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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由年谱和文集两部分组成。年谱部分遵循谱主

王大珩本人生前冀望，以翔实的档案材料，以时间为

轴，客观展现王大珩部分重要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向世

人展示了新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忧国忧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文集部分还精选了王大珩不同时期撰写的 24 篇文

章，全面反映了王大珩作为杰出的应用光学家和战略科

学家，在科研工作及科研组织领导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和

他殚精竭虑、夙夜辛劳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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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生于日本东京中央气象台附近的一所和式住宅内，祖籍江

苏吴县（苏州）。父为其取小名“膺东”， 寓意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

国主义。

父亲王应伟（1877～1964），字硕辅。清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877年9月

29日）生于苏州，我国天文气象学家，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

本，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主要研习气象、地球物理、

天文诸学科。著有《近世地震学》、《气象器械论》、《中国古历通解》等。

母亲周秀清(1889～1974)，毕业于苏州兰陵女子学校，后任教于上海幼稚园。

1912年王应伟回苏州，与周秀清结婚，婚后同返回东京。

9月，随父母回国，住在家乡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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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 一岁

王应伟就职北京中央观象台，任磁力科技正，后为气象科科长，建立起地磁

和气象观测业务，参与了国内第一批气象和地磁观测人才的培训。期间，王应伟

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讲授气象学、天文学等课程。

在北京孔德学校小学部二、三年级学习。入学时通过了初小一年级的

考试，优异的成绩使校方决定，让其直接进入二年级学习。

1920年～1921年 五～六岁

孔德学校，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创办。校址在北京东城区方巾巷的华法教育会的

会址，蔡本人兼任校董，马隅卿任校长，李石曾和北大诸教授沈尹默、马衡、钱玄

同、周作人、陈大齐等兼任校务委员，参与办学；众多北大子弟在此就读，俨然成为

北大子弟学校。“孔德”乃取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August Comte的姓。该校实行十年

一贯制学制，即小学六年、中学四年。提倡白话教学，学习空气活泼，是当时具有革

新思想的学校。

在北京汇文学校读书至高中一年级。汇文学校初中部毕业时，获算学

（数学）和科学（生物）两科最优的银盾奖牌。每科只设一个奖项，只有在

这科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才能获此殊荣。毕业典礼时，母亲和外婆参

加了颁奖仪式。

1922年～1929年 七～十四岁

汇文学校前身为一所教会学校，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设立教堂时附

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

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当时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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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伟调到青岛观象台工作。

随父到青岛礼贤中学高中部学习。

1930年～1931年 十五～十六岁

青岛礼贤中学由德国人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创办。他的中文

名字叫卫礼贤，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1899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

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尔海姆尊孔敬儒，因此起“礼贤”二字为自己的中文名

字，礼贤中学就是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

在中学学习期间，表现出具有超凡的数学天赋。在父亲的教育辅导

下，他初中毕业时就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在初中和高中期间，数学成绩

几乎都得满分。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与钱三强、何泽慧（女）、郁钟正（于光

远）、戴中扆（黄葳）（女）、许孝慰（女）、杨龙生、杨振邦、谢毓章、陈

亚伦等为同班同学。

1932年～1935年 十七～二十岁

1935 年春，清华大学

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

（第一排左起：陈亚伦、

杨振邦、王大珩、戴中扆

（黄葳）、钱三强、杨龙

生、张韵之、孙湘；第二

排左起：周培源、赵忠

尧、叶企孙、任之恭、吴

有训、何家麟、顾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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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于清华大学毕业。在叶企孙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卢默盖克干

涉仪进行光谱高分辨率的实验》，受到高度评价。

1936年 二十一岁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于“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的翌年——1926年。该系对

学生升级选择十分严格，1932年物理系入学新生共28名，到二年级时减少到12

名。到毕业论文阶段，只剩下10名学生，老师指导学生作研究写论文时几乎是一

对一。其中叶企孙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并利用它进行光谱线的

精细结构研究； 从先生指定题目和参考文献，设计实验、制造设备、进行实验到

写论文，是研究工作一个全过程，与后来大学中进行的硕士论文差不多。吴有训

曾说过，你们的毕业论文都比得上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

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

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我的自述》

清华大学毕业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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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夏 ，

清华大学物理系

毕 业 生 合 影 。

（前排左起：王大

珩、戴中扆（黄

葳）、许孝慰、何

泽 慧 、 郁 钟 正

（于光远），后排

左起：钱三强、

杨 振 邦 、 陈 亚

伦、杨龙生、谢

毓章）

春，获“史量才奖学金”，师从赵忠尧攻读核物理专业研究生，从事中

子实验研究。

期间，与赵忠尧共同署名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论文：《Spacing

of the resonance neutron levels of silver, rhodium and bromine neclei》，

1937,140（3548）：768-769

“史量才奖学金”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为研究

生设立的，清华大学每年只有两个名额，物理系当年只有一个名额。

7月，“七七事变”后中断学业，回到青岛父亲王应伟身边。后经周培

源介绍到南京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任技术员，从事膛内弹道研究工作。

8月，随研究所转移到武汉，从事炮兵技术工作。

秋，留校担任助教，协助指导大二中级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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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获伦敦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1940年 二十五岁

在英国伦敦

大学帝国学

院学习期间

札记

7月，在汉口报名参加中英“庚款”第六届留英公费生考试。由于战乱

随兵工署到湖南衡阳乡下。

9月初，在衡阳获知被录取为留英公费生。

9月19日，在香港乘船赴英国，经历28天到达伦敦，进入伦敦大学帝

国学院（London University Imperial College）物理系攻读技术光学专业研究

生。

8月初，与同届留英生彭桓武（爱丁堡大学）、夏震寰（曼彻斯特大

学）、卢焕章（伦敦大学）等赴巴黎、柏林度假，分别受到在法国留学的钱

三强和德国留学的何泽慧的热情接待。

8月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柏林收到钱三强从巴黎发来的电报

后，匆忙搭乘战争前的最后一趟直达火车返回伦敦。

1939年 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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