来任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几次想在中层干部会上说“没有一流的

理科也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一观点，但碍于清华工科势力太大，始

终没敢张口。倒是有的权威人士先声夺人说：“谁说没有一流的理科

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还举出了国际上的一些例子，说明单纯的工科

也是可以成为一流的。80 年代物理系就是这样在磕磕碰碰中走过来

的。 

迅速发展的十年 

从 1990年开始到 2000年，是复建后的物理系发展较快的十年，

这期间学校领导越来越看清了理科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重要，也越来越重视理科的发展了。这十年物理系的发展主要有几件

标志性的事情。 

1．四个博士点的建立：80年代物理系只申请到理论物理和光学两个

博士点，到了 89年至 90年，核物理和凝聚态物理也被批准建立博

士点。这样，与全国各物理系比较起来就成为博士点较多的系了。 

2．两个基地的建立 

1991年教育部要建立理科人才培养基地，经过当时系领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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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批准了两个基地，北大作为基础物理基地，清华作为应用物理

基地。教育部批准不等于就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在 93 年的一次全国

评选理科基地的会上就有的学校发难说：“我们学校物理系搞了几十

年了，为什么没评上第一批理科基地，凭什么评清华，他们才建几年？

而且还叫现代应用物理系”。在这困难关头，复旦大学的杨福家院士

说：“我们国家在 21世纪总要有少数学校要和国际接轨，我考查了全

国那么多大学，我认为清华是最有条件和国际接轨的，我们应该支持

清华发展理科”。北京大学的高崇寿教授说“物理系谁不搞应用，北

大物理系也要搞应用，你们不了解清华我还是了解的，他们物理系的

基础研究搞得比谁都不差”。两位名人讲话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

来。可见，清华物理系的发展，是离不开兄弟院校的支持的。 

1996 年前后，物理系又建立了工科教育基地。这样清华物理系是

全国唯一的一个既有理科基地又有工科基地的系。 

3．四个博士点在全国评估中均进入前列：1992年在全国学科评估中，

物理系的四个博士点在全国排名均在七、八名左右(前几名还包括了

一些研究所)，系的综合排名应该还要好一些。 

4．“111”工程的提出及其实现 

1994年--1995年期间，清华大学已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

口号。在这种形势下物理系应该怎麽办？系里组织全体教师讨论物理

系的规划，规划提出，物理系要“伴随着清华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前

进的步伐，再创清华物理系的辉煌”,对物理系来说，首先是创国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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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然后再建世界一流。并提出在 20世纪末“争取评选出一位院士，

累计得十项大奖，每年 SCI 论文达到 100 篇”的所谓“111”工程。

系主任顾秉林在向学校汇报时，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但也有的部

门负责人说物理系在吹牛。事实上除李家明院士 1997年调入清华外，

顾秉林 1999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到上世纪末 SCI论文也达到了 100

篇。因为后来不评部委级科技奖了，所以 10项大奖可能还不太够。 

物理系就这样在奋斗，拼博中走过了 20世纪的最后 10年。 

步入全国一流的行列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清华物理系又上了一个台阶，现在已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物理系已是全国一流的物理系了，这可以有以下

几个方面来标识： 

1. 理科基地被评为全国四个优秀理科基地： 

物理学理科基地的评估实际上是对各校物理系综合实力的评估，

1998年在全国 15个物理基地中要评出四个优秀基地，对这四个优秀

基地，国家要给予重点支持。经过激烈的竞争，清华的物理基地进入

了四个优秀基地，让全国物理界刮目相看。 

2. 成为第一批按一级学科授博士学位的物理系 

1999 年在全国物理学科按一级学科授与博士学位的竞争中，清

华物理系成为全国第一批按一级学科授博士学位的五个物理系之一，

这是清华物理系进入全国一流的一个重要标志。 

3. 院士数达到全国物理系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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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3 年物理系又有 3 位教授被评选为中科院院士， 1999-2000

年又从校外调入的三位院士，这样，物理系院士总数达到 8人，是全

国院士最多的系。 

4. SCI论文居全国物理系第一。 

我校物理系教师数虽然不及一些学校教师数的一半，研究生数也比

许多学校物理系少，但是 2003年和 2004年清华物理学科的 SCI论文

数都已居全国物理系之首。 

5. 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及杨振宁先生受聘清华教授 

这件事在国内外都影响很大，大大提高了清华物理系的研究水平和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6. 天体物理学科的建立和迅速发展 

1998 年开始筹建天体物理学科，2000 年李惕碚院士调来清华主持

天体物理学科。2001 年清华大学成立天体物理中。此后，又从国外

调回几名有成就的中、青年教授，几年内天体物理学科在清华迅速发

展，2003 年天体物理学科同时获硕士点和博士点授予权，同年在全

国学科评比中进入高校前四名。 

7．取得了炭氮纳米管生长、公里级长度超导线材研制、超导微波天

线等多项国内领先的重大科研成果。 

8．与校内其他系及中科院合作完成了 973 项目“天体高能辐射的观

测与研究”，该项目已获准进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立项的轨道。 

9．从 98年开始创建的基础科学班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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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批优秀学生到物理学科并涌现了一批很出色的优秀学生。 

向世界一流前进 

2003 年受当时王大中校长的委托，组织了以杨振宁为首的国外

知名学者对物理系的教学、科研进行全面评估，以找出我们与世界一

流物理系的差距。差距找到了，奋斗目标更明确了，全系上下一条心，

意气风发地朝着创建世界一流物理系的目标前进。 

我见证了物理系从初创到步入全国一流的全过程。对物理系的每

一步前进都感到由衷地高兴。现在虽已接近退休年龄，但还要发挥余

热为物理系的发展再做贡献，并要保养好身体，我还要看见物理系步

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并和全系师生一起分享奋斗和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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