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科技精英

徐叙路是一位物理学家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研究

员
，

博士生导师
，

是我国发光学的开创者和主要奠基

人
。

中国发光学会理事长 � 国际发光学常设组织委员

会委员 � 信息显示学会亚洲分程序委员会委员
。

历任

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所长
、

天津理工学院材料

物理研究所所长
，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副院长
，

中国

科学院激发态物理开放实验室主任
。

现任北方交通大

学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和
“
红外物理国家开放实验

室
”
等 �个国家或部属开放实验室的学术委员

。

孜孜不倦勇踏求学路

���� 年 �月 �� 日
，

徐院士生于我国北方的历史

名城山东济南
。

他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之时
，

他刚从山东临沂孔子庙小学启蒙不久
，

日本侵

略军就在中华大地上燃起战火
。

为了继续求学
，

他毅

然南行
，

与山东各地近千名中学生一起
，

怀着对亲人

的思念和对民族的担忧
，

背井离乡
，

跋山涉水先在河

南
、

湖北就读
，

继而步行进入四川绵阳求学
，

历经辗

转千里的艰辛求学之路
。
����年

，

他考人昆明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
，

由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和南

开大学联合组成�物理系学习
。

在那里他接受了敬仰

已久的吴有训
、

叶企孙
、

饶毓泰
、

周培源
、

吴大酞等

著名物理学家的教诲
。

当时
，

正处在抗 日战争最艰苦

的阶段
，

必须靠 自己的力量攻读大学
。

他帮助教授抄

录书刊
，

刻写钢板
，

油印讲义
，

做教学模型
，

管过学

校图书馆
，

当过家庭教师
，

甚至还磨过豆浆
。

勤工俭

学
，

一直到毕业
。

宁静致远开拓发光路

����年
，

徐院士进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兼

做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教授的研究生
，

并参加了中共

地下外 围组织
。
����年

，

徐老光荣加人 中 国共产

党
，

并晋升为讲师
。

这时
，

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
，

正从各方面汇集人才
，

组织上决定调他到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从事固体发光科学研究
，

这使他感到十分

为难
。

他在光谱学专业已展开了攻坚战
，

放弃 自己钟

爱的研究方向
，

又要中途改行
。

但是
，

他考虑到固体

发光在我国是一项空白
，

国家又迫切需要
，

他毅然决

然愉快服从了组织决定
。

不久
，

他被派往前苏联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学习深造
。

在苏期间
，

徐院士从世界著名科学家莫特的一部

专著上看到这样一个结论
�

导带电子是不可区分的
。

但他对此结论产生疑问
，

他不迷信权威
，

不拘泥于前

人
，

勇于探求真理
，

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

开始

了他的研究和验证工作
。

多少个不眠之夜
，

多少次汗

水伴随着时光流逝
。

徐老以无可辨驳的科学数据证

明
�

当用不同的方法使电子能量不一样时
，

导带电子

在发光中的表现是不同的
，

从而证明了导带电子是可

能区分的
。

他创造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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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

澄清了前苏联和英国两大权威学派对发光衰减规律认

识的争论中各执一词的偏颇
。

著名作家列夫
·

托尔斯

泰的孙子
、

著名光学家列夫
·

尼古拉
·

托尔斯泰评

价
� “

徐的工作是一项非常漂亮的工作 �”
。
���� 年

�月
，

他获前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
，

他的学术成

果传向国际发光学界
。

国际著名发光专家安东诺夫
、

法国著名科学家达尼尔
·

居里等都在各 自的专著中引

用了他的成果
。

同年夏天
，

徐院士学成回国
。

从此
，

他一直致力

于发展我国的发光事业和培育我国的新一代发光学

家
。

他和许少鸿
、

黄有辜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
。

协助黄有萃教授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专

业
，

培养了大批发光学专业人才
。
����年 �月

，

经中

国科学院调整
，

成立了以发光学为主攻方向的中国科

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
，

他任研究员
、

所长等职
。
����

年
，

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院士�
，

同年
，

与许少鸿
、

吴伯嘻等共同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科学会
，

一

曦鹰户��



直担任理事长
。
����年到北方交通大学后

，

创建了

光电子技术研究所
。

在他的领导下
，

该所已建成由一

批博士后
、

博士生
、

硕士生构成的实力雄厚的科研队

伍
，

建成了实验设备先进
、

实验手段完备的高新技术

实验室—
“
信息存储

、

显示与材料实验室
” ，

该

实验室已被铁道部正式批准为部级开放实验室
。

����年以来
，

徐院士以代表团团员
、

副团长
、

团长等身份先后多次到前苏联
、

法国
、

英国
、

匈牙

利
、

捷克
、

德国
、

日本
、

美国
、

芬兰
、

葡萄牙
、

乌克

兰
、

白俄罗斯等国家访问考察
，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在多年的对外交流中
，

他已熟练掌握了俄
、

英
、

德
、

法等多国语言
。
����年 �月

，

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科

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国际发光会议
，

徐院士任地

区组织委员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主席
。

会议开得非常

成功
，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琦教授及国际上著名的

发光学家普遍对我国发光学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
。

����年
，

组织 召开 了 国际场致发光讨论会
。
����

年
，

徐院士又与国际信息显示学会主席
、

英国 ���

技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共同主办了
“
第 �届国际材联

先进材料国际会议—显示材料分会������一����’
���

” ，

获得圆满成功
。

���� 年
，

徐院士利用光探针法
，

证实了场致发

光中的电子离化倍增过程
，

证明了场致发光的碰撞机

理
。

����年
，

徐院士分析了影响蓝色场致发光的瓶

颈过程
，

提出了分层优化方案
。

这个工作的阶段成果

有两项是国际首创
，

并获得发明专利
。

在这项工作

中
，

他发表论文 �� 多篇
，

被邀请到国际会议上做报

告 �次
。

����年
，

在国际场致发光学术讨论会上
，

徐院

士的研究再一次轰动
“
发光世界

” 。

他用流畅的英

语
，

以充分的理论和实验室为依据
，

提出了第三代场

致发光模型
，

从而使场致发光的全彩色显示屏有了实

现的可能
，

这是中国发光领域中的又一创造
。

科技精英 �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
，

徐老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
。

建国初期
，

他参加了我国 �� 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制

定工作 � 在军事
、

农业
、

医学等领域也做出了贡献
。

他领导研制的新科技发光材料
，

使农作物更好地利用

光照
，

增加产量 � 研制的黑光灯
，

可以诱杀农作物害

虫
。
���� 年起

，

他用选择激发的方法研究 了上千例

癌血清的特异荧光
，

为早期诊断癌症提出了新办法
，

该项研究成果获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命名的
“
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

” 。

与此同时
，

徐院士在能量输运
、

瞬态光谱
、

非线
�

胜效应等方面都有创新
。

由于徐院士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
，

他获得 ����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虚怀若谷甘为后人梯

我国发光科研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能占有一席之

地
，

凝聚 了徐老大半辈子的汗水和心血
。

如今
，

��

岁高龄的徐老已满头银发
，

精神矍烁
，

他还是早出晚

归泡在实验室
，

周末和节假 日亦是如此
。

提起 自己的

科技成果和获奖一事
，

这位在发光领域中默默耕耘半

个多世纪的我国发光学科奠基人
，

每每都语重心长地

说
�

我能有今天
，

是历史的机遇
，

不要宣传我个人
。

要宣传爱国主义
，

宣传为人民服务
，

使学生真正理解
“
国家兴亡

，

匹夫有责
”
的内涵

，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

情和学习热情
，

报效祖国
。

这样
，

国家才能后继有

人
，

才不被人欺侮
，

才会有希望
。

徐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

他没有慷慨激昂的话

语
，

他苦苦追求的就是我国发光学科的发展
，

而不是

一己之利或小团体之利
。

他是胸有远见卓识的科技英

才
，

又是诲人不倦
、

热情严谨的师长
。

徐老十分注重

培养学生的创新求实精神
，

经常语重心长地教导学

生
，

在科学的道路上要经过三个阶段
�

一是
“
批判

”

文献
，

从中看到不足
，

找出应该发展的路子 � 二是
“
批判

”
导师

，

找出导师的不尽之处
，

从学习导师到

分析导师 � 三是
“
批判

”
自己

，

知道 自己的不

足
，

做到了知 己知彼
，

才能在探索科学真理的

过程中到达炉火纯青的高度
。

徐老强调集体的

重要作用
，

他说
� “

只有在积累雄厚的科技集

体 中
，

才能有人才辈 出
，

这就是学派 的力

量
。 ”

他总是鼓励大家深人基层
，

深人实际
，

在实践中学习
，

要做出不朽的实验
，

以明确的

物理思想和科学巧妙的方法
，

令人无以置疑地

揭露某一现象或某个规律性
。

他常给大家讲
“
小红帽

”
的故事

， 、

不要象
“
小红帽

”
似的

，

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采花捕蝶耽误了要事
。

要循

序渐进
，

反对哗众取宠和投机取巧
。

他要求学

子们要走三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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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天地

耍花招
，

放烟雾
，

妄想蒙混过关
。

第一
，

侦查员通

过对水沟认真仔细勘 查
，

没有发现任何 可疑迹

象 � 第二
，

陈作案时间充分
，

完全有条件把钱藏匿

在安全的地方
，

不必放在水沟里 � 第三
，

陈当时表

现可疑
。

当侦查员从水沟捞起一袋东西让其辨认

时
，

他看都没看就连声说
“
不是

” 。 ……侦查员这

一连串的发问
，

犹如一把把利剑刺中陈峰那颗作贼

之心
。

他睦 目结舌
，

无言以对
。

但他并没有服罪认

输
，

他又使出拙招
�

改 口说 �万元没放在水沟里
，

是放在其父亲家
。

侦查员押着陈峰直奔其父家
，

但

是 �万元钱并没有找到
。

接着他又说钱是交给了准

备结婚急等用钱的堂弟陈记
。

看得出
，

陈煞费苦心

编造的谎言被一个个事实揭穿后
，

此时他的心理防

线已越来越薄弱 了
，

他内心的慌恐
、

顾虑
、

畏惧 已

情不 自禁地显露出来
。

经验告诉人们
，

这是案犯投

降缴械的前奏
。

专案组审时度势
，

抓住战机
，

针对

陈的心理脉搏
，

开展政策攻势
。

动之以情
，

晓以利

害
，

不厌其烦地作陈的思想转化工作
。

并动员其父

积极配合
，

对儿子说服劝解
。

情
、

理
、

法有机结

合
，

形成合力
，

陈峰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

他终于说

了实话
�

此案是他一手策划
，

与堂弟陈记和同伙梁

忠训共同干的
。

陈记被传到公安机关后
，

态度很不老实
，

对参与

作案矢 口否认
。

但是
，

侦查员早已成竹在胸
，

只经过

几个回合的唇枪舌箭
，

陈记就低头认罪了
。

根据二陈

的交待
，

从陈记的柴房里起获了赃款
。

另一作案同伙

梁忠训也随之被抓获归案
。

内外勾结 绒喊捉贼

嗜赌成癖的陈峰
，

多次娜用公款赌博输掉四五万

元
，

债主通得很紧
。

怎么办�他无力偿还
，

也无别的

办法
，

他下了赌注—利用工作之便
，

偷盗保险柜
。

他先后两次与
“
阿黎

” 、

黎民疆
、

林印
、

覃世源等人

研究策划
，

并决定让
“
阿黎

”
和覃世源二人去干

。

陈

还给他们画了领工区的草图
。

但是
，

正如专案组分析

的那样
，

陈峰与
“
阿黎

”
刚认识不久

，

对他将信将

疑
，

他怕
“
阿黎

”
拿到钱后逃匿独吞

，

落个竹篮子打

水一场空
。

遂即改变了主意
。

他没有把领工区铁门
、

保险柜和办公室门的钥匙交给
“
阿黎

”
去配

，

而是交

给了 自己的堂弟陈记
。

陈记又以 ��以�元作诱饵将梁

忠训拉到一起
。
�月 �� 日

，

陈峰将陈记
、

梁忠训带

到领工区值班室
，

商定作案
。
�� 日凌晨

，

陈记
、

梁忠

训用配好的钥匙打开领工区铁门和房门
，

直入房间
，

在

陈峰的配合下
，

打开保险柜
，

巧 万余元的工资款
，

由陈

记取出
。

然后按照事先的密谋
，

陈记
、

梁忠训二人用衬

裤捆住陈峰双脚
，

用衬衣反绑双手
，

用封 口胶封住嘴和

双眼
，

制造被抢劫现场
。

之后
，

陈峰去敲隔壁梁裕粹的

门
，

给工务段保卫科电话报案
。

陈峰一伙自以为很聪

明
，

其实是最愚蠢的
。

柳州铁路警方经过 �� 小时的

连续作战
，

就破获了这起特大盗窃案
，

追缴了赃款
。

主犯陈峰及陈记
、

梁忠训分别被南宁铁路法院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
。

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

反误了卿卿性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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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看看第一步的正确性
。

徐老着眼祖国科技长远发展

的大局
，

大力扶持中青年学者
，

甘为人梯
。

他常说
� “

我的责任

就是把青年一代带到国际比赛的

起跑线
，

让更多的年轻人超过 自

己
。 ”

他教育年轻人要在实践中

增长才干
，

不要过多留在专家身

边
。

徐老一直担任国际发光委员

会委员
，

为 了扶持年轻人
，

去

年
，

他向委员会提出辞去委员职

务
，

并推荐我国一名年轻学者接

班
。

目前
，

徐老 已发表论文 ����

多篇 � 培养硕士研究生 ��名
，

博

士研究生 �� 名
，

博士后 �名
，

他

们都已成为科教战线的骨干和优

秀人才
。

如今
，

从东北到海南
，

从新疆

内地到东海之滨
，

几乎都有徐老的

弟子
、

同事和合作者
，

他们交 口盛

赞徐老是知识渊博
、

学风严谨
、

胸

襟开阔
、

平易近人的师长
。

“
徐叙珍教授的名字是和我

国发光学科的开创和发展分不开

的
。

除了他本人在发光学研究上

的成就之外
，

他培育了我国发光

学科的主要骨干
，

帮助建立 了主

要研究基地
。

我国发光学是学术

交流活动开展最活跃
、

最有成效

的物理学分支之一
，

这更是和徐

叙珍教授的努力分不开的
。 ”

这

是世界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家黄昆

教授对徐老的评价
。

宁静致远拓发光路
，

虚怀若

谷当后人梯
。
如今

，

古稀之年的

徐老仍壮心不已
，

正满怀豪情地

向着国际科研的前沿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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