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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
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
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
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
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
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
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
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
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
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
得以繁茂的关键。
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
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
士高僧无尽的灵感。
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
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
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朱肱，都是对中
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
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
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
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
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
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
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
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硅、赵孟颛、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
为后世垂范。
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
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穗、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
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
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
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
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
、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
一家的文化巨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物理先驱>>

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
名科学家。
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
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
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
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
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
取。
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
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
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
；(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
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
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
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
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
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
之公望!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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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物理先驱：赵忠尧传》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核物理先驱——赵忠尧。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
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
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
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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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出生与童年二、时代变革的影响三、文理科并重的中学生四、人生第一次重要选择五、一脚
踏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地”六、建立清华大学实验物理之基础七、留学岁月接触世界物理学前沿
八、发现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九、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十、义无反顾回国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十一、
何以报国：平民教育和科工救国十二、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十三、一场核物理热的急速升温十四、观
摩美国“蘑菇云”的升起十五、辗转美国各大科研机构十六、新中国科学重建的呼唤十七、回国之路
历尽波折十八、祖国欢迎归国科学家十九、主持核物理研究与研制加速器二十、创建中国科大原子核
物理系二十一、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的影响二十二、发挥余热，推动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二十三、
亲情与友情二十四、风骨千秋，精神长存赵忠尧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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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出生与童年浙江中部偏北有一个县叫诸暨，它东北接绍兴，东靠嵊州，南界东阳、义乌，西毗浦
江、桐庐、富阳，北邻萧山。
诸暨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是古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越国曾先后在
其境内埤中、大部、勾乘等地建都。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设县。
两千多年来，历经境域分合、升州复县及县名更易，但建制未废。
“我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是诸暨人王冕描写家乡的诗句。
诸暨人杰地灵。
绝代佳人西施、郑旦临危受命，忍辱报国，传为佳话。
唐代高僧良价是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教义远播海外。
元代大画家王冕，元末明初杰出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明末清初画坛宗师陈洪绶，均留下宝贵的文
化遗产。
太平天国名将何文庆则以其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战绩而载入史册。
及至现代，英贤哲人迭出不穷。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俞秀松、张秋人、宣中华、宣侠父、汪寿华、郑复他等光照千秋。
著名农学家金善宝、古植物学家斯行健、物理学家何增禄、海洋学家毛汉礼、林学家吴中伦、鱼类学
家陈兼善、航空航天专家冯绥安等科技界精英，均以其卓越贡献而蜚声海内外。
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的6月27日，赵忠尧就出生在诸暨城关镇赵家弄堂(现西施大街东端)。
赵家弄堂历史上在诸暨城关镇还颇有点名气，这里住着多户赵姓家族的成员，势力也相当大。
但因时势变迁，特别是由于战祸的影响，赵家不断衰落。
到赵忠尧的祖父辈，已经成为衰落的大家族中的一个破落户。
父亲赵继和幼失怙恃，又适值太平天国战争，因此受教育不多。
但是，赵继和十分勤奋好学，喜爱读古诗文，又很坚强，没有被艰难的童年生活击倒。
他当过私塾教师，还一边教书一边勤奋地自学医道，后来就以行医为生。
他治疗伤寒病的医术，在当地还小有名气。
但是，在旧社会穷人不到病重是不会轻易就医的，而有钱人即使没什么病，也常找医生开点补药吃。
赵医生为人耿直，并无疾病的阔人找上门来，他会发脾气，说：“有病再来找我!我只医病，不管其他
的。
”穷苦的病人吃他的药虽然有效，但拿不出多少酬金。
付得起重金的富人，他又不肯与他们周旋。
这样一来，家境自然不会宽裕。
好在祖上传下来少许田产，有一点收入，可以补贴家用。
由于当过私塾教师，后又在社会上行医，赵老先生比较多地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情况，也
深受民情的影响。
诸暨民性刚直，富有反压迫、反侵略精神。
宋代的时候，就有农民起义于白塔湖。
明时，百姓合力抗击倭寇。
清咸丰、光绪时，诸暨农民先后组织莲蓬党和白旗党，参加太平军，响应义和团，抗击清军及外国侵
略者。
清末变革和革命的思想在绍兴、诸暨一带影响很大。
赵老先生在清末也受到了一些新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痛心疾首。
他很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但苦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他特别寄希望于子女能够有出息，实现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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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乡村医生朴素而真实的想法，其中蕴含着炙热的民族情感，它深刻地影响着赵忠尧的人生道
路。
赵忠尧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始终恪守父训，把祖国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至晚年在《我的回忆
》中还这样写道：“父亲早年自学医道，行医为生。
他看到社会上贫穷落后、贫富不均的现象，常想为国出力，又感知识不足，力不从心。
因此，他只望我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为民出力。
”赵忠尧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
他出生的那年，母亲已经46岁了。
可以说，两位老人家是老年得子。
而赵忠尧出生时，身体非常弱小，因此，父母亲对这个身体赢弱的小儿子更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捧在
手心，细心呵护。
赵忠尧幼小的时候，父母绝不让他出去玩耍，就连进了小学，也不许他上体操课，唯恐出了什么差错
。
因此，小赵忠尧的功课虽然很好，可惜体操分数每次总是一个大圆圈。
直至晚年，赵忠尧回忆起童年这段时光时还说：“父母亲老年得子，又加我身体弱小，对我管教格外
严厉。
上小学时，父母不许我上体操课，我的体操成绩因此总是零分。
到了中学，也从不让我参加爬山、游泳等活动，我从小只是体育场边的观众。
五十多岁时，我才迫切感到锻炼身体的需要，开始学游泳、滑冰，虽然晚了一些，仍然受益匪浅。
”由于父亲严厉的管教，儿童时代的赵忠尧与外界联系很少。
两个姐姐又都大他十几近二十岁，而且在他读小学时都已经出嫁了，大姐赵彩莲甚至嫁到25里以外的
一个叫马家坞的乡下。
历史上，诸暨城关镇一直是附近数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小镇上店铺林立，各种商肆遍布全镇。
可这些似乎与年幼的赵忠尧没有丝毫关系。
好在懂事的小赵忠尧非常听从父亲的教导，脑海中充满着父亲教导的一些古代先哲名言，再加上西方
的革新思想，一心努力读书，打好基础，将来好为国为民出力。
他的懂事和顺利成长成了父母亲的骄傲。
诸暨文化昌盛，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唐初即已设学宫；元时，除县学外，尚有多所私塾；清末，全县有书院、学塾约’790处，最著名的有
明嘉靖十四年(1535)设立的紫山书院、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立的毓秀书院、清道光六年(1826)设立
的翊志书院、清光绪十二年(1886)设立的邑城义塾等，都在城关镇。
历代科举人才众多。
其后，兴办新式学堂亦得风气之先。
民国初期，小学几已遍及各村，中学为数不少。
诸暨民风尚气争先，争强好胜，凡事攀比。
特别是不论贫富，均喜子女读书识字，获取功名。
是故诸暨代有尊师重教之风，崇尚耕读传家。
在这个文化积淀极深的江南小城，“耕读传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传统美德。
被这种文化氛围浸润、自身又坚定执著的赵继和，自然对赵忠尧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多读些
书，日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由于父亲严厉的管教以及尚学风气的影响，加上缺乏与外界联系，年幼的赵忠尧只能在家里读书。
好在赵忠尧喜欢读书，便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
可以说，赵忠尧完全是在尊儒读经等传统生活方式中度过他的童年时期。
那时的学习，背诵是个基本功，而背古诗文成了赵忠尧童年的重要一部分。
那些音调优美、朗朗上口的诗歌，引起了赵忠尧浓厚的兴趣。
在这方面，赵忠尧表现得特别早慧，有着超出一般儿童的强烈的求知欲，课堂的作业早已不能满足他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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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赵忠尧在课外读了大量优秀诗歌、散文。
他不仅能背，而且能写出属对工整、含义深刻的古体诗或近体诗。
他还读了很多古今小说，古代侠义、神魔、言情、历史演义各类小说均有所涉猎。
他从中不但学到了历史知识，提高了国文水平，而且还受到了传统的道德教育。
正因如此，到中学的时候，他的国文成绩已经大大超出了同年级学生的水平，以至于国文老师不得不
给他布置一些额外的古文来读。
多年之后，赵忠尧回忆起这些状况时，还感叹自己当年在古文诗书方面的成绩，并说“可惜以后未能
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
但不管怎样，赵忠尧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人格成长所需的思想和文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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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这部传记，对我们来说着实十分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时间要求非常紧迫。
因为当我们接受这部传记的写作任务时，离百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全部出齐的截稿时间已经非常近，
必须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投人材料搜集和传记写作，才能完成。
二是材料特别缺乏。
赵忠尧先生虽然是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也是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
的物理学家，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他错过了诺贝尔奖，其贡献长期以来很少有宣传，几乎鲜为人
知，历史的记录材料也就很少。
只是到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杨振宁和李炳安教授开始对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些原始文献进行认真细
致的调查研究，并在1989年正式发表了《赵忠尧，电子对产生和湮灭》一文后，才以确凿证据廓清了
关于正电子发现有关研究的历史本来面目，阐述了赵忠尧在其中的首创性贡献，并提出赵先生应该是
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奖得主。
从此之后，特别是90年代，报刊才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也主要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报道
、回忆和纪念材料。
三是学科跨度很大。
我们虽然长期从事中国的科技文化史研究，但缺乏自然科学本身的学科背景，特别是要弄清楚物理学
的一些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克服以上这些困难，我们放弃了休息时间，放弃了节假日，特别是春节的假期也投入写作。
我们走访了赵忠尧先生的老家诸暨和他就读过的诸暨中学，感受了赵先生儿童时代的生活环境，参观
了诸暨赵忠尧纪念馆，电话采访和请教了赵忠尧先生的女儿赵维勤研究员，访问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
物理系和档案馆、中国科技大学赵忠尧先生纪念馆等，终于搜集了一批虽然零碎但总算能让人理清眉
目的材料。
由于系统材料的缺乏，此前没有一部系统的详细传记可作参考，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是以两个材料作为
基础的，在此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赵忠尧先生自己写的《我的回忆》，二是蔡漪澜、马彤军在80年代
写的一篇较为详细的传记性文章《为了祖国，为了科学——记赵忠尧教授》。
而关于赵忠尧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物理学上最大贡献的两个发现的论述和评价，涉及大量关于当
时物理学前沿的问题，我们基本上采纳了李炳安、杨振宁教授撰写的《赵忠尧，电子对产生和湮灭》
一文。
好在我们还是发挥了自己长期研究中国科技文化史的一些特长，尽量将传主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
化变革中去论述，重视对传主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学术思潮和历史影响等的阐述，这也许算
是本书的特色吧。
如今，传记终于写完了，但回想赵忠尧先生的一生，依然感慨万千。
赵忠尧先生的一生虽然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但仍不失波澜壮阔。
20世纪20年代末，在加州理工学院为寻找反物质挑灯夜战；三四十年代，没有因为错失诺贝尔奖而灰
心丧气，而是为建立祖国的核物理事业四处奔波操劳；40年代后期，为建造我国第一台加速器，拖着
弱小的身躯辗转美国各大研究所，历尽艰辛；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突破重
围，回国之路历尽波折；50年代，建造我国第一台加速器，为建立起新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披荆斩棘；
后又为创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费尽心机。
赵忠尧没有囚为不公而沮丧，也没有因为这些重要发现而沾沾自喜，他始终乐观豁达，“兢兢业业地
为祖国工作”，贯穿其问的精神主线尢疑是赵忠尧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人民、不为个人名
誉和私利的品格。
这种品格不仅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本书写作的精神动力，它还将长期激励着我们后辈，在科学
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赵忠尧先生的女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赵维勤研究员。
她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和请教，并给我们寄来了大量材料和复印文章，成了我们完成本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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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基础。
特别是她一再强调赵老先生一生低调正直、兢兢业业，不喜张扬和吹嘘，给了我们写作本书以重要的
指导。
同时，还要感谢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任，也是赵忠尧先生的学生韩荣典教授，感谢中国科技大
学近代物理系叶邦角教授，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材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搜集材料的线索。
感谢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诸暨市档案馆、诸暨市赵忠尧纪念馆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诸暨中学的领
导，他们热情的接待和服务，使我们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
另外，我们还要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万斌教授，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
院越文化研究所所长卢敦基研究员，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完成本书写作的重要基础。
感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钱卉、詹于虹两位副教授，她们和我们共同完成了本课题的申报，并
参与了一些材料搜集工作。
传记写作过程中还采用了大量前人已经发表的资料，其中绝大部分在书中已经注明，还有一些因为体
例的缘故可能未能一一注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前言和第十九至第二十四节由段治文撰写，第一至第十八节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钟学敏撰写。
由于时问仓促，水平又有限，书中肯定有很多错漏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7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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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物理先驱:赵忠尧传》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该丛书共有100部，它通过对浙江文化名人立传，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有利于今人
见贤思齐，努力进取。
 《核物理先驱:赵忠尧传》为我们介绍的是我国核物理先驱赵忠尧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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