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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博士 

由百度下载，《青年文摘》1981 年第 2 期 

 

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去年举行的物理博士资格考试中，中国留学生陈成钧考取第一名。

他的考试分数不仅超过第二名分数的 20%，而且打破了哥大物理系历届博士资格的考试

记录。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2083930.htm 
  陈成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陈成钧曾经是河北省唐山市农机修造厂的技术员；也曾是唐山市郊区王盼庄中学一位

几乎没有登过讲台的物理教师；再往远处说，他曾经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历尽辛酸的高

材生――  
    

  啊!高材生  
    
  1954 年，刚满 17 岁的陈成钧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夕，数学教师进行了一次摸底测验，题目很深，很难，许多同学在

这次测验中失败了，陈成钧却得了满分。在许多同学看来最难解的一道代数题，陈成钧的

解题方法优越于数学教师设想的几个解题方案。那位数学教师看了陈成钧的答卷喜形于

色，不禁失声说道:  
  “太突出了，陈成钧的才智太突出了!”  
  他兴趣广泛，写诗、绘画、篆刻、弹琴，还有一手隶体书法。他对祖国，对生活，对

大自然那种最纯美，最强烈，最深沉的感情，充分体现在他那优美的艺术境界之中。他在

紧张的课余所得到的是积极的休息。  
   不过，最吸引他的要算是物理实验室和学校图书馆。他总想办法做一些超出原来实

验要求的、有一些独创性的科学实验，或者对实验装置和程序进行某些改进。 1957 年春

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著名高能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提出并证明了宇称守恒

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下不成立。陈成钧听说后，一颗火热的心沸 腾了。  
  高能物理是人类探索物质结构的最前沿科学。陈成钧对这项尖端科学无限向往，他向

往高能物理的最新学说，他敬仰李政道、吴健雄教授的新 成就。从那时起，他开始读量

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玻恩、爱因斯坦、德布罗意、海森堡和薛定谔等人的原始文章，惠

塔克的《以太和电磁学说发展史》第二卷也成 了他心爱的读物。  
  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刚满二十岁的陈成钧仿佛做了一个梦，似乎还没有醒过来

就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来到北京市玻璃厂烧熔炉了。一切都不容申辩，他的最佳年龄被

剥夺了。从此，他开始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一个求知欲望象火一样热烈的年轻人，突然被迫离开了学校，生活的道路怎么走呢?
他头脑里装着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帮了他的忙。他想 到，挫折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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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性，它可以把人置于死地，也可能使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古今中外许多有作为的人，

常常不是在顺境而是在逆境中取得成就的。无情的打击，虽然 给他心灵上造成了创伤，

但也激起他不甘沉沦的热忱。别无他择，只有抓紧劳动的空隙时间继续攻关。他毅然选择

了自己的方向――继续向物理学进军。他深信，生 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所学得的知

识总会发生效用的。  
  他一面看管炉火，一面用炭渣作笔，以大地作纸不停顿地演算数学公式，推解物理计

算题，或者是录写外语生词。他选择了特重的体力劳动，每天要推小车运送一吨多煤，一

吨多灰，但干完了就可以在炉旁休息。这样，可以得到许多时间来读书。  
  1963 年 9 月他终于摘掉了那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重新回北京大学读

书。  
   劳改生活五年，第二次返回课堂，他的学业成绩依旧是惊人的优秀。经过测验，他

被准予免修英语和化学。为此，他赢得了时间，重新回到实验室做些有意义的实 验，或

者为光学教研室搞些翻译工作。一次，他为学校教研室翻译了一篇很高深的法文科技资

料，北京大学物理系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欣喜地在那份译文前面加了 一句批注:  
  “这样的优秀学生应重点培养。”  
  就是为了这样一句批语，1964 年在一些极左的声浪中，赵广增教授受到了重点批

判，陈成钧也因此取消了重点培养。  
  毕业分配方案是当众公布的。他的同班同学全部被分配到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唯有

陈成钧被例外地分配到唐山市教育局当中学教员。离校前，一位教师郑重地对他说，这样

分配是为了使他集中精力改造思想，要他永远不再做科学研究工作。  
  “真金不怕火炼!”  
  陈成钧的回答使那位教师感到惊愕。  
    

  山路崎岖  
    
  1965 年的秋收季节，陈成钧走出北大，背着行李走在唐山市郊区的土路上――来到

王盼庄中学担任物理教师。那是一个由小学附属初中班独立出来的初级中学。然而，就是

这样一所中学也不允许他登台讲课。  
  1966 年，那“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了。陈成钧这个没有讲过一堂课的物理教师，也

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他最珍贵的时间虚掷于没完没了的检讨书、悔过书和认罪书中。  
  揪斗风稍一停息，他立即请求工作，但得到的回答是:人民的讲台，哪能让黑五类占

领!  
  陈成钧的心没有冷却下来，他继续向物理学进军，他在进行着韧性的战斗。他利用两

派无休止角斗、无暇东顾的时机，悄悄地躲进不引人注目的僻静角落里，以红皮书作掩

护，依然如故地攻读物理学。  
  除了科学知识以外，陈成钧似乎对其他一切全无所求。他不肯按着一般人的生活方式

娶妻成家。  
    

  一项重大发明  
    
  两派角斗，各方面工作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这些都似乎为陈成钧创造了良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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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于是，他悄悄躲进市图书馆，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俄文的，日文的，来自几

个国家的图书资料和技术书刊他都借阅，并帮助市图书馆从事一些必须的翻译工作。  
   他的衣着吃用非常简单，把全部可以节省下来的钱买了电子元件。他试验着制做一

套电子测试仪器。有些电子元件在唐山市买不到。他几次骑自行车到天津、北京 去买。

他自己动手做了直流毫伏表、交流毫伏表、超高频毫伏表、低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

生器、超高频及电视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和双线示波器、晶体管测试 仪、马克思威尔电

桥、扫频仪等，有些测试仪器他研制了几种类型，别致新颖，很有独到之处。  
    
  当时，唐山市拖拉机站(后改名为农机修造厂)几位工人正在试制喷油泵试验台，因一

个偶然机会发现了陈成钧的才华。就这样，陈成钧于 1970 年年初来到拖拉机站工作。  
   喷油泵试验台是喷油泵的“医生”。喷油泵是柴油机的心脏部件。除了拖拉机以外，

柴油机车、柴油汽车、移动式发电站、钻井机、军舰、船舶都需要这种试验台 设备。当

时国产的试验台性能极不稳定，质量没有过关，而进口一台这种机器需要三、四万元。陈

成钧和几位工人师傅一起，访问了上海、无锡、长春、哈尔滨等 地，剖析了西德的“波
希”试验台，奥地利的“FM”试验台，还有捷克、匈牙利和国产尚未过关的各种类型的试验

台。最后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控制的喷油泵 试验台。经过调试，达到了预想的效

果。  
  1970 年 7 月份，这个试验台出现在河北省工业展览会上。1971 年春季，这种喷油泵

试验台又参加了一机部的工业展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出刊的《农机情报资料》

登载了陈成钧撰写的这种新型试验台的技术总结。  
  1975 年春天，他们按照一机部的技术要求成立了试验台联合试制小组，陈成钧担任

组长。  
   1977 年 6 月 4 日，12PSD55 型喷油泵试验台通过了一机部的技术鉴定。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怀着欣喜的心情宣布这项产品主要性能达到了部颁 标准，并达到或接

近国外同类产品。专家们的赞誉，也宣布了我国依靠进口试验台的时代结束了。12PSD55
型喷油泵试验台获得河北省和全国科学大会的科研 嘉奖。  
    

  人才被开掘了  
    
  1978 年初夏季节，《光明日报》登载了中国科学院招考研究生的简章。陈成钧看了

招生简章兴奋得彻夜不眠。次日，他拿了一纸介绍信，欣喜若狂，他想到献身物理科学的

夙愿终将实现了。 

  然而那些被极左思潮禁锢得很深的人，向科学院出具了一纸陈成钧现实表现非常糟糕

的鉴定:“该人在 1958 年定为右派分子，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不改造思想，一贯不尊重党

的领导，表现恶劣……”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党委会上，围绕要不要接受陈成钧为研究生的问

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以研究生导师的名义被邀请参

加了这次党委会。  

  何祚庥教授一手拿了陈成钧那非常出色的考卷，一手拿了唐山市农机修造厂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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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对各种不同意见，作了非常有见识的发言:  

  “首先陈成钧的考试成绩太突出了，他的物理答卷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点小毛病，才勉

强扣除两分；他的社会科学答卷也非常之好……  

  “至于他曾经是右派的问题，我以为他为国家做出的重大发明已经说明了他的现实表

现。至于那个粗暴的评语，已经离奇到荒谬可笑的境地了，已经离奇到没有必要去管它

了。”  

  党的政策拨正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支持了何柞庥教授的意见，陈成钧被录取

了，人才终于被开掘了。  

   1979 年，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回国招收研究生。

陈成钧参加了这次考试。考题是哥伦比亚大学理工学院发来的，非常庞杂的 物理考题原

定分三次答完，可是，那个粗心的主考没有细看考卷前的附言，把三次答完的考卷一下子

拿给了考生，要求一次作完。结果是需要十二个小时作完的十七 题，陈成钧只用了四个

小时用英文答完了十四题，其中九题半准确无误，奇迹就这样出现了，李政道教授阅读着

陈成钧的考卷，赞叹不已。陈成钧没有再通过复试直 接被哥大录取了。  

  李政道教授亲昵地把陈成钧招呼到身旁，微笑着问道:  

  “陈成钧，你此行去美国，打算攻读那一门课程?我们将给你帮助。”  

  “您以为祖国最需要我攻读那一门课程呢?如果需要我攻读实验物理，我就为祖国的四

个现代化进行发明创造；如果需要我攻读理论物理，我就回国当教师，为祖国抚育人才!”  

  李政道满意地点点头，对陈成钧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凭借他那特有的勤奋与韧性，他那聪颖的智慧，他那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三个月以

后，在期中电动力学考试竞赛中他获得第一名；五个月以后，在非常隆重的博士 资格考

试中，以遥遥领先的分数取得第一名。主持考试的吴健雄教授告诉他，他的笔试成绩比第

二名(台湾大学的一名教师)高 20%，而且打破了哥大物理学历届 博士资格的考试记录。因

此，哥大理工学院认为陈成钧可以免除全部硕士课程，直接获取硕士学位，跳一级，开始

作博士论文。这样，他埋头苦干半年，赢得了一年 的时间。  

  博士资格考试揭榜以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苗乐教授主动要陈成钧作

他的研究生。来自新加坡、印度、美国的肤色不同的同 学，天天都来找陈成钧讨论问

题，各国同学心目中的“密斯特陈”是那样淳朴，那样和善，那样才华横溢。许多美籍华人

还拿来玲珑剔透的水晶石和玉料，请他篆刻 手章，他那一双灵巧的手把祖国古老的篆刻

艺术，送往世界各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华人合唱团也发现了陈成钧这个称职的钢琴伴奏和

乐团指挥。今年四月份，在哥大 迎新晚会上陈成钧首次演出了，他除为合唱伴奏以外，

还表演了两首独奏曲。每当他弹起优美的协奏曲，眼前便出现了巍峨的长城，滔滔的黄

河，展现出了社会主义 祖国四个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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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陈成钧从纽约来信，信中说:  

  “谈到人生的价值，最终就是要看一个人的一生的活动对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对于生

产力的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永恒的历史尺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  

  “至于我自己，还是那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即使再炼我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我仍要锻炼身体，积累知识，为了中国人民的明天，尽力去做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推动

作用的工作。”  

  陈成钧最近还为青年朋友重译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颂人生》因篇幅所限，节录

其中几句:  

  “……  

  人生的道路和归宿，  

  不是享乐也不是忧愁。  

  努力啊，为了每一个明天，  

  每个明天都比今天胜一筹。  

  让我们奋发有为吧，  

  悲欢乐合不动心，  

  进取吧，探索吧，  

  做一个勤劳耐心的人!”  

  (摘自 1980 年 10 月 18 日《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