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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徐叙瑢院士读书、教学、科研几个方 面 的 访 谈，从 求 学 西 南 联 大、留 学 苏 联、开 展 发 光 学 研 究 等

几个阶段，反映其献身科学与教育的人生历程与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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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叙瑢（１９２２～ ），山东济南人．１９４５年毕业于

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１９４６～１９５１年在北京大学物

理系任教．１９５１年被中国科学院派往苏联П·Н·列

别捷夫（Лебедев）物理研究所学习、研究，１９５５年获

得物理数学 副 博 士 学 位．同 年 回 国，先 后 在 中 科 院

（应用）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５～１９６５年）、长春物理研

究所（１９６５～１９８７年）、天津理工大学（１９８７～１９９６
年）、北京交通大学（１９９６年至今）等单位工作．

在科学研究中，徐叙瑢院士最突出的贡献是在

发光物理方面．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赴苏深造期间，他
首次发现了不同能量的导带电子具有不同的行为特

征，开创了过热电子研究的先河．该研究成果冲破了

诺贝尔奖得主 莫 特（Ｎ．Ｆ．Ｍｏｔｔ）的 有 关 论 断．回 国

后，他倡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自此开

始了我国发光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曾得到毛泽

东的鼓励和赞赏．在对电致发光诸多基本问题研究

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电致发光器件结构的分层优化

方案．此外，徐叙瑢对高激发密度下的光谱变化、能

量输运在纳秒及皮秒的时域特点，输运的反向、瞬态

光谱中的激发态弛豫及声子发射的特征，非线性效

应的皮秒特性及来源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研究．他还

十分重视发光学在军事、农业、医学等领域的应用，
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之星、香港何梁何利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奖项．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除了在学术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外，作为我国

发光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徐叙瑢院士为我国发光学

科的整体发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组建了我国

的发光学会，并多年担任理事长．徐叙瑢还在我国发

光学界的对 外 交 流 方 面 做 出 了 大 量 工 作．１９８７年，
在他的争取下，第八届国际发光学会议在北京召开．
特别重要的是，多年来，他培养了我国发光学科的主

要骨干，帮助建立了主要研究基地．
１９５９年，徐叙瑢和黄有莘等人一起在中国科技

大学物理系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专业，并亲自

制定了发光学教学计划，开设发光学专业课，编写发

光学讲义．期间所培养的发光学方面的人才大部分

已成为我国发光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与学术带头人．

１　 求学联大 ——— 步入物理殿堂

　　 问：徐先生，您好！ 西南联大，尤其是物理 系，
培养出 了 大 批 科 技 人 才，您 觉 得 其 内 在 原 因 是 什

么？

答：邹承鲁院士在临去世之前特别写了一个建

议，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西南联大．我觉得西南联大

之所以能培养出大批的人才，是靠它的动力，靠它的

环境．这对物理系来讲，对别的系来讲，都是一样的．
当然，物 理 系 有 它 的 特 点，所 以 它 的 人 才 是 比 较 多

的．比如做低温的洪朝生，当时他留美、留英都考上

了．他不是物理系的，后来把留英的机会让给了物理

系．所以 我 认 为，联 大 之 所 以 能 培 养 出 比 较 多 的 人

才，最主要靠它的动力，动力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

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
问：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物理系？

答：我哥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后来在济南教

书．六中是所有山东学校集合地，他在那是比较受欢

迎的．他跟我说学数学太抽象，不如学工、学物理．于
是我就学物理了，当时并没有一个要揭示自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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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秘）的目标，但很感兴趣．我在中学里专长是 数

学，但是我的语文也是很好的，考试都接近或是１００
分，这两科都非常好．物理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教得

也很好，但没有多少印象了．
问：近代物理开设了哪些实验？ 其他课还做了

哪些实验？

答：只有密立根油滴等四五个实验．其他的，无

线电有个实验室，我也没什么印象了．普通物理没有

实验室．
问：当时 为 研 究 生 开 了 很 多 课，本 科 生 也 可 选

修．您选修了吗？老师的讲课有什么特点？

答：我就选修了量子力学．这也是物理系的一个

特点．当时的讲课特点：一是没有教材，讲课时就列

一个提纲；二是比较接近最新的成就．这些教授刚从

国外回来，国 际 上 有 什 么 动 态，他 们 都 能 够 介 绍 进

来．但只 有 近 代 物 理 有 实 验，其 余 好 象 没 有 什 么 实

验．再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学术气氛浓厚，有不同

意见就吵．最突出的是杨振宁、黄昆、张守廉，这三个

人在茶馆里吵，在路上也吵，走到哪吵到哪．还有我

们的上一届（１９４４届），他们住在对面，经常吵，吵的

都是科学问题．我觉得这一条非常重要，而现在却保

密，有什么思想生怕别人知道．
问：您觉得联大物理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答：也没有说的很明确．我觉得当时培养的主要

是研究人才．我大学毕业那年，同班的几个，朱光亚、
邓稼先、林书闵，大概五六个人，都考研究生，谁也没

被录取．
问：您觉得联大的教育和当前的教育有什么不

同？

答：这有很大的差别．现在人说不干就走人．比

如美国给一个ｏｆｆｉｃｅ，给基金，就到那去．这也就是科

协后来提到的科学不端行为．我觉得人最主要的就

是诚信．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都很努力地学

习，还半工半读．大一的时候，我哥哥把他的毯子等

值钱的东西卖了供我上学．可是一年以后，我就挣钱

了．当时昆明市联大学生工读的比例大概要占百分

之九十几，甚至连大钟都是联大人敲的，联大人在社

会上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我在念一年级的时候，老师

看我做的一些习题，发现我的字体很好，就叫我抄文

献，有法文的、德文的，看见什么就画什么．一个暑假

下来，挣的钱就刚够吃饭的．因为我在那里没有社会

关系，只能依靠学生会，做教学模型，甚至磨豆腐，哪
儿缺人就上哪儿干．这样，时间就变得非常珍贵了，

要保证学习时间，就得早起晚睡．
问：联大的学习资源怎么样？

答：哪能提得上资源，图书馆就一间大房子，我

估计有１０排桌子，一排桌子可以坐３０人．大概一共

就只能坐３００人，而联大有上千人，怎么办呢？大家

就挤，有时把门都挤坏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泡茶

馆”．当时和我来往比较多、相互比较关照的是邓稼

先．联大有个文林街，我们常在那个地方看书，座位

可以保留．所以说资源是非常欠缺的，幸亏有这个茶

馆．
问：看您的英文笔记记得这么好，您当时的老师

授课时，是用中文还是英文？

答：都有．周培源用中文，掺杂一些英文．赵忠尧

完全用英文，姜立夫也是．教我数学的那位教授用中

文．我觉得当时用英文也是不得已，为什么呢？因为

中文说起来人们根本听不懂．比如饶毓泰，江西话，

听不懂．还有教无线电的朱物华，说浙江话，也听不

懂．所以说是不得已才用英文．吴大猷的课我听过，

他出了一套书．饶毓泰是第一个提出来要在大学里

做研究的人．

２　 继续深造 ——— 确定研究方向

　　 问：后来您是如何到北大任教的？

答：１９４５年我毕业以后，联大要北迁，什么人都

不要，我就到光学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到北京去

可以做助教，所以１９４６年３月份我就去了，真正到

北大工作是１９４６年秋天．
问：您到北大以后做了饶毓泰先生的研究生，研

究方向是什么？

答：我跟他做拉曼光谱．美国送了他一个光栅，

很大的一个光栅，我前头有一个研究生没做好，就没

能毕业．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显影液配得

不对，后来他就走了．
问：您又是如何到苏联留学的呢？

答：这是很偶然的事了，当时是面向全国招考，

沈克琦（后来的北大副校长）、我和清华的两个人，我
们都去作主考．考完了以后，科学院一看，他们一个

人也没有，就不干了．于是就提出让北大、清华给他

们派人．北大就派了我和化学系的陶宏（就是陶行知

的儿子），清华派了黄祖洽和冯康．
问：为何您到苏联之后就师从瓦维洛夫做发光

学研究呢？

答：是这样的：我临去之前，中科院物理所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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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长（施汝为）找我谈话，说物理所各个方面的研

究都有了，就缺发光方面的．所以，我到苏联之后就

开始做发光学研究．瓦维洛夫当时是苏联科学院院

长，后来他的一个学生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他已经

去世了．他的工作作风传承得非常好，就是要“顶天

立地”．
问：您在那儿的学习、研究情况如何？

答：那儿和美国差不多，实行综合考试：自己准

备差不多了，就去参加考试．
问：论文由谁指导呢？

答：室主任给我配了两个导师，一个物理的、一

个化学的，都 很 好．一 个 叫 安 东 诺 夫·罗 曼 诺 夫 斯

基；另一个是女的，德国人，叫康斯坦丁诺娃，这两个

人都去世了．

３　 兼职科大 ——— 培养发光学人才

　　问：您对１９５８年科技大学的创办有什么印象？

答：“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当时科学院的计划

就是要各研 究 所 去 开 课．所 以，我 们 就 成 立 了 一 个

班，我、范希武、许少鸿都去讲课．１９５８年的时候 很

需要人，后来，我们吸收一部分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专

门成立了所谓的“中国科技大学二部”，专门教授发

光学的知识，然后就直接到我们研究所，我们叫它二

部．科大本部那边我们不管，是黄有莘管的．我们共

有１０个人左右，老人员有５个，其余都是１９５５年后

才进来的．我们都是兼职的，而黄有莘当时是系副主

任、支部书记，是专职的．
问：科大的发光学方向是怎么确定的？

答：我们帮科大建立的这个方向，别的我们也不

会啊．我们要 建 立 就 只 能 建 立 发 光 学，１９５８年 建 校

时就有．那时研究所要帮助科大建立各学科，所里有

什么，就建立什么学科．当时施朝淑是助教，就一个

人，黄有莘是主角．就在计算所对门上课，我写的讲

义都还有．大概有三十几个学生．开始上课时就４个

学生，一个班还不够，就开设了一门课，一开始就有

讲义．我们分段上课．我是一开始就讲，大概是一二

三章，我不大记得了．许少鸿接着讲，范希武是１９５７
年去的物理所，后来就派他劳动去了．所以他只能做

助教的工作，还不能马上讲课．
问：您能否谈一谈当时的教学情况吗？

答：那不很简单嘛！是我写的讲课大纲，就是按

发光学的内容列出一些主要的东西．那时有些实验

是学生到我们实验室做的．最早考研究生的是张新

夷，１９６５年，他跟我到东北去了，文化大革命后就没

有再上课．那时很马虎，能毕业的就毕业了．当时大

家很努力，所长施汝为说，你到那去兼课吧．我们就

去了．发光学方向是根据物理所的研究方向提出的，

黄有莘是院里决定派到科大的．我们带了两个班的

课，第一个班是方容川那班，然后是蒋雪茵那班；蒋

现在在上海大学．他当时也考了我的研究生，第二届

的．后来就不知道了，施朝淑比较清楚．后来在发光

学领域比较有名的有方容川、楼立人、郭常新，他们

几个人都是头一届．后来经过锻炼，他们及施朝淑都

成为科大发光学的主力．
问：您到东北以后，长期任物理所的所长，这一

时期科大的发光学方向是不是给你们输送了一些人

才？

答：那当然是了；后来一任的所长就是科大毕业

的．
问：我这有一份１９７７年科学院给吉林省的一个

文件，说这一届科大发光学方向分配一批学生到吉

林，要求尽量照顾物理所．这是不是你们当初要的？

答：对，是这样，就是要科大的学生．后来我们所

招收博士生时，对科大的硕士有时就采用免试的办

法，因为科大的学生质量是比较好的．这么多年科大

为吉林物理所输送了大批的发光学方面的人才．现

在吉林物理所并到了长春光机所，成为长春光机物

理所；留下的主要是凝聚态物理，有一个激发态开放

实验室．而这里的头儿，主任、副所长，都是科大的．

４　 科研历程 ——— 奠中国发光学之基

　　 问：下面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的科研历程．
答：做科 研 也 要 继 承 革 命 传 统．那 么 多 人 抛 头

颅、洒热血，好不容易创造出现在这么一个条件，在

这一代手里把它破坏了，那我坚决反对．
问：您在参加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时有没

有就发光学提出一些建议？

答：有 啊！ 通 过 阴 极 射 线，就 是 电 视 机（显 像）

方面，通过这种形式设一个专项，在半导体这个项目

里头．当时我到苏联去，他们特别给我做了一台阴极

射线的测试仪，后来产业部门也去要这个东西．苏联

当时对我们建立发光学的帮助很大；我需要什么仪

器，他们很快就做出来了．
问：我 们 的 发 光 学 实 验 室 建 立 的 过 程 是 怎 样

的？

答：那就是先考虑一下要弄些什么设备．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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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亲手做出来的，像加热发光的设备，是用木头做

的框架．如何用它来控制加热都还是个问题，都是通

过我们积累经验，把它的规律找出来了．单色仪从苏

联买了一个．刚才讲的阴极射线仪也是从那儿买的．
当时仪器还是比较落后的，几乎没有光电的设备，都
是用眼睛看．他们曾送我一套校准的标准灯，还有亮

度计等，都是他们用过的，焦距都定好了．那时中苏

关系很好的．
问：白手起家将实验室建起来，除了您之外，还

有其他人吗？

答：还有 陈 一 询，后 来 到 新 疆 物 理 所 当 所 长 去

了，他是比较早来和我做这套设备的．化学方面就是

苏方中（音），已经去世了．后来又进来几个人，罗唏、

范希武等．
问：您在１９６１年开始电致发光的研究，１９７９年

转向能量传递的研究，１９８３年又开始生物发光的研

究．这 些 研 究 方 向 的 转 变 是 出 于 什 么 明 确 的 目 的

吗？

答：没有．我 对 导 带 电 子 的 电 子 行 为 比 较 感 兴

趣．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莫特在《晶体中的电子过程》

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断定，导带电子不可区分．我

的工作就是反对他的观点，但我并没有正面提出这

个问题，尽管我的结果证明他的结论是不对的．
问：您指出他的错误，他有没有什么反应？

答：我没有跟他提，在苏联的一个会议上讲过．

１９８１年，我到英国访问的时 候，英 国 皇 家 学 会 会 员

黑尔色姆（Ｈｉｌｓｕｍ）请我到威尔士去 看 雷 达 及 信 号

中心，要乘火车．到了火车上，我看见莫特坐在那里

等我．所以我非常钦佩外国的这种做事风格，他不因

为你否定他的结果，而对你不满意．他一直陪我到信

号中心做过报告以后才走．这件事说明真正的大科

学家，他的胸怀是宽阔的．

问：１９８７年５月，由您主持的国际发光学会在北

京举行，这有什么背景？

答：在这之前的国际发光学会议上，我就提出来

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一些工作在国外为同行

所了解，很受欢迎．那时我们的工作跟国际上是同等

水平的．经过“文革”以后，我再出去看一看，有些都

看不懂了．他们的方法、提出的问题、所用的设备都

是新的．我回来以后，当时的想法就是“临渊羡鱼，不

如退而结网”．１９７８年做了所长以后，我就做了三件

事：第一就是培养人才，我派出去大概４２个人到不

同的国家，因为我去参观访问过，知道哪里水平高，

哪里有比较强的研究人员．第二是更新设备，当时就

有很多人反对了．因为我不是给你配一套，给他配一

套，而只是给研究所配一套．我坚持在所里成立一个

能谱实验室．卢嘉锡讲开放实验室，头一个候选人就

是我们．第三是调整课题．原来的课题太陈旧了，要

更改成新的课题．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很快就有一些新

成成果了．所以１９８３年在科大召开了一个发光学会

议，我就 提 出 想 办 法 召 开 国 际 学 术 会 议，他 们 都 同

意．１９８４年这个国际会议在麦迪逊（Ｍａｄｉｓｏｎ）召开，

当时我才做过开颅手术不到一百天，就出国去争取

了．我觉得有责任把中国的发光学推到国际舞台上；

所以我就去争取了，就争取来了．１９８７年，这个会开

完了以后，外国人开始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中国．原来

还有人认为“这个会在中国开，不是开玩笑吗？”但

开完了之后，他们认为比上一届在日本开得还高明．

自那之后，我们已经开了４次国际会议了．那时国内

还没有召开过比较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

问：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您就组织成立了发光学

会，并创办了专业杂志《发光学报》，这是不是标志着

发光学的成熟？

答：对！我 一 直 主 张 大 家 要 互 通 有 无、互 相 帮

助、共同提高．所以１９６４年我就组织了一次场致发

光会，１９６５年组织了材料发光会．１９６６年就“文化大

革命”了；但在“文革”当中，周总理曾经有过一个指

示，要开展基础研究．当时我就行动了，但后来又是

“批林批孔”，又不行了．“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许

少鸿、吴伯僖几个人在全国走了一遍，宣传、组织成

立发光学会．发光学会现在已经１０届了．这个学会

高度团结、互相支持、共同提高．学报之前，在长春物

理所就有了《发光与显示》，原来是情报性质；到《发

光学报》就变成学报性质了，有创新性的见解都 可

以在这儿发表．

问：当时国际上的发光学研究状况如何？ 跟他

们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答：国际上，我认为比较分散，苏联、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这几个国家都比较强．我都去参观过，我

派人也都派到最强的那里去．但有的在承担国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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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接 纳 外 国 人．我 们 的 差 距 首 先 就 是 理 论 比 较

差．我后来就希望夏上达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在应用方面我们还可以．到目前为止，和我们同时的

几个七十几岁，近 八 十 岁 的 人 还 承 担 着１　５００万 支

荧光灯的应用研究课题．有的人开创了四五个公司，

还有的人通过产业化对于视觉和照明的关系做了很

多深入的研究．

问：您说我们的理论差些，是指那时的状态，还

是现在？

答：一直是这样．在此领域，我国的理论工作者

还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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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可以被分解，直至分子、原子．还原性思想中包含

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为

最基本的组成要素；第二，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得

到原物的整体；第三，如果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

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

一种机械论，也是西方科学还原论思想的基础．

５．２　 发展出构成论与生成论两种不同的本原说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
所谓本原意指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或一切存在

物都由它生成．前一种观点称为构成论，而后一种观

点称为生成论．构成论和生成论的不同在于，前者主

张变化是不变要素的结合和分离，而后者则主张变

化是“产生”和“消灭”或者转化．这两种观点在古代

东方和西方都产生过，但在西方构成论是主流，而在

东方生成论是主流．构成论的思想经由古希腊原子

论在近代科学中复活而深远地影响着科学的产生和

发展；而生成论的思想虽产生久远但却刚进入科学

领域不久，目前还尚未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但已引

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和讨论［５］．

５．３　 体现了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原子论的演变历程，乃至后来对科学的影响，充

分地体现了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对科学发

展的重要作用．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１）哲学思

辨是探索未知领域的重要方法之一；（２）实 验 是 科

学理论建立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３）辩 证 思 维 方

法是现代科学 研 究 的 最 基 本 的 逻 辑 思 维 方 式；（４）

西方的还原论思想导致了不同于东方整体论思想所

带来的科学发展之路［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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