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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序

1979 年提出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即 CU SPEA )

已过去二十多年了。在 1979 年开始到 1989 年这个项目实施的十

年中, 到美国深造的有近千名中国物理专业的年轻研究生。现在他

们都已进入了壮年, 在学术和个人事业上都有了不同的成就。二十

多年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经济上有了很大增长, 科学技术和教

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二十多年来, 中国变化之大, 令人惊叹

不已。今天在中国, 出国留学已是十分平常的事了。回忆二十多年

前 CU SP EA 开始实施时的情景, 确实使人感慨万千。

当时, 因为中国长期的封闭,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

动乱和浩劫, 使得中国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科学

技术方面的落后, 尤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停顿, 使祖国整

整一代年轻人没有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缺少了掌握先进科学技

术的年轻一代, 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1979 年春

我趁着国内刚趋好转的形势, 在北京为祖国近千位优秀青年补课,

每天从早到晚讲了近两个月研究生的物理课。目睹当时祖国面临

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 我忧虑万分。我深感, 为加快祖国科学

技术人才的培养, 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

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 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

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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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去系统学习, 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 也是我义不

容辞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才在 1979 年设计了这一独特的

CU SPEA 项目。但是,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 总的说来

国家还处在封闭状态, 出国留学的渠道不通。再加上国家财政十分

困难, 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经费支持他们出国学习。更严重的

是, 尽管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 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之

中,“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在人们思想上还有很大的影响。出国留学

尚属十分罕见。国内外不少人仍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对待这个

用改革开放方式为祖国培养优秀年轻人才的计划。国内教育界也

有相当多的朋友还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 因而不敢赞同。

在美国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申请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

的手续和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 完全格格不入。凡要入美国任何大

学的研究院的学生都必须先通过 GRE 考试, 非美国的外国学生

还必须通过 T OEFL 考试。学生要先填好想入的各校各不相同的

入学申请表, 随同学生所在学校的成绩单、教授介绍信、入学申请

费(美元) 等, 一并寄到学生想入的各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公

室审查合格并初选后才转到该校研究院的各系。各系招生组的教

授才能选择录取。

1979 年和 80 年代初期, 在中国根本没有 GRE 和 TO EF L 考

试。美国的学校对中国大学在“文革”后的学术水平又毫无了解, 若

按上述程序申请赴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学习, 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

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特别的入学渠道, 而且还要有维持这么多留学

生的经费, 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

1979 年春, 当我还在北京讲课的时候, 就为这个问题做了一

点试验。我和我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 请他们

出一份能达到入哥校物理系研究院标准的试题, 寄到北京。在科大

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吴塘副院长协助下, 举行了第一次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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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SPEA 试点考试。从中选了五位同学。然后我将这五位同学的

试卷和履历寄至哥校, 请哥校物理系开会决定, 这五位同学是否能

入哥校为研究生。如能够入哥校研究生院, 能否由物理系承担他们

所需的全部经费, 直到得到博士学位。同时, 我又请物理系替这五

位同学向哥校大学招生办公室补办了入哥校的全部手续。由于这

五位同学成绩优良, 他们都获得了哥校物理系的同意, 顺利地入学

了。有了这样一次具体的实践, 我就比较容易说服中国科学院和教

育部的领导和同仁们, 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赞同。

因为我是哥校的教授, 哥校的手续比较容易办, 而其他大学

呢? 这就产生了 1979 年年底第二次 PRE-CU SPEA 试点考试。在

美国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外, 有 CCNY , Carnegie-Mellon, Oregon,

P ittsburgh 和 V irginia 五校的物理系参加。开始的时候, 这五校的

招生办公室都是反对的, 因为按美国大学的规定, 申请入学的第一

轮审查机构应该是大学招生办公室。他们不能放弃这份责任和权

力。因此, 我很费力地向各校的招生办公室主任说明当时中国的特

殊情形。各校物理系的朋友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幸运, 我都

说服了各校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员。同时, 这五校物理系也同意负

担被选上的 PRE-CU SPEA 学生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 直到获得

博士学位。

1980 年 2 月 1 日, 我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 向 53 所美国高

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二百多封内容相同的信

(请阅本书所收我写给 MIT 林家翘教授的信 )。从那时起, CU S-

PEA 才算正式全面地开始了。因为 CU SPEA 的制度和美国入学

制度完全不同, 而且, 规模又不小, 因此, 在美国的工作量也是相当

大的。

出人意料的是, 正当第一届 CU SP EA 繁忙地展开工作的时

候, 却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籍华人学者完全不和我讨论, 直接给国

内写信, 反对 CU SP EA。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甚至在信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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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SPEA 用了“丧权辱国”、“比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半殖民地都

不如”之类“文革”式的大帽子。他们说, 20 世纪初中国处在“半殖

民地”时, 虽然是用庚子赔款设定的清华留美奖学金, 但清华留美

的考试还是中美合办的。可是在新中国领土上进行的 CU SPEA 考

试试题却完全是由美国人出的。这岂不是比“半殖民地”更低。所

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想像出来, 这样的帽子在当时

的中国是多么严重和可怕的事。当时 CU SPEA 这个项目面临的阻

力和压力之大, 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们不可想像的。为此, 我不得不

又专程到北京去解释: 清华留美考试是奖学金的考试, 得了这个奖

学金并不等于入了美国大学。入美国任何大学, 还必须通过美国各

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必须是美国学校出

题。而当前, CU SPEA 仅是将几十个美国大学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

集中的“入学考试”。况且, 全部经费是由美国各大学来负担, 所以

试题当然是由美国学校出。如同现在每一位赴美国大学和研究院

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都要经过由美国出题目的 GRE 和 T OEFL 考

试一样, 是与“丧权辱国”之类帽子毫不相干的事。就在 CU SPEA

存亡的关键时刻, 幸而得到了小平先生和当时其他中央领导的坚

定支持, 以及国内科学、教育界的不畏压力的忧国忧民之士的大力

帮助, 克服了重重阻力, 才得以实施。

这样独特的招生方式, 在美国正规的招生计划之外, 每年从一

个特殊的外国招收近百名物理研究生, 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我的基础工作就是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从物理系到招生办公室

去作说服。终于说服了他们, 并在美国各大学友好学者的支持下,

CU SPEA 的第一年, 就得到了包括美国所有名牌大学在内的 53

所大学的认同, 使它的实施得以成功。后来参加 CU SPEA 的美国

和加拿大的大学则增加到了 97 所。

中国国内的 CU SPEA 工作是在当时主持科教工作的方毅副

总理及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下, 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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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北京大学沈克琦负责日常工作。老一辈物理学家王竹溪、马大

猷、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先后主持了物理考试的阅卷, 李佩负责

英文考试。以严济慈老为主席, 钱三强、王淦昌、王竹溪、黄昆、马大

猷、朱洪元、谈镐生、陈佳洱及各有关高校的教授、教委的黄辛白及

有关领导组成的 CU SPEA 委员会, 每年开会审查、确定向美国推

荐的学生名单, 工作十分严肃认真。国内 CU SPEA 工作每年从报

名、考试、阅卷到确定名单, 没有任何行政方面不恰当的干预, 严格

公正, 绝无不正之风, 赢得了中美两国有关高校及祖国青年学生的

高度信任。祖国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工作之辛勤严谨, 他

们对年轻一代的爱护和关心, 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每年 CU SPEA 考试后, 安排被选上的近百名 CU SPEA 学生

进入美国几十所参加 CU SPEA 项目的大学研究院, 又是一个很复

杂的问题。我定的原则是, 每位 CU SPEA 学生均可自由选择想入

的某一所参加 CU SPEA 的大学; 每一大学亦均可自由录取向该校

申请入学的某一位 CU SPEA 学生。因此落实入学学校的手续是需

要精细设计的。每年从 1 月至 4 月, 在我确定的日期内, 分三轮进

行。每一轮中, 每一个 CU SPEA 学生可向想入的某一所 CU SPEA

学校申请, 而每一参加 CU SPEA 项目的学校可决定录取某几位申

请入该校的学生。最后的去向则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在美国大

学, 通常录取学生的标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 个性、喜好等也是

很重要的。因此, 每年我邀请二位物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 为

CU SPEA 面试学生。他们专程去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 与

该年已被选上的近百名 CU SPEA 学生, 一对一地作一小时的英文

谈话。通过谈话, 他们对每一位 CU SPEA 学生, 作一扼要的性格形

象评价。由于被邀请的 CU SPEA 面试人都有较丰富的教育经验,

他们对每位 CU SPEA 学生的评价, 虽然只是短短五六行字, 但通

常是很准确和中肯的。然后, 由我的助理 Irene 女士将每位选上的

CU SPEA 学生的考试成绩、简单履历和 CU SPEA 面试的评价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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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一 CU SPEA 册子, 寄到美国各所参加 CU SPEA 的大学研究

院, 各校以此作为录取 CU SPEA 学生的主要材料之一。

在美国, 所有实施 CU SPEA 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每年三轮向

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 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 甚至

每位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 都是我和

夫人秦惠�及助理 Irene 女士一件件地去做的。在 CU SPEA 实施

的十年中, 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精力。虽然这对

我是很重的负担, 但我觉得以此来回报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

的祖国母校和老师是完全应该的。

现在看来, CU SPEA 实施的十年不过是中国物理学发展历史

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它确实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起到了它

应有的历史作用。

每当想起 CU SPEA , 我都会想到小平先生和中国当时主管科

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 想到上面提到的这些老一代

科学家和教育家以及很多很多支持 CU SPEA 的科学界和教育界

的朋友。我也十分感谢美国支持 CU SPEA 的九十多所大学的教授

们。我的夫人秦惠�和助理 Irene 女士在 CU SPEA 实施的十年

中, 为所有赴美的中国年轻人所做的一切, 更是历历在目。今天, 他

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们在中国科学和教育处于

人才断档的严重时刻及经济十分困难的环境下, 为中国科学和教

育的发展所做的努力, 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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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①

《CU SPEA 十年》一书,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 22

年了。1986 年, 科学出版社还曾经出版过一本《CU SPEA 纪念

册》。这两本书, 记载了这个项目的缘起和全过程。在国内纪念

CU SPEA 20 周年时, 组织者决定出版一本有关 CU SPEA 全过程

的书。经各方研究, 一致认为, 将 198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CU SPEA 十年》书中加入《CU SP EA 纪念册》中的一些内容后再

版, 是最好的方案。再版时除了其中重复的部分和物理试题有所删

减外, 增加了沈克琦、赵凯华教授为去年 11 月在纽约举行的

CU SPEA 二十年和李政道教授 75 诞辰纪念会写的“CU SPEA 早

年历史”, 并将朱光亚教授 1996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高等科

学技术中心和北京现代物理中心成立十周年及李政道教授 70 寿

辰庆祝会上所做的“李政道物理生涯五十年”附在了后面。其他均

保存原貌, 书名仍沿用《CU SPEA 十年》并请李政道教授为再版作

序。这对于人们回顾这个选拔派出近千名留学生的项目, 会是有益

的。

此书今年再版时, 正值海内外的 CU SPEA 校友首次在北京聚

会“纪念 CU SPEA 20 周年”, 同时举办“21 世纪的物理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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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CU SPEA 学者研讨会”。我想大家会愿借此机会, 对李

政道教授 76 岁诞辰的到来, 表达衷心的祝愿, 祝他健康长寿! 并祝

他在科学殿堂上再显辉煌!

这本书, 刊载了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与李政道教

授的多次相互通信。从中可以了解, 李政道教授为筹划这个项目,

建议国家建立博士后科技流动站, 做出过持久不懈的努力, 付出了

很大心血, 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我国政府的赞同与积极支持。当时主

管教育和科学的方毅副总理, 曾经为《CU SPEA 纪念册》亲笔题

词:“培养英才, 振兴中华”。这两句话, 应当说准确地概括了这个项

目的全部意义。

关于 CU SPEA 项目的产生, 是同李政道教授于 1979 年春, 在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① 系统讲授《场论与粒子物理学》和《统计力

学》两门课程分不开的。前来参加听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

员、教师和研究生, 时间将近两个月, 共 900 多人, 盛况空前。当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 全会作出了国家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这是我国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政治的春天, 自然带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于是在这

次讲学过程中, 严济慈院长② 与李政道教授研究, 可否从参加听课

的研究生中挑选几位带到美国去学习, 探索往美国派遣留学生的

渠道。由此, 李政道教授提出了 CU SPEA 的设想。在邓小平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下, 科学和教育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克服

了“文革”遗留的极“左”思潮的种种阻力和非难, 并经过 1979 年两

次试点, 遂形成了 CU SPEA 项目, 延续长达 10 年之久。

对于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借以推动我国科学和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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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严济慈 ,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当时名称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 经中国科学院批准

对外可以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年 , 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下

同。



业的发展, 加快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在严济慈院长、黄辛白副

部长① 和李政道教授的文章中, 都有清楚的阐述和深情的期待。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当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 应该承认, 情况的发

展有些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为了让这批国家派出的留学生按时

回国服务, 李政道教授曾与美国政府商定, 给 CU SP EA 学生发的

是 IAP 66 签证。这种签证, 毕业后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然而, 后

来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事出有因, 1989 年春夏之

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 对于这些留学生按期回国, 直接产生了

负面的影响。虽然如此, 今天我们依然认为, 中华民族是具有热爱

祖国传统的民族, 对于青年人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信任。现在有些

人已经回国服务, 或短期回国服务, 并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和贡献,

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仍滞留异国他乡。我们相信, 他们是不会

忘记自己祖国的。他们是一批优秀的青年, 无论身在何地, 都会对

科学事业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做出杰出的贡献。

我们的祖国现在正阔步前进, 随时热情欢迎每位青年学子归

来!

2002 年 4 月 10 日

9

① 黄辛白 , 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CUSPE A 纪念册》序言

CU SPEA ( Ch ina-U nit ed Stat es Physics Examinat ion and

A pplication ) 作为中美物理学界学术交流和合作的一个项目, 从

1980 年到今天已有七年, 是我国科学教育界所熟知的。我很赞成

出版这个纪念册, 以资纪念此事。

李政道教授是这个项目的倡导者、设计者和主持者, 而且在美

国做了大量的繁琐的具体工作, 占用了他许多极其宝贵的科学研

究时间。他的那种坚毅不拔、任劳任怨的精神, 充分体现了他对青

年的关怀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参加这个项目的美国各大学的物

理教授们和每年来华进行面试的教授和他们的夫人们, 为接收和

培养中国研究生, 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些, 都反映了中美两国科学

教育界之间的诚挚友谊。这些年来, 在国内负责这项工作的 CU S-

PEA 委员会的教授们, 以及承办这项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① 和北京大学的同志们, 也都是十分认真得力的。

通过这个项目, 现在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已近

七百人。令人欣喜的是, 他们都能刻苦学习,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其

中有些人已经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 并且已开始有人回国工作。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有爱国的传统。从 20 世纪

01

① 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以来, 就有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 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情到外国

去留学考察。在全国解放以前, 他们的志愿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

但是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各个领域中为祖国人民的幸

福, 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的中国, 与那时完全不同了。当前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是如何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 实现四个现代

化, 振兴中华。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

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

度发展。”他还特别强调:“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因此, 如果说我

国老一代的科学家曾经期望以科学救国, 而现在青年们所面临的

任务, 则是用所学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来建设祖国, 或者

可以说科学建国, 科学富国, 科学强国。

现在是我国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国

家迫切需要大批有志勇为的青年投身四化建设。因此, 我热切地期

望, CU SPEA 同学们在这方面也能够成为一支中坚力量, 早日学

成回国, 参加祖国建设。毋庸讳言, 现在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 我

们的工作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正因为如此, 才需

要我们去奋斗, 去克服。我始终相信, CU SPEA 同学一起会对中国

和世界的物理科学发展, 作出出色的贡献。同时我还深信, 青年一

代一定会胜过我们老年一代。在青年一代中, 自然包括在国内外学

习的所有青年, 一定会出现一批迎接新世纪的科学家, 也一定会出

现一批著名的教授、工程师、农学家、作家、医生等各方面的专家,

还一定会出现一批出色的政治、经济活动家。展望未来, 群星灿烂,

万紫千红, 前程似锦。想念及此, 常常使我乐而忘老。

祖国的未来在于青年!

1986 年 9 月

11



第一版前言

时光荏苒, 转瞬就是十年。

CU SPEA 项目, 从开始实行到今年胜利结束, 已经经历了整

整十个年头。十年的时光,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

而对于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来说, 尤为可贵。十年中, 国家通过这

个项目派出九百多位同学出国留学。再有一个十年, 我们可以期

待, 大家会学有所成, 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和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

出新的建树。

三年前, 科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CU SPEA 纪念册》, 其

中刊载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的负责同志

与李政道教授的一些往来信件, 还有几篇文章。从中可以使我们对

这个项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因而, 当今天出版《CU SPEA

十年》时, 似乎已没有必要为此再说些什么话了。在那本小册子中,

我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

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国

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还特别强调,‘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因

此, 如果说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曾经期望以科学救国, 而现在青年

们所面临的任务, 则是用所学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来建

设祖国, 或者可以说以科学建国, 科学富国, 科学强国。”今天, 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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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这几句话奉献给所有 CU SP EA 同学和广大的青年朋友们!

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之一, 对于十年来为 CU SPEA 项目

付出过艰苦劳动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表示诚挚的谢意。尤其是李政

道教授, 他倡导了此事, 并且为此付出了比我们都要大得多的精力

和时间。几乎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李政道教授坚持不懈的努力,

CU SPEA 项目便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此, 我们对他应该

致以更加深切的感谢!

我一直相信: 尽管今天我们的国家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一

些暂时的困难, 或者在今后还会遇到一点什么风风雨雨, 而我们中

国一定会以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中华民族的青年总是

爱国的。祖国是我们的母亲, 中华儿女是不会忘记报效自己的祖国

的, 他们是会为祖国的振兴富强而献身的。这一点, 也就是我们大

家十年来所以一直热心于此的一个坚定信念。

1989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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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 A 项目简介

一

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 China-U nited States

P hys 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 简称 CU SP EA ,

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倡导, 中国政

府支持, 派遣中国物理研究生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中美

间的一个教育交流项目。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著名物理学

家严济慈教授和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① 和北京大学是这个项目的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的吴塘同志是 CU SPEA 办公室的负责人, 北京大学的

沈克琦、赵凯华同志组织了历年的阅卷工作。每年还有许多中美学

者和热心人士参加这项工作, 大家都为这项计划的实现做出了贡

献。

二

李政道教授 1979 年应中国科学院之邀,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讲学时, 发现有些研究生素质很好, 于是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 对研究生院的少数研究生进行了

笔试和面试, 并为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五名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

1979 年秋赴美就读, 他们学习期间的费用, 由哥伦比亚大学提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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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1979 年 11 月, 李先生又向严济慈教授 (当时兼任研究生院院

长)提出一个继续接收中国学生到该校物理系做研究生的建议。同

年 12 月底, 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考试。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 除北

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外, 还有其他院校的一部分学

生。物理试题仍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的题目, 英文试题由中国教授命

题。他们的考试成绩很好, 该校又录取了三名。李先生同时向纽约

市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校作了推荐, 他们也从中录取了十名,

同样负责提供资助。这些学生于 1980 年秋赴美。以上两批学生,

实际上是 CU SP EA 项目的雏型。

三

中美两国大学之间, 多年互不联系, 彼此缺乏了解。当时, 我

国还没有设置 GRE 和 T OEFL 考试的考点。李政道教授所倡导的

CU SPEA, 为我国派遣留美研究生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个办

法的要点是: 1. 由美国教授负责物理命题, 中国教授负责英文命

题, 由我们举行考试、阅卷和评选推荐, 最后经被推荐者个人申

请, 由美国大学录取, 以此建立一项从中国挑选物理研究生的客

观标准来代替 GRE 和 T OEFL; 2. 在入学申请的程序上, 省略了

美国大学通常必须填写的正规入学申请书, 也不必经过学校的招

生处, 而是用李先生设计的申请表, 提前直接寄到各校的物理系;

3. 美国大学的物理系, 一般是在每年 2 月份开会讨论录取研究

生, 而对 CU SPEA 学生的第一轮申请, 在元月底以前就要作出决

定, 是优先录取; 4. 美国大学对录取的 CU SPEA 学生, 一律提供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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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U SPEA 项目的实行, 是中美两国科学、教育界友谊的结晶,

是热心于两国学术交流的友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凝聚着李

政道教授为发展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所耗费的心血, 倾注着他对祖

国青年一代优秀人才的殷切希望。为了 CU SPEA 的顺利进行, 每

年他都要回到中国访问, 亲拟函电向我有关领导提出建议, 与有关

同志联系工作。在美国, 所有有关 CU SPEA 的工作, 包括同几十所

大学的联系, 组织命题, 邀请教授来华参加面谈( interview ) , 直到

为推荐学生分送材料, 解决特殊疑难问题等等, 他都事必躬亲, 发

出的函件每年达数百封, 电话不计其数。为此, 花费了大量的工作

时间。他的夫人秦惠�女士、秘书 Irene T ramm 女士对于 CU S-

PEA 的工作, 也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支持与帮助。

在国内, 每年都有几十所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数百名学生

报考 CU SP EA 项目。每年全国十多个考场的组织工作, 英文的命

题, 来自十多个单位的六七十位教师的试卷评阅工作等等, 大家都

做得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每年考生的推荐标准和最后名单, 都是

由 CU SPEA 委员会审定的。CU SPEA 委员会, 是在严济慈同志的

领导下, 有教育部、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参加, 由钱

三强、王�昌、王竹溪、黄昆、马大猷、谈镐生、朱洪元、钱临照、沈克

琦等著名物理学家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吉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的物理教授及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

所、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坚持客观、公正的标准和

高度负责的精神, 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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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到今年为止, 已有近 700 名 CU SPEA 学生去美国大学学习。

为了解和考察 CU SPEA 项目执行的情况, 1985 年 1 月, 曾由教育

部、中国科学院派出了一个 CU SPEA 代表团专程赴美访问一个

月。他们在美国会见了 57 所大学的 450 名同学。绝大多数 CU S-

PEA 学生学习刻苦努力, 成绩优秀。他们非常关心国内的建设与

改革, 心向祖国, 热爱祖国。同学选择专业时都考虑到国家今后发

展的需要, 以便学成后回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

如何使这批青年能够对祖国四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

直是为各方面所深切关注的问题。李政道教授从国家需要培养高

级科技人才出发, 于 1983 年 3 月 5 日和 1984 年 5 月 16 日先后向

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了“设立科研流动站的

初步建议”和“关于如何安排博士后的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1984

年 5 月 21 日, 邓小平主任会见李政道教授夫妇时(万里副总理、胡

启立同志亦在座) , 对李先生的建议, 表示:“这个方法很好, 我赞

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 在使用中培养, 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

级的人才。⋯⋯这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赵紫阳总理也在

李先生送给他的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遵照这些建议和指示精神,

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着手制订了在我国建立“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的试点方案, 并已于 1985 年 7 月 5 日由国务院批准

颁发实行。李政道教授还被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聘

请为顾问。现在, 试办的 10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包括了数学、物

理学、力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和技术科学等学科领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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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接纳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申请进站。同时,

结合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国家还在研究采取其他的积

极措施。

七

我们可以预期, 当 1989 年 CU SP EA II 项目执行完成之时, 通

过这个项目先后在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学生将达 900 多人, 这

在我国的科学教育战线上将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力量。我们相信, 他

们对于我国的四化建设, 对于我国和世界物理科学的发展, 都将会

做出引人注目的贡献。

CU SP EA 办公室
198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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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中国科学院

严济慈副院长的信
①

( 1979 年 11 月 9 日)

严副院长:

谢谢来信。算来离开北京已有四个多月, 在中国时您对惠�和

我的照顾, 常在念中。暑期时, 哥校的代表团在北京时, 又蒙招待,

更为感谢。

裘照明等五位同学都早已在纽约安住下来, 汤拒非先生亦已

来哥校, 他们给我们学校和系的印象很好, 想来也已有信向您直接

报告, 我们都希望他们将来能一切成功。

在这封信中, 想和您商量一下, 关于明年继续接受由中国来哥

校物理系做研究生的问题。

通常我们收研究生都需要经过 graduat e record ex amin at ion

(简称 GRE )。由 GRE 的结果, 加上学生在大学的课程成绩, 及教

授的介绍信而决定。因为中国还没有设置 GRE 考试的考点, 所以

关于明年的招生, 我们希望能和今春类同, 麻烦您和其他教授帮助

我们办理, 不知道能够吗?

一、这一次招生, 我们想以研究生院② 和北大为主。因而, 同

时我也有一封信给周培源校长, 甚盼您和他能取得联络。

此外, 我们希望其他学校物理研究生和大学生中程度好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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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学生也能参加。

二、不同学校的学生必须在同一地点、时间参加考试。地点和

时间只能麻烦您和北大决定。

假使来得及的话, 最好能在明年 1 月 3 日、4 日 ( 或以前) 考。

因为那时候我恰好来中国参加广州理论物理会议。

三、考试题目, 已由哥校物理系出好, 随函寄上, 请代严为保

存。

考试全长时间是两整天。答案请用英文。

四、请研究生院和北大的老师们能代改卷子。

五、我们希望能收到前十名的考试卷子, 连同他们的大学和

其他履历及教授介绍信。

假使考卷能在 1 月 12 日前改好, 则我在广州会议后路过北京

时可带回纽约, 否则请寄下。

六、他们的英文程度想请研究生院和北大的外语教师加以审

定, 口试或笔试都可, 这里不另出题目。

七、我们根据他们的考试结果, 英文程度和学历, 再决定录取

的名额。(我的估计, 大概是二三位。如成绩有特好的亦可略增, 否

则略减。)

录取者, 望能在明年 8 月下旬来纽约, 待遇与裘照明等相同。

诸事麻烦, 容明春北京见时再面谢。

专此敬祝

健康

惠�附笔问好

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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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方毅副总理的信

( 1980 年 1 月 10 日)

方副总理:

谢谢您去年年冬时的来信, 更高兴您对“送大学毕业生出国进

研究院”可形成为“训练科学工作者方法之一”的支持。

这封信想继续谈谈目前如何发展这条道路的一些问题, 极希

望您能加以指正。

在上封信中, 已提过美国训练本国的理科科学人才的情况是:

一般好的理科研究院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学校负责。通常在

研究院的第一年( 有的学校亦包括第二年) , 除上课、研究外, 各研

究生需担任很少数时间的教务工作。如管理实验室、辅导大学部的

学生、改卷子等。这些工作也是研究生的整体训练的一部分, 使他

们不养成只顾自己的态度, 在研究院的第二或第三年开始, 各研究

生就以全副精力从事研究直到得博士学位为止。

在第一、二年时, 美国大多数物理系研究院的学生是不分理

论、实验的。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全面的, 与苏联制度不同。

您知道, 去年我们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研究院收的五位中

国研究生都是成绩极佳, 上学期考试各科的第一和第二名都在他

们五位之中。今年想再收三名左右, 已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大的

大力鼎助下进行了考试。录取来哥校后, 他们的待遇是和去年的五

位一样: 哥校对每位每年出一万多美金 ( 其中除学费等外, 包括

5400 美金的生活费用) , 直到得博士学位为止。

因为哥校的成功, 很有些美国的其他大学也想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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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有一个对推广哥校做法的想法, 即在今春将美国一些

好的物理系研究院的大学(估计约 30 个左右)联系起来, 每年共同

出一组考试题目, 请科学院主办, 每年年底前在国内举行统一考

试。这统一考试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 然后各学生可以这

个考试的分数, 及大学的成绩和教授的评价向美国各大学请求入

研究院, 可以不只向一个学校请求入学。

当然, 这个计划目前仅在我个人思考之中, 尚未展开。假使成

功, 每年可有约 30 位以上新的物理研究生在美国。如物理成功, 化

学、数学想来亦可相继成行。这样, 将来每年约共达百名左右。训

练他们的方法和美国训练好的科学人才是完全一样的。因而他们

每人在美国一切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由美国各学院负担, 和美国

对本国的理科研究生一样。

但是, 想来在国内各同学参加考试, 和如申请成功后来美国,

种种步骤一定也是不简单的。

假使这个考试是在北京举行, 在外地的大学是否能允许本校

的高才生参加呢? 能否资助他们去北京参加呢?

将来如考试申请一切成功后, 由中国至美国的旅费是否能得

到国家资助?

假使这一计划成功, 第一次考试将在今年年底前举行, 那是为

了 1981 年能入研究院, 各大学是否能允许 1977 年入学的大学四

年级学生参加?

这些和其他的问题, 极望您能加以指点。

专此敬祝您和夫人

健康

李政道
于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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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Professors of Physics of US Universit ies,

Invit ing Their Departments’ Part icipation
in the CUSPEA Program

February 1, 1980

Dear :

T his lett er is to invit e th e participation of your department

in an effort to establish object ive criter ia for select ing graduat e

s tudents in phys ics from the People’s Repub lic of China . As you

k now , t he GRE program h as not so far been est ablished in Chi-

na. Yet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who

w ould like to come t o th e U . S. to s tudy, and t his number w ill

u ndoubtedly increase by next year. During this interim period,

t he Columbia Ph ys ics Department has used a temporary proce-

dure w hich has t urned out to be quit e successful, and w hich

might work well as a general plan for A merican univers ities.

T he meth od we h ave used is s imply to provide our ow n ex-

aminat ion ( see att ached) , equivalent to the qualifying examina-

t ion w hich our st udent s tak e during t he first year of t heir gradu-

at e w ork. T he first exam, given last spring, was conducted

w hile I w as in China. Th e second, held from December 26 29,

1979, w as adminis tered joint ly b y the Graduat e School of A -

cademia Sinica and t he Physics Department of Peking U niver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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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 who also notified all Chinese graduat e ph ys ics students from

oth er univers ities and ins tit utes. Th e examination was graded in

China and then the t op ten papers w ere sent t o Columbia where

t hey were re-graded; both grades are essen tially identical. In

b oth inst ances I was able t o interview t he high-rank ing appli-

cants for about one-half hour each , w hich gave me an est imat e of

t heir spoken En glish as well as an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 e per-

son. In addit ion , we asked the A cademia t o make up a writt en

English examination. Largely because of t he excellent adminis-

t ration by the Chinese, which w as both painst aking and objec-

t ive, the process has result ed in providing us wit h an effective

subst itut e for th e GRE.

A s a result of t he firs t examination given last spring, we ad-

mit ted five Chin ese graduat e students . Th ey arrived in A ugust

and joined our regular first -year program w hich requires some

t eaching dut ies as well as t he usual course work—quantu m me-

chanics , st atist ical mech anics and elect romagnet ic t heory. A ll

h ave performed bot h tasks admirably. At the beginning of t his

spring semest er t hey passed our qualifying examinat ion, with

t hree of t hem ranking in t he first , t hird and fou rth posit ions ( t he

one w ho scored first probably broke all our records) . T he results

of their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are consis tent wit h their course

grades. In fact , partial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t his first

group, w e have admitt ed ( for Sept emb er 1980) t he four t op st u-

dents among th ose w ho took t he second exam given last Decem-

ber.

O ur good experien ce encourges us t o believe that , for t he

period before the GRE program becomes available in t h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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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China , a system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might be

u seful on a nat ionwide bas is. In addition, we h ave felt t hat our

P hys ics Department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having access to

t his pool of excellent s tudents . W e felt this especially st rongly 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fact that th e examination t o be given t his

coming fall will be tak en by the firs t class t o complet e the st an-

dard four-year college program since the re-est ab lish ment of reg-

ular universit y t raining in Ch ina in 1977.

A s a first s tep, we ask all interes ted physics department s to

fill out th e enclosed questionnaire. A ssuming that the response is

posit ive, w e w ill t hen have a subs tant ial group of A merican uni-

vers ities wh ich w ill part icipate in t he follow ing steps :

1. Each year, t wo phys ics depart ment s w ill be select ed to

prepare and t o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xamination,

w ith each serving, say, not more th an two years .

2. T he exam will then be sent to China and adminis tered by

t he Graduate School of A 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 nivers ity,

w ho will not ify all ot her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physics inst i-

t utes. T he first examinat ion w ill be held in Peking in eith er O c-

t ober or November 1980. I t is es timat ed that t here will be sever-

al hundred qu alified s tudents from all over Ch ina part icipat ing

( some already graduat es , but most in their fourth year of

college) . T he exam will be graded by Ch inese physicists . Since

t his does involve a great deal of organization and effort on t he

Chinese side, I have received assurances from, among ot hers,

Deputy P remier F ang Yi ( who is also President of A cademia

Sinica ) and Jiang Nan -xiang, th e Minist er of Education, of t heir

s trong support for t his program . 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 hat all the bes t eligible Ch inese st udents wh o w ish to particip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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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ll be able t o do so.

3. Tw o A merican phys icis ts ( one from each of t he univers i-

t ies preparing t he examination ) will go t o China to int erview,

say, t he top fift y. [ Th is s tep may not be necessary. H owever, it

does serve t he import ant purpose of providing us some personal

cont act with t he Ch inese part icipants . ]

T he results of th e examination and t he interview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 o th e participating American phys ics depart -

ments .

4. Each s tuden t can t hen send h is college transcript and rec-

ommendations t o t he universit ies of his choice to apply for admis-

s ion. H ow ever , because of t he practical difficult y for a s tudent in

China t o reques t and receive applicat ion forms , we sugges t a uni-

form simplif ied application procedure:

i ) Each st udent will b e given a list of the part icipat ing

A merican physics departments , t ogether w ith your replies to

it ems 2 6 on th e quest ionnaire. Wit h this information, he w ill

complet e a“pre-applicat ion ”form on w hich h e indicates five

schools of his choice ( a suggest ed sample is enclosed) .

ii) T he student t hen sends the form and his college tran-

script to each of t he depart ment s of interes t, but wit h h is recom-

mendation lett ers mailed separately. A ll t hese should arrive by a

specified dat e.

iii) Each physics depart ment will t hen have sufficien t infor-

mation t o make decisions regarding admission. Sh ould a depart -

ment be int eres ted in a s tudent who did not list it as his first

choice, 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clarify his stat us before admis-

s ion. T his can be done easily by a phone call t o the phys ics ad-

mission s officer at t he ins tit ution( s ) listed in prior 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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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ce it has been decided t o admit a s tuden t, it can be ar-

ranged for him to complete a regular set of admiss ion applicat ion

forms , as the univers ities w ill undoubtedly require. A w aiver of

t he usual applicat ion fee will be necessary since it is vir t ually im-

possible for t he st udent to acquire forgeign exch ange on his own.

iv ) T o avoid confusion, the s tudent should be inst ruct ed to

ret urn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to th e physics department w hich

w ill then forward it to the admiss ions office.

A gain, specific deadlines can be set for st eps iii) and iv ) .

Since a certain amount of entropy is bound to occur , adjus tments

may be made after t he deadline. If t he admission date is set suffi-

cient ly early ( for example by th e end of January) , then it may be

poss ible t o have a second rou nd to place some of those s tudents

w ho w ere not accept ed by the schools of their choice.

5. T he main task of coordinat ing on the A merican side w ill

n at urally fall on th e tw o physics departments selected. Sh ould it

t urn out t o b e t oo much of a burden, a small commit tee of a more

permanent nature could be set up t o h elp with the problems. T he

same commit tee could also provide continuit y in fut ure opera-

t ions .

In view of t he great difference betw een t he Ch inese and

A merican educat ional sys tems , an objective program and proce-

dure for selection is clearly needed. T he above is merely a t en ta-

t ive out line w hich I h ope, w ith your help , may serve t he purpose

at the beginning.

Y ours sincerely,

T . D.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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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美国参加

CUSPE A 的各大学的信( 译文)

( 1980 年 2 月 1 日)

此信系为邀请你系参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挑选物理学研究

生建立一项客观标准而作的尝试。如你所知, 迄今为止, 中华人民

共和国尚未建立 GRE 考试, 然而有大量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愿意

到美国学习, 明年这个数字无疑地将还会增加。此间, 哥伦比亚大

学物理系使用了一套临时的办法结果极为成功。这些办法也许亦

能有效地作为美国各大学的一项总计划。

我们所用的方法只是提供我们自己的考卷, 相当于我们的学

生在第一年研究生课程期间所通过的考试。第一次考试是在去年

春天进行的, 当时我正在北京。第二次在 1979 年 12 月 26 日～29

日进行, 由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物理系联合主持, 主持单位

事先通知了其他大学和研究所的所有中国物理学研究生, 考卷初

在中国批阅。后, 前十名的考卷送交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再阅; 此两

次的判分基本一致。在两次考试中, 对名列前茅的报考生我都作了

面试, 每人约一个半小时, 使我得以估计他们英语的会话水平及对

本人的全面印象。除此之外, 我们还请科学院出了英语笔试考题。

主要是由于中国方面周密与客观的出色管理, 这一过程的结果有

效地代替了研究生( GRE)考试。

作为去年春季进行的第一次考试的结果, 招收了五名中国研

究生。他们已于 8 月到达, 参加了我们正规的第一学年课程, 这包

21



括一些教学工作和通常的课程学习——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和电

磁场理论。这两项工作他们都做得非常之好。

今年春季学期初, 他们通过了我们的资格考试( qualifying ex-

aminat ion) , 三人分别名列第一、第三和第四位 ( 得分最高的学生

很可能打破了我们所有的记录)。他们通过考试的成绩与他们各课

程的分数是一致的。由于这些学生的成绩, 我们实际上已又 ( 为

1980 年 9 月) 招收了四名在去年 12 月进行的第二次考试中得分

最高的学生。

我们良好的经验促使我们相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研究

生 GRE 考试之前, 在全国统一建立一项如前所述的制度也许是

有用的。此外, 我们感到我们的物理系不应该是惟一的向这些优秀

的学生开放的单位。考虑到今年秋天的考试将由从 1977 年中国重

新建立正规的大学课程以来第一批完成四年制学业的学生来参

加, 我们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作为第一步, 我们请所有感兴趣的物理系来填写附上的调查

表。假如回答是肯定的, 那我们将有一大批参加以下步骤的美国大

学:

1. 每年挑选两个物理系准备考题并担负全部的职责。每个系

任期譬如说不超过两年。

2. 然后将考卷寄送中国, 由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主持

考试。这两单位将通知其他所有的中国大学和物理研究所。第一

次考试于 1980 年 10 月或 11 月在北京进行。估计中国各地会有数

百名有资格的学生参加(有些已是研究生, 但大多数尚在完成第四

年的大学课程)。考卷由中国物理学家批阅, 鉴于中国方面为此要

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和付出很大的劳动, 我已得到方毅副总理( 他也

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 蒋南翔教育部长, 还有其他人的承诺, 答应全

力支持这项计划。我有完全的理由相信, 所有希望参加考试的最合

符条件的中国学生都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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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派两名美国物理学家 ( 准备考题的两个大学各出一名 ) 到

中国对譬如说前 50 名考生进行面试 (这一步骤也许并不必要, 然

而, 这确实对我们有机会和中国考生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这一重要

目的起到了作用)。

考试成绩和面试的结果都将通知参加本计划的各美国物理

系。

4. 然后每个学生可以向他选择报考的大学寄送大学成绩单

和推荐信。可是, 由于中国学生要求得到申请表格的实际困难, 我

们建议拟一套统一的简化申请程序:

( 1) 发给每个学生一份参加本计划的美国物理系名单及你们

对调查表中 2～6 项的回答。学生有了这份材料, 将填写一份“预先

申请”表格, 填上选中报考的五个学校。

( 2) 然后学生给每个学校的物理系寄送申请表格和大学成绩

单, 但是推荐信应分开邮寄。所有这些表格信件应在一个规定的日

期前寄到。

( 3) 这样每个物理系就有了足够的资料来作出录取的决定。

如果某个系对某个来报考本系的学生感兴趣, 那在招收之前澄清

这个学生的情况也许是可取的。这通过电话, 询问前面提到的物理

学招生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很容易做到。

一旦决定录取一名学生, 就可以安排他填写正规的申请表格,

各大学无疑都会要求这一点的。也许有必要免收申请费, 因为学生

实际上不可能自己得到外汇。

( 4) 为了避免混乱, 应该告诉学生要给所报的物理系寄回完

整的申请书, 该系再将申请转到招生办公室。

同样, 也可以规定( 3) 和( 4)的截止期, 由于肯定要发生某种混

乱, 在截止期后可做一些调节。如果能很快地定出录取的日期( 譬

如在 1 月底之前) , 那也许就可能进行第二轮, 来安排一些未被报

考学校录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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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方面主要的协调任务自然就由两个选中的物理系承

担。如果任务过重, 可以建立一个较永久性的小组来协助处理这些

问题。这个小组在今后的招生中还能起到连续性的作用。

鉴于中美两国的教育制度极大的不同, 显然需要一项客观的

挑选计划和程序。以上仅仅是尝试性的梗概。我希望在你的帮助

下, 这一纲要在初期也许能起到达到我们目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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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中国科学院严济慈副院长的信

( 1980 年 2 月 27 日)

济慈院长:

今年 1 月在北京时曾和您提过如何能促进美国研究院接收中

国大学优秀毕业生为“正规研究生”之事。蒙您赞同支持。关于这

方面最近做了一些工作。2 月初由个人名义向美国友好的物理系

的大学通过联系, 至今才三星期, 已收到 27 个学校回信, 均表示愿

意参加, 其他有更多的学校有电话通知亦愿加入而且回信亦将发

出。将来被接收学生的教育及生活费用, 或通过奖学金, 或通过在

实验室学习操作, 由学校负责。

在美国国内的信件单行常需五六天, 而每一学校的回答就表

示是他们物理系正式开会讨论后的决定。在这样短的时期, 有如此

规模的反应, 是相当惊人的, 确表示中美人民间的友好, 亦明显地

说出了科学工作者的真诚情感。

因为您的关心, 相信您是很愿意知道这些过程的, 特此报告。

如觉尚应如何改进, 请加指点, 谢谢。

随函附上我寄给各校信的样本及各校回信的附表。这当然尚

非全部, 再过二三星期还会有一批寄上, 届时请研究生院能将其全

部复制, 使教育部及有关学院及将来参加考试的同学可人各一份,

以便协助将来如何决定选择学校, 请求入学。

惠�和我敬祝您和研究生院的朋友们

健康

政道上

刚又收到一封回信, 故共 28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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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毅副总理致李政道教授的信

( 1980 年 3 月 16 日)

政道先生:

在您给我的信中提出的, 在我们国内举行出国研究生考试的

建议, 我深为赞同。教育部已就此事与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商

妥, 在国内的具体组织工作即由他们负责。

先生想已着手筹备此事, 有什么需要国内办理的事项, 以及还

有哪些建议, 请随时告教育部蒋南翔部长, 或请直接写信给我。

顺致

敬意!

方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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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中国科学院严济慈副院长的信

( 1980 年 4 月 4 日)

济慈院长:

谢谢您 3 月 17 日的来信, 关于“物理研究生联考赴美”事, 和

美国学院第一步的联系已完成。

这次一共拟向美国 47 个学校取得联系, 除向每校物理系的系

主任发信外, 因各物理系都有几位熟人, 故平均向每系写三封信。

结果是除了一个学校拒绝外, 其他所有 46 个学校均热烈赞

同, 极愿意参加, 这 46 个学校填好的有关表格, 随信寄上。

今年的考试习题暂定由哥伦比亚大学及康乃尔大学主持。

英文笔试习题能否仍请科学院和北大出?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其中采取的方法, 对美国的学校来讲

也是并无前例。与他们一般的收生规格不同, 如果做成, 确是打开

一条没有走过的道路。但假使没有好好的准备,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

困难。

下面几项问题和想法, 极盼能加以指正和回答:

1. 是否现在就能通知各校物理研究生及 1977 年入大学 ( 即

1981 年毕业) 的物理和应用物理系的学生, 约 10 月底会有这样一

个考试?

这样使他们现在就对物理专业, 及英文和英语会话可积极准

备。

2. 我即将向各参加的大学发信, 除告诉他们这次联系的总结

果外, 请他们各直接航寄给您关于他们系和校的介绍书册文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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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地址有错差, 故请他们用同一写法, 样本如下:

    北京   P rofessor Yan Chi-ts i, V ice President

中国科学院  A cademia Sinica

严济慈副院长 Beijing,

T 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 a

请收到后, 能否立即有专家阅读、分析、定一简报? 然后, 是否

可以将这些物理系和大学的简报① 和这次附上的各校填好的表

格, 请合成一单印本, 售给拟参加的同学?

因为这对将来各同学选校的考虑有很大的重要性, 如能使这

单印本愈早出版愈好, 因为由美国寄上的书册由各系直接办, 时间

上必有参差, 这本书的印出, 请不必等收齐材料后才办, 可将来再

去补充。

3. 前次提出的, 笔试完后, 有两位美国物理家到中国 inter-

view 学生一事( 请参阅前附上我写给各美校 2 月 1 日信的复本中

第二页、第三页) , 由美国各校给我的回信来看, 比当初的估计更重

要些。

我的设想是他们大概在 11 月下旬左右来中国两周。因为学生

分布各处, 不妨安排三四个不同城市, 各停两三天。如共 Interview

60～100 名, 每 In terview 约 1/ 2 小时至 1 小时计, 约五整天时间

已差不多了, 其他时间可作学术交流及参观, 您的意见如何?

他们很可能会和夫人同来, 能否请中国负担他们二位和夫人

在中国的费用?

能否请中国亦负责今年他们二位由美来中国的 excurs ion 机

票?

( excursion 机票, 法航, 瑞航等均有, 略有时间上的限制,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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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至六星期内, 但票价比原时间限制要便宜很多。) 但他们夫人

的机票应由自己负担, 与中国无关。

如今年成功, 明年可请美国各加入的大学各出＄50, 这样可减

少中国一张机票的负担。后年或可增至各出＄100; 以后就每年维

持此额, 您觉得如何?

关于其他, 如 Preapplication form 和 application form 的区

别, 如何请求入学, 签度美校, 如何调整, ⋯⋯等问题, 在前附上 2

月 1 日的信件上已约提过。详情候下次通信时再讨论, 如果您有什

么觉得应更正, 有不妥, 需改良, 或遗漏的地方, 务请告知, 特先致

谢。

要使这一次成功, 必需确实的能让全国合格的、有才能的、有

志力毅力的青年事先有准备。届时确能来北京会试, 这当然完全靠

科学院、教育部和各学校院领导的支持。

惠�和我敬祝您

健康

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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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翔部长、严济慈副院长致李政道教授的信

( 1980 年 4 月 16 日)

政道教授:

您的来信和附件已经收到。我们对您如此热情地为推动美国

大学联合在我国招考研究生, 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得到这么多的

大学的响应, 深受感动。我们完全同意您所做出的安排。

去年, 您在回来讲学的同时, 又从国内考选研究生, 并推广到

美国数十所大学, 这对于国内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和严格挑选出国

学习人员, 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近, 我们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及有关单位,

研究了您的来信。大家认为您所谈各点, 都切实可行。为了保证招

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已责成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和有关单位的负责

人, 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 办理考试事宜。有些重要问题, 我们当

直接处理。美方各校有关考试的具体事务, 均可直接与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吴塘先生联系。今年邀请美国两位大学教授来华参加面

试的费用, 可以由我们负担, 给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所的招考通知及

有关材料, 已准备就绪, 即可发出。

有一事需要向您及有关大学说明: 我国 1977 年第一届统一

考试录取的大学生, 实际上都是在 1978 年 2 月以后入学的。到今

年暑假, 他们只学了两年半。从过去的两次考题看, 有些课程内容

他们还没有学到。因此, 今年只能靠各校教师从少数自学能力强的

学生中择优推荐报考。其他青年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 自然仍

可照前次的办法办理。您曾一再强调, 此事务必要有一个好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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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宁缺勿滥。我们对此深为赞同。因此, 今年录取的人数可能少

一些。明年以后, 情况会好起来。感谢您为祖国四化作出的极有价

值的工作。

祝您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并问候惠�夫人好!

蒋南翔 严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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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

研究生考试的通知

( 1980 年 5 月 13 日)

各有关高等院校, 有关研究所:

1979 年, 李政道教授代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 委托中

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 用他提供的试题,

从近三十个校、所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中, 招考了两批研究生。第

一批学生在该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消息传开, 美国许多大学物

理系都向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研究生。经征得方毅副总理和蒋南

翔部长的同意和支持, 李政道教授最近联络了美国四十多所大学

的物理系, 准备于今年秋在我国联合招考一百名左右的各物理专

业的研究生。

李政道教授发起的这套招考赴美研究生的办法, 在目前是可

行的。它有利于推动美国各大学接受我研究生, 有利于我们争取奖

学金。在国内进行这种考试, 对我各有关物理专业提高教学质量也

有促进。

经研究确定, 上述考试工作仍由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负责进行。试卷的评定工作将邀请有关单位

的教授、科学家参加。请各单位于 7 月 15 日前按报考条件, 推荐参

加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报考条件:

报考者年龄一般为 40 岁以下, 政治、健康状况应符合出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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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业务上能按前两次考试的水平, 通过普通物理、经典物理和现代

物理三门课程的考试。英语能通过 TOEFL 考试, 并能答物理试题。

2. 报考的范围:

各单位可从符合报考条件的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和 1979 年入

学的研究生、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择优推荐。七七届入学的大学本科

生有自学基础, 确能达到报考条件者也可择优推荐。

3. 选拔推荐办法:

各单位可根据平时了解, 由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负责从业务

上进行推荐, 也可参照前两次考试的要求,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测试,

并参照平时表现进行推荐, 政治上由各单位党委负责审查, 特别要

注意现实的政治表现。推荐必须坚持标准, 有几个推荐几个, 没有就

不推荐。凡推荐参加考试者, 校( 所)应酌情给予准备考试的条件。

5. 报名日期和手续:

推荐的人员须由各单位填写“参加美国若干大学物理系联合

报考研究生报名表”。报名表须于 7 月 15 日前报送。各院校的报

名表送北京大学研究生处, 各研究所的报名表送中国科学院北京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教务处。

6. 考试暂定 1980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举行。具体日期和办

法, 另行通知。

7. 经考试录取的学生, 列入国家派出计划。他们学成回国后,

其中教师和研究人员一般回原单位工作, 在校研究生和大学本科

生分配工作时, 优先照顾原派出学校和研究所的需要。

附件:

一、参加美国若干大学物理系联合招考研究生报名表。

二、李政道教授给美国各校的信的样本。

三、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两次物理试题和英文试题。

四、美国四十多所大学物理系在我国联合招考研究生情况一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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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马大猷教授的信

( 1980 年 5 月 28 日)

大猷教授:

谢谢您 5 月 21 日的来信, 您和吴塘先生考虑很周到。

寄下的中文日程表, 一切俱佳, 惟第 9 点可能会发生问题, 第

7、8 点建议能否略有修改。

也许请让我先解释一下, 在美国的制度, 这是您熟知的, 各大

学录取新生是各自为政的。他们和其他学校之间是基本上“不合

作”, 是以“争好学生”,“怕第三者干涉”为原则的。这次居然有 50

个物理系争先恐后地愿意加入 CU SPEA , 是我事先没有完全猜想

到的, 但是我想上列几项已成习惯的各校相互之间的竞争性态度,

不易一下改变, 至少不会 50 个学校都改。

因此, 各学校都要保持他的最后录取决定权。笔试和谈话的结

果都只能作为参考, 成绩好的一百名不一定就录取。(当然, 将来各

校的录取决定和这些成绩自然有极密切的关系。)

各学校都觉得他们是直接和对他这学校有兴趣的学生交涉通

信的, 同时也觉得他们各校有挑选权, 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是某学

生的第四、第五志愿, 他们愿意和任何一个其他学校争取好学生。所

以在设计录取程序中应尽可能避免与这些习惯性的成见发生误解。

鉴于您的来信及建议, 能否修改如下:

8. 初步申请

A . 成绩好的 150 名考生填写初步申请表, 附其在校成绩单,

寄招生办公室。每个考生应请确知其学习情况和主动精神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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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内容具体、认真负责的推荐信, 直接寄至招生办公室。以上各

件都用英文。

B. 招生办公室将上项初步申请表、成绩单、推荐信航空寄考

生所有的志愿学校的代表。

C. 以上应在 12 月底完成。

注: 这样, 每校平均收到 10～15 件初步申请表, 各学生的通

讯处不妨用招生办公室地址。

9. 建议的录取程序:

A . - 〨U . S. schools will send acceptances t o each st udent by -狝

cable. Reject ions will be sent eit her by cable or airmail. T he uni-

vers ities w ill not ify Dr. Lee and Dr . Y an’s Office at the same

t ime. T he whole process should be complet ed by the - ��en d of Jan-

-珳uary.

B. - �0T he Chinese st udent s sh ould send t heir acceptances to -�,

t he U . S. U nivers ities by cable and t heir rejections by airmail be-

fore - 璡mid-February. T hese decis ions should be communicat ed im-

mediately t o Dr. Yan’s Office in Pek ing. Dr. Yan will then send

T . D. Lee a long cable list ing t he complet e group of acceptances

b y - ��February 15t h . T his cable w ill be duplicat ed and dis tr ibut ed to

all participating universit ies , in preparat ion for the second

round.

这恐怕还是必需的, 但是电报可由学生出面给各校招生办公

室。亦不妨事先与各同学商量好, 假使他们是被自选的第一志愿或

第二志愿的学校接受, 那么鉴于中国学生如按其志愿录取即很少

有异议者, 录取时可不必再征求意见以节省时间。但电报必须以各

校学生之名直接打给美国各校。这些详情请务必告诉美国学校以

免误会。最后初步确定的入学名单由严济慈教授再电告李政道教

授, 复制, 通知各校( 2 月, 最好能 2 月中, 如有困难则 2 月底) 。

所以, 前“8B”, 建议在第一步, 就将所有的申请表发出。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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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美国各学校的决定彼此无关, 而他们也不知向其申请的学生的

其他志愿。

C. - �Each school w ill send t o t he student accepted a regular -�

set of applicat ion forms.

T he s tudent should fill it out immediat ely and retu rn t he set

t o the CU SPEA represent ative of t hat school. T he represent ative

w ill in turn forward it to his Office of A dmissions so that it may

pass t hrou gh the regular admission process. Wh en this is done,

a visa form will be sent t o t he s tudent.

D. - ヽA second round of acceptances will be sent by t he U . S.

schools , w ith a repetit ion of t he previous cycle t o be completed

b y - ④mid-March.

E . A t hird round will be finished by - ��mid-A pril. - ǎ

F . During eit her the second or th ird round - ǎsome sch ools -�

may discover t hat all t heir Chinese applican ts have decided to at -

-�2t end ot her univers ities. In t his case they can writ e or cable Dr.

Y an directly st ating t he approximat e number of Chinese s tudents

t hey w ish to accept and the cut -off point in t he ex amin at ion

rank ing above which th ey wish t o remain Dr. Yan’s O ffice w ill

t hen do an optimal mat ching on an individual basis in these few

cases .

虽然看起来, 好像手续繁复, 但恐怕是需要的。总结起来, 大概

会浪费些电报费和精神。可是使美国各校不觉得是由第三者干涉,

这样对将来的推广可能会有所方便。

如有困难务请告知, 因为乘友人回国之便, 故匆匆写上, 请原

谅。

专此敬祝

研安

问吴塘教授好。

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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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 CUSP EA 同学的信
①

( 1980 年 12 月 13 日)

亲爱的同学们:

这次由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各大学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

授们的大力支持, 使 CU SPEA 初步有了很好的结果。当然, 最主要

的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 CU SPEA 的程序是一种新的尝试, 与中国、美国通常入

学的方法都不一样。随信附上我给美国 58 个物理系的通告( 12 月

12 日发出) , 其中详述了一切申请和录取的手续和处理的期限, 阅

后请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办公室取得联系, 使一切

步骤能按时进行。虽然美国的各大学是各自为政的, 但是我们会尽

最大努力, 使你们 132 位之中的绝大多数得到录取。

来美国后, 请不必立刻定专业, 除自己的兴趣外, 对将来的用

处, 国家的需要, 亦请多加考虑。大体而论, 做实验的应该远比念理

论的要多。请注意, 进研究院不过是学习的初步, 得博士学位亦仅

是就业的开始。这次你们考试成功, 充分表现了中国的高等学校有

很好的水准, 而将来你们学成回国后, 可更快的提高各大学和研究

院的质量, 使超过世界水平。科学基础好, 工农业也可随之而发展。

祝你们

前途光明

李政道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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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①

( 1981 年 2 月 11 日)

邓副主席:

最近阅报知自 1978 年来中国遣派留学生已达 5100 名, 而去

冬“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更指出, 这是促进四化建设的一项重

大措施, 对您和其他领导的决定和方针, 心仰佩服。

要吸收美欧科技成就, 宜求其本。或可问究竟他们的科学工作

人员是如何培养的? 是怎样训练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步是“研究

生”的一阶段, 亦即由学士至博士这一段的教育, 这些由理工科研

究院毕业的博士们就是将来科学工作的基层人员。可是, 得博士学

位不过是工作的开始, 尤其是理科的学生, 通常尚需有一段“博士

后”( post doct oral)时期的训练, 才能主持科学研究的任务。

当然, 培养科技人才主力在国内, 可是在最近几年中, 送留学

生可能是最有效方法之一。但其中亦有些大关键, 中国送至美欧的

留学生, 是不是能进该国的好学校?而入校后是不是确实受到他们

与自己本国的学生完全一样的科技训练?假使不能做到这两点, 送

留学生并不能解决问题, 人数多不一定有益, 或亦有害。

研究生的制度, 美欧不一。而在美各校各科亦有异同。请允许

我在下面简述在美国理科研究院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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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是由各研究院从各大学毕业生(即得学士学位后) 向该

校申请的学生中选的。好的研究院, 选择和入院后的训练都是很严

格的, 程度不好或工作不努力的会被淘汰。通常在第一和第二年主

要是选课, 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实验室( 数学除外) , 有的需担负帮助

低年级学生的教导工作。这些工作通常均认为是研究院的训练的

一部分(并非半工半读) 。大部分的研究生在第三年开始就全力从

事研究, 写博士论文。由“学士”至“博士”的期限按各学生的能力而

定, 约四、五年。

在美国, 凡好的大学, 一般理科研究生的费用, 包括学费、生活

费、医药费等通常全部由学校供给( 这与医科不同, 与工科也有上

下)。

所以, 前面提到送留学生关键问题之一: 入学后是不是能受

到和各校本国学生一样待遇, 假使能办到, 亦即顺便解决了这一方

面的留学生的经费。

送留学生, 是不是能送入好学校? 是不是能受到好训练? 是不

是能得到与其他学生同样的待遇? 亦即是不是能成为正式的研究

生? 是必须讨论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不简单的。试看, 这两年来

中国送出的留学生规模极大, 但 5000 名中在美国最好的研究院,

如 H arvard, Yale, Princeton, Cornell, U niv.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 Stanford, ⋯⋯中被收为正式研究生的数字是极少

的, 而至目前为止, 在大部分好的研究院中可能尚是零数。

为什么?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是美国好的研究院的方针和决定

权是在系而不在校, 与校长订条约是不起大作用的。但是各系均单

独为政。如何能向这样多的研究院( 亦即这样多的系)打开通道, 实

非易事。

这个问题, 自 1979 年以来一直耿耿在心, 1979 年春在北京

时, 就和中国科学院及教育部再三讨论。后来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协助, 做了两个小试验, 第一次是选了五位来哥伦比亚大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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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对每一位均给一 U nivers ity Fellow ship, 每人每年一万余

美元(包括学费、医药费及每月 450 美元的生活费)。第二次选了十

三位, 三位来哥校, 其他介绍至别的美国大学研究院。他们的待遇

亦大同小异, 均为正式研究生。

由于这些试验的成功, 1980 年初决定先以物理为例加以推

广。自去年开始承方副总理、蒋部长、严副院长的大力支持, 略有小

结果。去秋在国内举行了联合考试, 尤其是研究生院及各大学的物

理系做了大量工作, 我极为感谢。现在仅第一轮后已经有 114 位同

学收到美国各大学的物理系能接收为正式研究生的电报, 而其中

有很多是收到好几个学校的接收电报。目前正在开展第二轮。

因为觉得您也许会愿意知道这些发展, 故冒昧地写了这封信,

并随信附上有关的一些材料, 另外有一小问题①, 极希望能加以指

示, 则不胜感激。并请原谅这封信唐突之处。

专此敬祝

健康

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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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总理致李政道教授的信

( 1981 年 3 月)

政道先生:

先生 2 月 11 日的来信, 收悉。

承蒙先生的倡导和赞助, 去年的 CU SPEA 选考, 甚为成功。欣

闻一百多名研究生将于今秋去美各高等学府就学, 我仅借此机会

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完全同意方毅副总理的意见, CU SPEA 今秋仍应举行, 如

能推广到其他学科, 我们也表示欢迎。这些办法可与教育部举办的

招 考赴美国研究生的英文考试 ( T OEFL ) 和研究生入学考试

( GRE) 并存, 以便通过各种渠道, 造就我国四化伟业的各方面人

才。我相信, 在今后中美学术交流和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等方面, 您

将会做出更加出色的贡献。

请接受我友好的致意,

并代向全家转致问候。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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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慈教授致 CUSP EA 同学的信

( 1981 年 4 月 16 日)

同学们:

你们好!

你们通过参加 CU SPEA 考试已经被美国大学录取为物理研

究生, 今秋即将离开祖国赴美深造, 任重而道远。让我以中国

CU SPEA 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

想, 虽然你们尚未成行, 但你们从自己的生活中一定可以处处感受

到祖国人民、科技教育界的前辈师长、父母兄妹、朋友同学, 都在殷

切地期望着你们尽早学成回国, 为促进祖国的科技现代化, 为国家

的繁荣富强而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希望你们以敬爱的周恩来总

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为榜样, 身居海外, 胸怀祖国, 始终以祖

国人民的需要为己任, 克服困难, 刻苦学习, 专心攻读, 勇攀高峰。

你们所去的美国学校, 有的是第一次接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学生, 有的还会有不少从台湾去的同胞, 希望你们时刻维护祖国的

尊严, 珍视中国人民的荣誉, 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加强

与台湾同胞之间的骨肉情谊而尽责。

我们再次预祝你们学习优良, 身体健康, 早日学成回国!

严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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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致美国参加

CUSP EA 项目的各大学的信

May 5, 1981

Dear Professor ,

U pon the success ful completion of t he application and ad-

misson of t he first batch of CU SPEA candidat es , please allow

me, on beh alf of all the relat ed universit ies and research inst i-

t utes of China, to extend our h eart felt thank s to you for your

k indness in t aking part in th e CU SPEA program and your gener-

ous offer th at enables our st udent s t o further t heir st udies at

your U nivers ity. We indeed appreciat e your consideration as well

as your important con tr ibution t o t he fr ien dly academic coopera-

t 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 ween our two countries .

O ur s tudents will begin t heir s tudies on your campus t his

fall. We earnes tly hope t hat you will give t hem t he same kind of

s tr ict training as you do t o th e average st udent s.

I should lik e to express again ,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s

and myself, our most sincere gratitude t o the President of your

U niversit y, the faculty of your Department and yourself for all

your kindness.

Sincerely yours,

Yan Jici

V ice Presiden t,

A 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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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翔部长致李政道教授的信

( 1981 年 5 月 15 日)

李政道教授:

4 月 20 日函及附来吴瑞教授、杨念祖教授、林家翘教授等给

您的信件均悉。

去年的联考赴美物理研究生事, 工作进展顺利, 取得很好的成

绩, 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 先生又在为举办第三届 CU SPEA 而费

心。对此, 我和教育部的其他同事们对您表示深切的感谢。

吴瑞教授等热忱地为将 CU SPEA 推广到其他学科而努力, 我

十分欢迎。我已嘱托黄辛白副部长写信邀请吴瑞教授于 6 月份在

他方便的时候访华, 当面商谈将 CU SPEA 推广到生物学科的事

宜。杨念祖教授应科学院邀请将于 7 月来京讲学, 届时也将面商

CU SPEA 推广到化学学科问题。林家翘教授处, 我们也将和他联

系。

哈佛大学化学系 W. Doering 教授的建议, 又是另一种接受中

国研究生的办法。我觉得不妨多种方法试行, 逐步探索经验。

去年 5 月份, 我曾有机会去美国访问, 本想在纽约与您会晤,

不巧恰逢先生另有盛会, 未能如愿。一年来接到您不少函电, 考虑

到各项工作, 严济慈副院长均曾与我进行过磋商, 故未一一作复。

顺祝

教安

蒋南翔

53



李政道教授关于继续办理 CUSP EA 的建议

( 1981 年于北京)

CU SPEA 在做过两年之后, 它的做法和成绩都取得了各方面

的支持和肯定。为了把 CU SPEA 继续进行下去, 需要进一步有明

确的具体规定。我的建议是:

1. CU SPEA 从 1982 年起再继续进行五年。

2. 其具体的做法和今年的相同:

( 1) 中国参加考试的大学和研究所仍是全国性的, 读完三

年级的高等院校学生(如原五年制学校则为读完四年级的学生)

务必要允许他们参加考试, 使他们大学毕业后立即进入研究院

以保证学习的连续性和保持他们的锐气。高等院校要允许最好

的学生参加考试。已经读完四年(或五年) 的毕业生应尽可能也

给他们参加报考的机会。

( 2) 仍请中国的 CU SPEA 委员会负责审查推荐考生。

( 3) 考试和面谈的时间要大体上固定:

例如, 1979 年夏入大学的学生( 如系五年制学校则为 1978

年入大学的学生) 可在 1982 年 8 月底参加 CU SPEA 考试。10

月美国大学派两位教授及夫人来中国同被推荐的考生面谈。面

谈后的考生于 11 至 12 月分别向美国参加 CU SP EA 的大学申

请。1983 年初美国各大学开始第一、第二、第三轮的接收。凡未

接到美国大学接收通知的考生希望能允许他们参加 1983 年 2

～4 月在中国举行的国内和出国研究生考试。

3. 学生人数希望也和今年的大体相同,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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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参加报考的人数约有 600～700 人。每年被推荐的人数约

为 100～130 人。美国大学接收的人数可能是 100～110 人。被接

收的学生从第一年起美国大学免收学费并给予生活资助。在美国

各大学研究院中将受到同美国本国学生同样的很好的培养。

4. 费用: 为了保证 CU SPEA 顺利进行希望能与过去一样继

续提供必需的费用, 其中包括

( 1) 组织考试的费用;

( 2) 通讯联系的费用( 包括长途电话费) ;

( 3) 来华面谈的两位美国教授和第二次来华面谈的教授夫人

的国际旅费。

5. CU SPEA 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在过去两年国内与我联络

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考试是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联合

主办, 这是方毅副总理, 蒋部长和严院长定的, 效果是很好的。希望

能继续这样办。

6. 以上建议被接受和决定后, 如需修改可由我们再共同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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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忘 录

( 1981 年 12 月 24 日)

1981 年 12 月 21 日, 中国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和黄辛白副部长

等会见了李政道教授。李教授介绍了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 CU S-

PEA ) 的筹办过程、目的及进展情况。蒋南翔部长对李政道教授热

心为中国四化建设培养人才的精神和两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

赞赏和感谢。双方同意这项工作应继续进行。

12 月 24 日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黄

葳、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李滔、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副校长沈克琦

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塘等与李政道教授就 CU S-

PEA 继续进行的办法举行了会谈。大家一致同意:

一、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 ( CU SP EA ) 从 1982 年起至 1985

年, 继续进行 4 年。

二、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定为 600～700 人, 从中择优推荐给

美国有关大学的人数为 100～130 人。被接受的学生从第一年起,

由美国大学免收学费并给予生活资助, 在美国各大学研究院中将

受到同美国本国学生同样的培养。

三、为了选择优秀的青年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 为了使他们

在大学毕业后立即进入研究院, 以保证学习的连续性和保持他们

的锐气。中国有关高等学校, 经过推荐, 应允许大学生在毕业前一

年和研究机构的在职青年工作人员, 参加 CU SPEA 考试。大学的

应届毕业生也将同样得到报考 CU SPEA 的机会。具体办法由中国

教育部与中国有关部门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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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 ( CU SPEA ) 委员会负责审

查、推荐考生, 并根据中国的需要和美国大学的特长指导考生的申

请。

五、考试和面谈时间要逐步加以固定。1982 年的安排如下: 8

月下旬举行考试; 10 月美国大学派两位教授及夫人来华同被推荐

的考生面谈; 经过面谈的考生, 于 11 月至 12 月分别向美国参加

CU SPEA 的大学申请; 1983 年初美国各大学开始分三轮( 第一、

第二、第三) 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请。

六、为保证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 CU SPEA ) 项目顺利进行,

由中国方面提供以下费用:

1. 组织考试费;

2. 通讯联系费(包括长途电话费) ;

3. 来华面谈的两位美国教授和第二次来华面谈的教授夫人

的国际旅费。

七、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 CU SP EA ) 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中

国方面的联络机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方面的工作由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与北京大学联合承办。

八、为了顺利推进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的

成长, 中美物理研究生考试( CU SPEA ) 不宜在两国作不必要的宣

传。

九、以上办法, 如需修改, 可由双方共同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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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关于如何安排“博士后”的科技青年的

一些建议( 摘要)
①

( 1984 年 5 月 16 日)

近几年来, 祖国正在培养相当数量的博士学位的科技青年, 如

何安排这些青年, 使他们能对建设四化发挥最大能力, 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

就拿通过 CU SPEA ( 中美物理联考入学)的青年来讲, 在美国

的已有三届, 都是计划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总数为 362 位。加上今

后又有三届, 选拔的总数可达 700 位左右。在这 362 位中已经选定

专业者② 有 285 人, 据最近调查, 其中, 五分之四以上选择了和国

家目前建设有密切相关的方向, 其他的同学也都选择了对国家将

来科技发展有重要性的领域(见附件) 。在这 285 位中, 从事新型材

料、激光、固体、半导体、磁性、生物和医学物理等有迫切的重大应

用前景的研究的达 231 位。这些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

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 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极

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 是一个十分紧急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得成功, 可以影响其他学科, 也会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参加祖国建

设; 如处理欠妥, 则对将来派出人员学成回国的信心会受到相当的

影响。

04

①

② 在美国大学的研究院 , 通常第一年的研究生是不定专业的。

这是李政道教授向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家科委、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负责同志写的一封建议信。



去年我回国时, 建议过设立“科技流动站”的制度, 结合这批年

轻博士的安排, 或可先从物理学开始, 在国内找少数单位实行“博

士后”制度, 作为实行“流动站”的第一步。让一部分经选择的刚刚

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在好几个不同的(包括国内和国外的) 单位

流动二至六年, 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 接触多方面的学者和工作,

以开拓眼界, 增长见识和经验, 锻炼出独立工作的能力, 再通过有

国际水平的竞争, 取得相对固定的职位, 经过这样严格考验的人才

才能成为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 开拓新的科学, 在把科技应用于国

民经济方面作出贡献。这种人才是人才结构中必需的重要的一部

分。

实行这种制度, 务需解决认识上和工作上的一些关键问题, 建

议在科技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中, 促成此事。下面就“博士后”制

度所涉诸事, 略陈数端:

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 必须培养少数 (仍以千计 )带头的高

级科技人才, 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由世界各国近

四十年的科技发展经验表明, 除少数人外, 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活

跃的环境中, 再经二至六年独立工作的训练, 才能渐趋成熟, 这时

他们的年龄在 30 岁上下, 可以委以重任, 去解决科技难题和培养

新人。

二、博士后工作要在水平高的实验室和大学内, 有活跃的学

术气氛和较好的环境, 在这样条件下适当集中尚未完全成熟的一

批年轻人, 可以形成很强的科学集体, 作出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和完

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使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成熟。

因此, 建议在国内选择十个左右单位, 拨专款创造条件, 试办

一批专为“博士后”的“科技流动站”之重点, 先通过它们实行流动,

再逐步推广及其他单位。

除这些试点单位外, 可相辅以(对其他人员) 先工作一两年再

分配的办法。但“科技流动站”和“博士后”制度的目的, 一方面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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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流动, 另一方面是要锻炼和选出更优秀的人才。它不是单纯的

推迟分配所能达到的。

三、建议中国政府以两千万人民币的投资, 建立和完善“博士

后科技流动站”制度①。这笔款项主要用于两方面: ( 1) 在各地购

买或新建几百套为“博士后”人员之专用住宅; 这些住宅只许在“博

士后”期间使用。( 2) 为从事实验物理的“博士后”人员购置仪器设

备, 为从事理论工作者提供计算机条件。这两项不能是仅靠这笔专

款, 主要的还是要从各重点单位的经费中解决。

四、就目前国内情况看, 实行“博士后的科技流动站”制度, 还

必须解决户口、工资、编制、人事制度、住房等方面的一批具体问

题。

五、到国外从事“博士后”工作是加速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

径, 是国内“博士后”制度的补充。建议应当鼓励青年博士向国外第

一流的学院“竞争”博士后的职位, 从国外回来的青年博士, 在国内

工作一年后, 建议可允许再次到国外作“博士后”, 以保持与科学前

沿的接触。

六、上述十个左右的“博士后流动站”的试点单位, 不宜全部

集中在北京、上海, 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 也应精选研究单位, 各

设一试点。如当地科技条件较差, 建议鼓励各地方的积极性, 使各

省竞争争取, 另加基金, 支持试点之建立。

24

① 科技流动站的本身 , 并不仅限于博士后 , 但为推动这一新的制度 , 可先从博士

后入手。同时 , 也不仅限于从国外回来的博士 , 应当包括在国内取得学位的青年博士。



附   件

285 位在美国大学已定专业的 CUSPE A 研究生的专业分布

专   业 人   数 说   明

材料科学、固体物理
143 �

(其中理论 37)

包括与材料有关的半导体、

磁学、高分子、非晶态、表面
物理等

激光、原子、分子物理
35 �

(其中理论 6)
与激光科技有关

高能物理
28 �

(其中理论 15)

等离子体、大气、
空间物理

18 �与新能源和空间技术有关

统计物理、计算物理和
其他理论物理

18 �

生物物理、医学物理 14 �这是新的边缘科学

核物理 13 �与核技术有关

引力、天体、天文 8 �

非线性力学、光应力学 4 �与工程力学有关

其   他 4 �太阳能、声学

总   计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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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在纽约区 CUSP EA 同学

聚会时的讲话
①

( 1985 年 5 月 25 日)

欢迎各位, 这是第一次纽约区 CU SPEA 同学的聚会。

当 1979 年我在北京讲学的时候, 就有 CU SPEA 的设想。因为

我的计划, 一切程序和中国及美国的通常手续很不一样, 当时我不

能确定, 是否一切可以行得通。可是, 我还是向当时的中国的科学

院副院长严济慈教授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我的整个想法: 先作两

次小型试点, 假使成功, 则于次年( 1980 年)发展大型的 CU SP EA。

如 再 成 功, 则 于 1981 年 推 广 至 其 他 领 域, 成 立 CU SBEA ,

CU SCH EA , ⋯⋯。( CU SPEA 的 P 代表物理, B 则代表生物, CH

代表化学, ⋯⋯) 那时候, 我希望能推广至十多个领域, 每个领域一

年可取 70 至 100 名。这样, 每年可培养千余名各方面的中国年轻

科学家。

你们都知道, 物理的安排一切如意。我们今天的集会就是个强

有力的证明。现在除物理外, 仅生物和化学尚在推行中。

物理之所以能展开和成功, 主要应归功于你们卓越的才干和

勤劳的精神。再加上你们在国内受到高水准的大学教育, 和美国各

研究院的热烈支持。至目前, 除二位试点时期来的同学已经回国,

在美国现有 489 位 CU SP EA 同学, 在加拿大有二位。今年 8 月又

44

① 本文曾刊登在《CU S P EA 通讯》的创刊号上。



将有 104 位来美国。最初, 我只答应办六年, 以 1985 至 1986 为最

后一年。后来由于中国教育部和其他方面的要求, 我同意继续办第

二步, CU SPEA II, 至 1989 年为止。

根据最近的调查, 上述的 491 位 CU SPEA 同学现分布在七十

二个学府, 从事六十多项与物理有关的专业研究。你们都是高才

生, 我们都深深觉得光荣。你们在各研究院的工作肯定会很成功,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将来呢? 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 你们的将来是同样光明

的。可是世事难以预测, 在你们未来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新的挑

战和新的问题。如果你们以个人加集体一起的力量, 能充分准备,

加强自信, 负起责任, 那么你们就更有把握面向将来的问题。

请大家考虑, 今后二十年全世界物理和与物理有关的各科技

领域, 那时候的领袖是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绝大多数是

来自今日的研究院。在现在各主要研究院中四分之一成绩优秀的

研究生基本上就组成了将来的中心领导人物。而目前, 在美国, 其

中一大部分就是你们 CU SPEA 同学。所以, CU SPEA 作为一个团

体, 不仅将领导中国物理学的未来, 而且将是领导世界物理学未来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势所必然的。你们应该为你们的前途感到

骄傲, 但是我们也必须负起你们的责任。

有人曾经说: 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在学术界, 这句批评并非完

全没有根据。相比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犹太族经过了纳粹多少年

的残害, 可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互相帮助, 仍然使很多犹太科学家可

以找到新的环境获得发展的机会。日本是另一个例子。因为日本

人有坚强的互助精神, 所以日本能成为今日世界的科技领袖之一。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切理由深深相信, 中国科学家必然是将来

的主要人物。因此, 你们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你们应建

立相互间经常的通讯, 作为一个好的开始, 这样可以交换共同的兴

趣和心得, 分享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相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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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之一。我希望像这样的聚会, 在纽约和其他 CU SPEA 中心

能正规化地继续举行。同时, 假使你们能花些精力办一个 CU S-

PEA 通讯刊物, 那也会是很有用的。

这种部分科技性、部分职业性的同行通讯, 将来也可推广至

CU SPEA 之外的中国科学家。通过你们, 中国科学的将来就是世

界科学的将来。互相帮助, 就是帮助自己和帮助你们整个一代。你

们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后的成功, 则依靠你们这一代集

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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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CUSP EA 项目的美国大学名单

THE P ARTICIPATING UNIVE RSITIE S

OF THE UNITED STATE S
①

U niversit y of Arizona

A rizona Stat e U n iversit y

Bos ton College

Bos ton U niversit y

Brandeis U niversit y

U niversit y of Brit ish Columbia

Brooklyn College of th e CU N Y

Brown U niversit y

California Inst itute of T echnology

U niversit 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 niversit y of California, Irvine

U niversit 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 niversit 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 niversit y of California, Sant a Barbara

Carnegie-Mellon U nivers ity

Case-West ern Reserve U nivers ity

U niversit y of Chicago

94

① T he tot al number of the par t icipat ing univers it ies of t he U nit ed Stat e and

C anada is 97. T he l is t given above covers only the ones that have admit t ed CU S PE A

student s .



U niversit y of Cincinnat i

Cit y College of t he CU N Y

U niversit y of Colorado, Boulder

Columbia U nivers ity

Columbia U nivers ity, A st ronomy

Columbia U nivers ity, A pplied Physics

U niversit y of Connect icut

Cornell U niversity

Dartmouth College

Drexel U nivers ity

Duke U nivers ity

U niversit y of Florida

U niversit y of Georgia

H arvard U nivers ity

H arvard U nivers ity, A pplied phys ics

U niversit y of Haw aii at Manoa

U niversit y of Houst on , Cent ral Campus

H unt er College of th e CU N Y

U niversit y of Illinois, U rbana-Champaign

Illinois Ins titu te of T echnology

Indiana U niversit y, Bloomington

U niversit y of Iowa

Iow a Stat e U 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 niversit y

U niversit y of Kentucky

Louisiana St ate U nivers ity

U niversit y of Maryland

Massach usett s Ins tit ute of T ech 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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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iversit y of Michigan

Michigan St at e U niversit y

U niversit y of Minnesot a

Montana State U nivers ity

N ew York U nivers ity

Stat e U 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 lbany

Stat e U 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N ort hwest ern U niversit y

O hio State U nivers ity

U niversit y of Oregon

U niversit y of Pennsylvania

P ennsylvania State U nivers ity

P ennsylvania State U nivers ity, A st ronomy

U niversit y of Pitt sburgh

P rinceton U niversit y

P rinceton U niversit y, A strophysics

P rinceton U niversit y, EE

P urdue U nivers ity

Q ueens College of the CU NY

Rice U niversity

U niversit y of Roch es ter

Rut gers , th e State U nivers ity of N ew Jersey

U niversit 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anford U niversit y

Stanford U niversit y, Applied Ph ys ics

Sevens In stit ute of Tech nology

Syracuse U nivers ity

U niversit y of T exas at A u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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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s A and M U niversit y

U niversit y of U tah

V anderbilt U niversity

U niversit y of Virginia

V irginia Polytechnic Ins titut e and State U nivers ity

U niversit y of Washington

College of W illiam and Mary

U niversit y of Wisconsin, Madison

U niversit 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Y ale U niversit y

Y ale U niversit y,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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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CUSP EA 项目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名单
①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方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南京师范学院

浙江大学

安徽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郑州大学

郑州工学院

武汉大学

华中工学院

中南矿冶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四川师范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兰州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云南大学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第三机械工业部

35

① 参加 CU S PE A 项目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共有 95 个 , 这里仅列出有学生经

考试、推荐出国的单位。同时本表所列院校的名称 , 仍沿用了本项目开始时的校名。



第八机械工业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 R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

中国 R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南物理研究所

中国 >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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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参加报考 CUSP EA 项目的人数

和经推荐出国的学生人数

  历年参加报考 CU SPEA 项目的人数和经推荐出国的学生人

数见表 1。

表  1

年份 参加报考人数 经推荐出国的人数

1979 �a 18 A

1980 �548 �126 X

1981 �835 �124 X

1982 �530 �119 X

1983 �623 �108 X

1984 �662 �103 X

1985 �662 �95 A

1986 �431 �72 A

1987 �373 �76 A

1988 �450 �74 A

合计 5114 �915 X

  a 1979 年出国学生人数 , 为酝酿试点时经过两次考试推荐出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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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8 年在全国各地设置的考场

1980—1981 年

在北京大学( 北京) 、复旦大学( 上海) 、南京大学(南京)、南开

大学( 天津)、中山大学 ( 广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四川大

学(成都) 、西北大学( 西安 )、兰州大学 ( 兰州) 、武汉大学( 武汉) 和

吉林大学(长春) 共设置了 11 个考场。

1982—1983 年

除上述 11 个考场外, 新增了云南大学(昆明) 考场。

1984 年

除上述 12 个考场外, 新增了山东大学( 济南) 和厦门大学( 厦

门)两个考场。

1985 年

除上述 14 个考场外, 新增了浙江大学(杭州) 考场。

1986 年

在北京大学( 北京) 、南开大学( 天津) 、吉林大学(长春)、南京

大学(南京) 、复旦大学( 上海)、武汉大学(武汉) 、中山大学( 广州)、

西北大学( 西安)、四川大学 (成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合肥) 、厦

门大学(厦门) 共设置了 11 个考场。

1987 年

在 1986 年的考场中, 将西北大学考场换成兰州大学(兰州) 考

场。

1988 年

除 1987 年的 11 个考场外, 新增了浙江大学( 杭州)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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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和英文试题与解答选



CUSP EA EXAMINATION ( 1980)

Ⅰ CLASSICAL P HYSICS

( 4 hours )

A. Mechan ics

Solve 2 of t he following 3 problems

A1.  zT wo uniform cylinders are spinning independent ly about

th eir axes , wh ich are parallel. O ne h as radius R1 and mass

M 1 ; t he oth er R 2 and M2 . Initially t hey rotate in the same

sense wit h angular speeds Ω1 and Ω2 respectively. T hey

are then displaced until they touch along a common t an-

gent .

fig . 1

Aft er a s teady st ate is reached, w hat is t he final angular

velocity of each cylinder ?

A2.  pA particle moves in a circular orbit of radius r under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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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n att ractive central force. Show that this or-

bit is s table if

f ( r ) > -
r
3

�f
�r r

,

where f ( r ) is the magnitu de of t he force as a funct ion of

dis tance r from t he center .

A3.  pT hree particles of equal mass m move wit hout fr ict ion in

one dimens ion . T wo of the particles are each connected to

the third by a massless spring of spring const ant k. F ind

the normal modes of oscillat 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frequencies.

fig . 2

B. Elect romagnetism

Solve 2 of t he following 3 problems

fig . 3

B1.  �A parallel plat e capacitor ( perfectly conducting plat es )

w ith plate separation d is filled wit h t wo layers of mat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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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1) and ( 2) . T h e first has dielectr ic cons tant ε1 , con-

duct ivit y σ1 , the second ε2 , σ2 , and their t hicknesses are

d 1 and d 2 respect ively. d 1 + d2 = d . A pot ential V is placed

across th e capacitor .

a ) $Neglect ing edge effect s , what is t he electr ic field in

material ( 1) an d ( 2) ?

b ) Wh at is t he current flow ing t hrough the capacit or ?

c ) �W hat is the total surface charge den sity on the inter-

face betw een ( 1) and ( 2) ?

d ) �What is t he“free”or“real”surface charge dens ity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 1) and ( 2) ? Explain carefully

what is meant by the“free”or“real”charge dens ity.

fig . 4

B2.  �Consider a closed circuit of wire

formed into a coil of n turns with

radius a , resis tance R and self-in-

ductance L . T he coil rotat es in a u-

niform magnetic field H about a di-

ameter perpendicular to the field.

a) ,Find the current in the coil as a funct ion θfor rot at ion

at a const ant angular velocity ω. H ere θ( t) = ωt is t he

angle bet ween t he plane of t he coil and H .

b) 3Find t he ext ernally applied torque required to maintain

this uniform rotat ion .

( In both parts you should assume t hat all t ransient ef-

fects h ave died away. )

B3.  \A cylinder of lengt h L and radius R carries a uniform cur-

rent I parallel to its ax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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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nd th e direction and magnit ude of th e magnetic field

everywh ere inside th e cylinder. ( Ignore end effects . )

fig . 5

b) A beam of part icles , each w ith momentum p parallel to

the cylinder axis and each wit h pos itive charge q, im-

pinges on its end from th e left . Show th at aft er pass ing

through th e cylinder t he particle beam is focussed to a

point . ( Make a“t hin lens”approximation b y assuming

that the cylinder is much shorter t han the focal lengt h.

Neglect th e slowing down and scatt er ing of th e beam

part icles by t he mat erial of t he cylinder . ) Comput e t he

focal length .

C. Thermodynamics

Solve 1 of t he following 2 problems

C1.  `Consider two ways t o mix tw o perfect gases. In t he firs t,

an adiabat ically isolated cont ainer is divided int o t wo

chambers with a pure gas A in the lefthand side and pure

gas B in th e right. T he mixing is accomplished by opening

a h ole in t he divding wall.

In th e second case the ch amber is divided by t wo rigid,

perfect ly select ive membranes , t he membrane on t he lef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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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6

perfect ly permeable to gas A b ut impermeable t o gas B .

T he membrane on the right is just the reverse. T he t wo

membranes are connected by rods to t he outs ide and t he

w hole ch amber is connected t o a h eat reservoir at t empera-

t ure T . T he gases can be mixed in t his case by pulling t he

lefthand membrane to t he left and t he right hand t o t he

right .

fig . 7

a) �F ind the change in ent ropy of the con tainer and its con-

t ent s for the second process.

b ) �Find t he change in ent ropy of the con tainer and its con-

tents for t he first process .

c) �What is t he change in entropy of the heat reservoir in

part a) ?

C2.  _A Carnot cycle is operated wit h a liquid-gas int erface. T he

vapor pressure is p v temperature T , volume V. T he cycle

is operated according t o t he following p -V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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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8 Pfig . 9 F

T he cycle goes isothermally from 1 to 2, evaporatin g n

moles of liquid. Th is is followed by revers ible cooling from

2 t o 3. T hen t here is an isot hermal contract ion from 3 to

4, recondensing n moles of liquid, and finally a reversible

h eat ing from 4 t o 1 completes t he cycle.

a) �Observe t hat V2 - V1 = Vg - Vl where Vg = volume of n

moles of gas , Vl = volu me of n moles of liquid. Calcu-

lat e the efficiency in terms of Δp , Vg - Vl , and L v = la-

tent heat of vaporizat ion of a mole of liquid. T reat Δp

and ΔT as small.

b ) �Recogn izing that any tw o Carnot engines operat ing be-

t ween T and T - ΔT must h ave the same efficiency

( why? ) and t hat t his efficiency is a funct ion of T and

ΔT alone, use t he result of part a) to obtain an expres-

s ion for dp v / dT in terms of Vg - V l , n, L v and T .

D. Optics

Solve 1 of t he following 2 problems

D1.  dConsider t he modified Y oung’s double-s lit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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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10

Q is a monochromatic point source of ligh t wit h wave-

length λ. S 1 is a screen having a long narrow slit and S 2 has

tw o s lit s of widt h a separated by a distance dm a . P 1 , P 2 ,

P 3 and P 4 are polarizing filt ers . For each of t he follow ing

arrangements , describe an d briefly ex plain the intensit y

patt ern on th e screen S 3 .

a ) �A ll polarizers removed. ( Here derive a formula for t he

int ens ity patt ern on S 3 . )

b ) �P 1 removed, P 2 and P 3 have mutually perpendicular

pass axes w hile the axis of P 4 is at 45°t o t hat of P 2 .

c) �As in b) b ut P 4 removed.

d) �P 1 in place at 45°t o P 2 . P 2 and P 3 st ill crossed . P 4 per-

pendicular t o P 1 .

D2.  �One s ide of a disk, 1 cm
2

area , radiat es uniformly ( a

Lambert’s law radiat or) wit h a bright ness of 1 wat t cm
- 2

steradian
- 1

at a s ingle frequency in th e visible.

a)  W hat is th e total rat e at wh ich energy is radiat ed from

t his face of th e disk ?

b) ,Given a fused quartz lens ( n= 1. 5) wh ose diameter is

10 cm and wh ose focal length is 100 cm, show h ow to

image t he radiat or on to a disk whose area is �� 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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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stimate the tot al energy flux reach ing t he �� cm
2

disk

t o w ithin a few percent .

d) "By changing n and the dimension s of th e len s, you may

increase th e energy flux reaching the �� cm
2

disk . By

w hat reasoning might you det ermine the maximum en-

ergy flux into the �� cm
2

disk t hat can be achieved?

Ⅱ MODERN P HYSICSK

( 4 hours )

Solve 5 of t he following 8 problems

1.  �A his toric failu re of classical phys ics is it s descript ion of t h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from a blackbody. Considered a

s imple model for an ideal blackbody consis ting of a cubic

cavit y of s ide L with a small hole in one side. ( See fig. 11) .

fig . 11 �fig. 12 J

a ) �Assuming th e classical equipartit ion of energy, derive an

expression for t he average energy per unit volume and u-

nit frequency range ( Rayleigh-Jeans’ law) . In w hat way

does t his result deviat e from act ual ob servation?

b ) �Repeat t he calculat ion, now using qu an tum ideas , to ob-

tain an expression th at properly account s for the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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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spectral distr ib ution ( Planck’s law ) .

c) �Find t he temperat ure dependence of t he total power emit -

t ed from the hole.

2.  �A rod of len gt h d and uniform mass dis tr ibut ion is pivoted at

it s center and const rained to rot ate in a plane. T he rod has

mass M and charges + Q an d - Q fixed at either end.

a ) �Describe t his syst em quantum mechanically, f inding t he

Hamilt onian , its eigenfunctions and their eigenvalues .

b ) �If a const ant w eak electr ic field E lying in th e plane of ro-

tat ion is applied t o t his sys tem, what are t he new eigen-

function s and energies to first order E .

c) �If the applied electr ic field is very strong, find an approx-

imat e wave function an d energy for the ground st ate.

3.  FA nucleus of charge Z has its atomic number suddenly

changed to Z+ 1 by β-decay. W hat is t he prob ab ility that a

K -elect ron before t he decay remains a K-electron around

the new nucleus after β-decay? Ignore all electron-electron

interact ions .

fig . 13

4.  �A piece of paraffin is placed in a uniform magnetic field H 0 .

Th e sample contains many hydrogen nuclei. T he spins of

these nuclei are relat ively free from int eraction wit h t heir

environment and , to first approximation, int eract only wit h

the applied magnetic field.

76



a) �Give an express ion for t he number of proton s in t he vari-

ous magnet ic subs tat es at a temperat ure T .

b) �A radio-frequency coil is t o be int roduced in order to ob-

serve resonance absorption produ ced by an oscillat ing

magnetic field. Wh at shou ld be t he direction of t he oscil-

lat ing field relat ive t o the s teady magnetic field H 0 and

wh y?

c ) �A t wh at frequency w ill resonance ab sorpt ion b e ob-

served? Give the units of all quant ities appearing in your

expression so th at t he frequency will be given in megacy-

cles per second.

d) �In terms of t he trans ition mechanism of th e proton spins,

explain wh y t he absorpt ion of energy from the radio-fre-

quency field does not disappear after an initial pulse, but

in fact continues at a st eady rat e. Wh at happens t o t he

absorption rat e as t he strength of the oscillatin g field is

increased to very large values? Exlpain.

5.  �a) �Consider a part icle of mass m moving in a three-dimen-

s ional square-w ell pot ent ial V ( r ) . Show t hat for a well

of fixed radius R , a bound st ate exist s only if the depth

of t he well has at least a certain minimum value. Calcu-

late that minimum value.

fig . 14 �fig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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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 e analogous problem in one dimension leads t o a dif-

ferent answer. Wh at is t hat answer?

c) �Can you sh ow t hat th e general nature of th e answ ers to

a ) and b ) above remains th e same for a well of arbitrary

shape? For example, in t he one-dimensional case b) use

V( x ) = λf ( x ) < 0,  a ≤ x ≤ b,

V( x ) = 0,  x < a or x > b.

and cons ider various valu es of λkeeping f ( x ) un-

changed.

6.  �K
+

mesons can be photoproduced in t he reaction γ+ p→K
+

Λ
0 .

a) �Find t he minimum phot on energy in th e laborat ory ( pro-

ton rest frame) for which t his reaction w ill occur ( M K + =

494 MeV / c
2 , MΛ0 = 1116 MeV / c

2 ) .

b) �If th e t arget prot on is not free but is bound in a nucleus,

t hen the mot ion of t he proton in the nucleus ( Fermi mo-

t ion ) allows t he reaction of part a ) t o proceed w ith a

low er incident ph ot on energy. A ssume a reasonable val-

ue for the F ermi motion and comput e t he minimum pho-

t on energy.

c) �Th e Λ
0

decays in flight int o a proton an d a π
-

( Mπ
- = 140

MeV / c
2
) . If the Λ

0
has a velocity of 0. 8c, what is i) t he

maximum momentum th at t he π
-

can have in the labora-

t ory, and ii) t he maximum component of laboratory mo-

mentum perpendicular t o t he Λ
0

direct ion ?

7.  �T he magnetic polarizability of an at om is defined by

aH = -
�2E ( H )
�H 2

H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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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ere E ( H ) is t he energy of th e at om in a con stant , exter-

nal magnetic field.

a ) �Est imate t he magnetic polarizabilit y of t he F = 0, 1s, hy-

perfin e grou nd s tat e of a hydrogen at om.

b ) �Estimat e th e magnet ic polarizability of the ( 1s)
2

ground

stat e of a helium atom. ( Be sure to give t hought to t he

sign of aH . )

8.  ,T he radioactive isotope
212

83 Bi decays t o
20 8

8 1 Tl by emit ting a

6. 1 MeV alpha part icle.

a ) �In an att empt to calculat e the decay lifetime, first consid-

er the finite potential barr ier sh own below. Calculate t he

trans ition probability T for a particle of mass M incident

from the left w ith energy E in the limit T n 1.

fig . 16

b) �U sing t he above result , obt ain a rough n umerical est i-

mat e for t he lifetime of t he
2 12

Bi nucleus . Choose sens i-

ble barrier parameters to approximat e the true alpha-

particle potent ial.

Ⅲ  GEN ERAL P HYSICS

( 4 hours )

Solve 6 of t he following 8 problems

1.  %a ) �How would you measure the surface t emperature of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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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b ) What would be the error in your measurement ?

c) �U sing easily observed properties of t he su n, mak e a

rough est imate of t he sun’s temperatu re.

2.  �Derive the equat ions necessary for t wo independent met hods

for experiment ally det ermining Avogadro’s number ( t he

n umber of at oms in a gram molecular weight ) . Describe

h ow t he experiments might be performed.

3.  /a) �Draw and qualitat ively explain an en ergy level diagram

for the n= 1 and 2 levels of helium in t he nonrelat ivis tic

approximat ion.

b) �Draw and discuss a s imilar diagram for hydrogen , in-

cluding all the energy splitt ings th at are act ually pre-

sent .

4.  �a ) �In order t o make a“charge sensitive amplifier”, one can

connect capacitance across an ideal invert ing amplifier as

indicated below .

fig . 17

T he t rian gular symbol represents an ideal inverting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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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f ier with th e characteristics : input impedancem 1, out -

put impedance n 1, gain m 1 and out put voltage Vou t =

( gain G)× ( input volt age V in ) . Compute the output volt -

age as a funct ion of th e input charge.

b ) �It is common pract ice when int erconn ecting elect ronic e-

quipment for handling short-pulsed electr ical signals to

use coaxial cab le t erminat ed in its charact eris tic

impedance. F or wh at reason might one terminate the in-

put end , the output end or bot h ends of such a coaxial

cable?

fig . 18

c) �Th e follow ing circuit is used to generat e a short, high-

voltage pulse. How does it w ork? What is t he shape,

amplitude and duration of th e out pu t pulse? Th e tube is

a Krytron, a gas-filled diode in wh ich th e gas can be

ioniz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 t r igger pulse to a th ird

electrode. ( I t act s essent ially as a swit ch. )

5.  �a )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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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 tr insic conductivity

ii) valence band

iii) conduction band

iv) donor st at es

v) accept or st ates

vi) Fermi level.

b ) �H ow is a donor s tat e produ ced? Give a specific example.

A nswer the correspon ding quest ion for an acceptor s tate.

c) �F or an n-type mat erial

i) Wh ere is F ermi leval at T = 0?

ii) Wh ere is F ermi level at high t emperatures?

iii ) aSk et ch t emperature variation of Fermi-level locat ion

and explain th e general features.

d ) �H ow does a p-n junction diode work? Derive an expres-

sion for current flow as a funct ion of t emperature and ap-

plied volt age.

6.  �Estimate, on reasonable grounds , the following :

a) �T he average dist ance between nitrogen molecules in t he

atmosphere at sea level.

b ) �T he magnet ic field ( in eith er c. g. s. or M. K. S. u nits ) at

th e nucleus of a hydrogen at om in it s grou nd s tat e.

c) �T h e relat ive number of molecu les of HD in the t hree low-

est rotat ional s tates of t he molecule at the temperat ure of

liqu id nit rogen.

d ) �T he minimum energy th at mus t be supplied by a D. C.

generator to produce 1 kg of hydrogen gas by th e elec-

t rolys is of water .

e ) �T he velocit y of elect rons that are accelerated t hroug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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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 ent ial of 100 volts from rest .

f) �T he quantit y of mass w hich disappears in t he explosion of

a“10 megaton H bomb”.

g ) �T he minimum energy in eV t hat elect rons must have in

order t hat th e bombardment of atomic sodium vapor by

t he electrons will excit e the D lines of sodium .

7.  �Design a magnet to produce a field of 10, 000 gauss in a 0. 1

meter gap having an area of 1 m× 2 m . A ssume very high

permeabilit y iron. Calculate th e power required and t he

w eight of th e necessary copper. ( T he resis tivity of copper is

2× 10
- 6

ohms/ cm; its densit y is 8 gm / cm
3

and carries a

maximum current dens ity of 1000 amps/ cm
2 . )

8.  �One of t he most puzzling problems in as troph ys ics is th e na-

t ure of t he qu as i-stellar objects ( Q . S. O . ’s ) discovered in

the early 1960’s.

a) �If a Q . S. O . h as an angular diameter smaller t han the re-

solving power of a radiot elescope 300 meters in diamet er

operat ing at 1500 megacycles, at leas t how small must its

angular diameter be?

b) �H ow does the resolving pow er computed above compare

w ith t hat of a 200 inch opt ical telescope?

c) �A n optical image, associat ed with t he Q . S. O. 3C48, has

angular diamet er less th an 1 arc sec and spectral lines

looking like th e hydrogen spectru m shifted to t he red by

an amount Δλ/ λ= 0. 30. Suppose t hat t his red shif t is

caused by the large velocit y of t he Q . S. O. Es timate how

fast t he Q. S. O. must be travelling away from us .

47



d) �If t he velocity v of t he Q . S. O . is caused by t he expan-

sion of t he universe, then

v = DH .

wh ere D is the dis tance of t he Q . S. O from us and H ( =

3. 3× 10
- 2

m/ sec. × ligh t year ) is Hu bble’s const an t.

U s ing t he dist ance implied by th e above equat ion and t he

fact th at th e observed energy flux on t he eart h is 10
- 1 7

t hat from the sun , compare t he en ergy out put of th e Q .

S. O. wit h that of th e sun. H ow many st ars must a

galaxy contain t o produce this mu ch energy?

e) �If , on th e other h and, the red shift is caused by a large

gravitat ional pot ent ial at the surface of t he Q . S. O. , f ind

the mass required for the Q . S. O. if its radius is t hat of

the sun. How does this mass compare t o that of the sun?

T o t hat of the galaxy?

f) �I t was observed t hat the in tensit y of th e Q . S. O . varied

appreciably wit h a t ime scale of a day. Can you deduce an

u pper limit on the diameter of the Q . S. O . from t his

fact ? If the Q . S. O . has a diameter equal to this limit,

w hat is it s minimum distance from us cons ist ent with t he

observed angular diameter of less th an 1 arc sec? Could it

b e in our galaxy?

g) �Fin ally, which of the possible explanations of Q . S. O. ’s,

if any, seems most plaus 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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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 Y ( 1980)

Ⅰ CLASSICAL P HYSICS

A. Mechan ics

A1.  dLet ω1 , ω2 be th eir respect ive final an gular velocit ies

ω1 R 1 = - ω2R 2 ,

Let d 1 and d 2 be t he t ime-int egrated torque of 2 on 1 and 1

on 2,

d1

R1
=

d 2

R2
,

d 1 = I 1 ( ω1 - Ω1 ) ,  d 2 = I 2 ( ω2 - Ω2 )

or

I 1

R 1
(ω1 - Ω1 ) =

I 2

R 2
- ω1

R 1

R 2
- Ω2 ,

and since I ∝MR
2
,

M 1 R 1 (ω1 - Ω1 ) = M 2 R2 - ω1
R1

R2
- Ω2 ,

fig . 19

so ω1 =
M 1 R1Ω1 - M2 R 2Ω2

( M 1 + M2 ) R1
.

A2.  d �rθ�
2

= cons tant = L ,

m r
··

= - f + rθ�2 ,

Let

r ( t) = r + δ( t) ,

θ( t) = ωt + δθ( t) ,

th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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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2
r = f ( r ) ,

r
2
δθ�+ 2rθ�δr = ΔL .

T hus

mδr
··

= -
df
dr

δr + ω2δr + 2ω( ΔL - 2rωδr)
1
r

2

= -
df
dr

- 3
f ( r )

r
δr + 2ΔL ·

ω
r

,

which implies simple harmonic motion only if th e coeffi-

cient of δr is negative:

f ( r ) > -
r
3

df
dr

.

fig . 20

A3.  eT he normal modes for t his simple

sys tem may simply be guessed

and verified. If X 1 , X 2 and X 3 are

t he posit ions of the three part ices

and l t he equilibrium lengt h of

each spring, we have t he follow -

ing modes:

a) x3 = x 2 + l= x 1 + 2l= vt+ C;

b) �x 2 = cons tant ,

x 1 = Acos(ωt+ φ) + x 2 - l ,

x 3 = - Acos(ωt+ φ) + x 2 + l ;

( c) #x1 = Acos(ωt+ φ) + C,

x2 = - 2Acos( ωt+ φ) + l+ C,

x3 = Acos(ωt+ φ) + 2l+ C.

Of course on e might also diagonalize the 3× 3 mat rix in t he

potential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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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0

- 1 2 - 1

0 - 1 1

.

B. Elect romagnetism

B1.  ]a) �Since th e current flowing in ( 1) and ( 2) must be equal,

σ2E 1 = σ2E 2  and E 1 d 1 + E 2d 2 = V,

or

E 1 =
V

d 1 +
σ1

σ2
d 2

,  E 2 =
V

σ2

σ1
d 1 + d 2

.

b) Th e current dens ity j = σ1E 1 =
σ1σ2 V

σ2d 1 + σ1 d 2
.

c) �From Gauss’ Law ,

E 2 - E 1 = 4πρ,

or

ρ=
1

4π
(σ1 - σ2 ) V
σ2 d 1 + σ1 d 2

.

d) �ρt ot a l= ρfr ee + ρp ol , wh ere ρpol is the charge densit y coming

from the polarizat ion of the medium. Recall if ·D =

4πρfre e , D= εE . T hus

ρfree =
1

4π
( σ1ε2 - σ2ε1 ) V
σ2 d 1 + σ1 d 2

,

fig . 21

ρpol =
1
4π

[σ1 ( 1 - ε2 ) - σ2 ( 1 - ε1 ) ] V
σ2d 1 + σ1 d2

.

B2.  \a) �∮E ·dr = I R = - L
dI
dt

-
1
c

dΦH

dt
,

ΦH = πa
2
nH sinθ.

L
dI
dt

+ I R = -
πa

2

c
nH ωcosω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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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 t) = -
πa

2
nH ω
2c

e
iωt

R + iωL
+

e
- iωt

R - iωL

= -
πa 2 nH ω

c R
2

+ ω
2
L

2
cos(ωt + φ) ,

φ= tan
- 1

-
ωL
R

.

b) �O ur coil has dipole moment

μ=
1
c
πa 2 nI ,

so t hat t he applied t orque

   τ �=
μH cosωt

c

=
πa 2 nH

c

2
ω

R
2

+ ω
2
L

2
cos(ωt + φ) cosωt .

B3.  ba) �B is tangent t o concent r ic circles perpendicular to and

centered on t he axis of symmetry of th e cylinder , point -

ed clockwise wh en view ed in t he direct ion of I ,

fig . 22

2πrB ( r) = πr
2
·

1
πR 2 ·

4π
c

,

or

B =
2I r
cR

2 .

b) �A part icle passing th rough the cylinder at a radius r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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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ves a radial momen tum

Δp r = q∫vBdt = qvB ·
L
v

=
2qI rL

cR 2

proportional t o r . T his particle crosses t he axis of sym-

met ry a dis tance d from t he cylinder where

d = r
p
Δp r

=
p cR 2

2I Lq
.

C. Thermodynamics

C1.  ^a) Since t he process is reversible w e can use

ΔS=∫ dQ
T

=
1
T∫

V
A

+ V
B

V
A

P A dV +∫
V

A
+ V

B

V
B

P B dV

= R nAln
VA + VB

VA
+ nB ln

VA + VB

VB
.

b ) �Conservation of energy requires that th e final and initial

temperatures in t he first process be equ al. T hus the fi-

nal stat es in the t wo processes are ident ical so t hat ΔS

is t he same as above.

c) ΔS re s= - ΔS con t ai ne r .

C2.  fa ) �Since T is f ixed t he change in t otal volume is due only

t o t he change from liquid to gas,

V2 - V1 = Vg - V l ,

Efficiency =
Δp ( V2 - V l)

L v n
=

Δp ( Vg - V l)
Lv n

.

b ) �
ΔT
T

=
Δp ( Vg - V l)

L v n
,

or

dp
dT

=
L vn

T ( Vg - V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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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ptics

D1.  na ) T he patt ern on S 3 is a product of t he int erference pat -

t ern from a single s lit ,

∫
a
2

-
a
2

e
ikx s inθ

dx =
2s in

ka
2

sinθ

ksinθ
,

k =
2π
λ

,

( a broad patt ern if a is small ) and t he more finely

spaced pattern from two very narrow slit s

fig . 23 ofig . 24 �

e
i
kd
2

sin θ

+ e
- i

kd
2

s in θ

= 2cos
kd
2

s inθ,

I ( θ) ∝ cos2 kd
2

s inθ
sin

2 ka
2

sinθ

sin2θ
.

b ) �Only the broad, single-slit pat tern appears ( t he maxi-

mum intensit y is �� that in a) .

c) �Same as b) , max imu m intensit y is �� that i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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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T he combined patt ern of a) reappears but wit h t he dou-

ble s lit max ima and minima exchanged.

T he maximum int ens ity is �� t hat in a) .

D2.  da) Rat e= 1W×∫
π/ 2

0
2πcosθs inθdθ= πW .

b ) �Let a and b be the image and object dis tances . Choose a

= b/ 2,

1
f

=
1
b

+
1
a

=
2
a

+
1
a

,

or

a = 3f = 300 cm .

c) Flux=
5

300

2

πW =
π

36
× 10

- 2
W.

d ) �T he second law of t hermodynamics requires th at t he

maximum imaged flux be no more t han th at radiated by

t he �� cm
2

disk when the tw o disk s are at t he same

t emperature. T hus ,

( Flux ) ma x =
π
4

W.

Ⅱ MODE RN PHYSICS

1.  +a ) �For each tr iplet of integers ( n1 , n2 , n3 ) there are t wo

modes, each wit h frequency

ν=
c

2L
n

2
1 + n

2
2 + n

2
3 .

T hus in a frequency interval Δνthere are

4π
8
ν

2
Δν×

2L
c

3

× 2

modes. If each h as energy kT ( equipartit ion t 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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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ν=
1

L
3

dE
dν

= kT ·4πν
2
·

1
c

3 ·2 =
8π
c

3 ν
2
kT ,

for which the large νbehavior is complet ely wrong.

b ) �For a particular mode of frequen cy ν, the average energy

is

∑
∞

n= 0

hνne
- hνnβ

∑
∞

n = 0

e
hνn β

= -
�
�β

ln
1

1 - e
- h νβ =

hνe
- h νβ

1 - e
h νβ,

so

uν=
8π
c3

hν3

e
hνβ

- 1
,

where β= 1/ kT .

c) Power �∝∫
∞

0

1
c3

hν3

e
h νβ

- 1
dν

=
( kT )

4

c
3
h

3∫
∞

0

x
3

e
x

- 1
dx ∝ T

4
.

fig . 25

2.  �a ) �H =
P

2

φ

2I
,  I =

M
12

d
2
.

-
h

2

2I
�2

�φ
2ψm = E mψm is solved by

eigenfunctions ψm =
1

2π
e

im φ
,

eigenvalues :E m =
h

2

2I
m 2 ,

m = 0, ± 1, ± 2, ⋯.

b ) E
( 1)
m = -∫

2π

0
ψ

*
m d QEcosφψm dφ= 0,

│ψ
( 1 )
m 〉= - ∑

m ′

│ψm′〉
〈ψm′│QEd cosφ│ψm〉

E m -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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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d

2m + 1
I
h

2│ψm+ 1〉-
QE d

2m - 1
I
h

2│ψm- 1〉.

c) �H =
P

2
φ

2I
- E Qd cosφ≈

P
2
φ

2I
+

1
2

EQdφ2 - E Qd .

T his is a s 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 with ω=
E Qd

I
,

E 0 =
1
2

hω- E Qd ,

Ψ0 ( φ) ≈
h

2

QE d Iπ2

��

exp{- QEd I φ
2
/ 2 h }.

3.  &T he wave function of a K electron in an atom of charge Z

h as th e form

Ψ( r) = N Z
��

e
2r / a

,

w ith

N
2
Z

3∫
∞

0
e

- 2Zr / a
r

2
dr = N

2∫
∞

0
e

- 2r / a
r

2
dr = 1.

P robability of K electr in remaining �

=∫
∞

0
N

2
[ Z ( Z + 1) ]

��
e

- ( 2 Z+ 1) r / a

r
2
dr

2

=
[ Z ( Z + 1) ] 3

( Z + 1/ 2)
6 .

4.  �a ) Choose the z direct ion parallel t o H 0 ,

E m = - mμH 0 ,  m = ± 1/ 2,  μ= gp
e h

2mp c
.

N m =
2N e

μH
0

m

cosh
μH 0

2

.

b ) �A coil with its axis perpendicular to H 0 will produce an

oscillating magnetic field H rf also perpendicular to H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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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in teraction - μH rf · σ/ 2 t hen contains σx and σy

which mix m= ±1/ 2, allowing absorption .

c) ν=
μH 0

h
= 4. 2× 10

- 3
×

H 0

Gs
× 10

6
s

- 1
.

d ) �T he interact ion of the prot on spins wit h th e rest of t he

paraffin act s to maintain their thermal dis tr ibut ion . Only

w hen t he oscillating field is very large does the absorp-

t ion rate approach t he maximum relaxat ion rat e, reach-

ing a fixed saturat ion value.

5.  �a ) �Ψ( r) =
As inkr , │r│< R ,

Be
- k′r

, │r│> R .

E = -
h

2

k′
2

2m
=

h
2

k
2

2m
- V0 .

∴ kcot kR = - k′= -
2mV0

h
2 - k

2
.

∴ 
2mV0

h
>

π
2R

 or  V0 >
π

2
h

2

8mR
2 .

fig . 26 �fig. 27 �

b ) �H ere a bound st ate occurs in any dept h w ell. T he ground

s tat e will be symmetric abou t the center of the well

w hich w e w ill choose as the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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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r ) =
Acoskr , │r│< R / 2,

e
- k ′│r│

, │r│> R / 2.

- kt ankR = - k′,

and a solu tion always exist s.

c) �F irst , for 3-dimens ional case.

V( x ) = λf ( x ) ,  H Ψ0 = E λΨ0 .

A ssume Ψ0 is a bound s tat e for the potential V( x ) . T hen

if f ( x ) > F for all x .

〈Ψ0
p 2

2m
+ λF θ( r - R ) Ψ0〉≤ E λ,

w hich implies t hat a bound st ate exist s in case a ) for ar-

bit rary small λ, a cont radiction!

Secondly, for t he 1-dimensional case. Define a square

w ell potential Vs( x ) obeying V s( x ) > V( x ) for all x . Let

Ψ0 ( x ) be th e corresponding bound st ate found in b ) .

T hen

〈Ψ0
p

2

2m
+ V( x ) Ψ0〉≤〈Ψ0

p
2

2m
+ Vs( x ) Ψ0〉< 0,

w hich implies t hat V( x ) mus t also possess a bound s tate.

fig . 28 Ffig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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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 �U se t he same let ter for t he particle and it s four-momen-

tum,

(γ+ p )
2

= M
2

p + 2E γMp = ( M K + MΛ
0)

2
,

or

Eγ =
( MK + MΛ

0 )
2

- M
2

p

2M p
= 913 MeV .

b ) �If w e assume the prot on is moving tow ard t he γwith

Fermi momentum p F = 200 MeV / c, then

(γ+ p ) 2 = M
2
p + 2Eγ( Mp + p F ) = ( MK + MΛ0 ) 2 ,

so

Eγ = Eγ( p F = 0)×
M p

Mp + p F
≈ 750 MeV.

c) �In the Λ
0

center of mass sys tem,

MΛ0 = p * 2 + M
2
p + p

* 2
+ M

2
π,

or

( MΛ0 - E
*
π ) 2 = E

* 2
π + M

2
p - M

2
π,

or

E
*

π =
M

2

Λ
0 + M

2

π - M
2

p

2MΛ0
= 173 MeV.

p
*
π = E

* 2
π - M

2
π = 101 MeV / c.

T hus , in t he Lab frame,

( p
m a x
⊥ ) l ab = p

*
π

( p
ma x
∥ ) la b = γΛ

0 ( p
*
π + βΛ0E

*
π ) = 399 MeV / c.

7.  �a ) �E ( H ) �= -
│〈F = 1│- μ·H│F = 0〉│

2

E F = 1 - E F = 0

= -
e

2
h

2

H
2

4m
2

e c
2

1
2πh× 1400 MH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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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H is in the z direct ion.

αH = 2×
( 0. 6× 10

- 8
eV / Gs) 2

5. 8× 10
- 6

eV

= 1. 2× 10
- 11

eV / Gs
2
.

b ) �Since L= S= J = 0, H enters the energy only through t he

diamagnetic t erm .

e
2
A

2

2mc
2 =

e
2

8mc
2 ( r× H ) 2 ,

E ( H ) = 2×
e

2

8mc
2〈ψ│( r× H ) 2│ψ〉,

w here t he factor 2 is att r ibuted to t wo electrons, and

( r× H ) 2 = r 2 H 2 - ( r ·H ) 2 =
2
3

r 2 H 2 .

∴  α T= -
e

2

3mc
2〈ψ│r

2
│ψ〉≈-

e
2

3mc
2

h
me2

2

= - 0. 5× 10
- 1 8

eV / Gs
2
.

8.  �a ) �If T n 1 t he reflection at 0 occu rs as if the barrier were in-

finitely th ick ,

Ψ( r ) =
e

ikr
+ ( t 1 - 1) e

ikr
, r < 0,

t 1 e
- k ′r

, 0 < r < b,

k′=
2mV0

h
2 - k

2
.

ik( 2 - t 1 ) = - k′t 1 ,

or

t 1 =
2ik

ik - k′
=

2k
k + ik

.

At b w e have

Ψ( r ) =
t 1e

- k′b

·[ e
- k ′( r- b)

+ ( t2 - 1) e
- k ′( r- b)

] , 0< r< b,

t 1e
- k′b

·t 2e
ik( r - b)

, r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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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t 2 - 1) k′= t 2 ·ik,

t2 =
- 2k′

- k′+ ik
=

2ik′
k + ik′

,

∴ T ransit ion probability

T = │t 1 t 2e
- k′b

│2 =
16k

2
k′

2

( k
2

+ k′
2
)

2 e
- 2k′b

=
16E ( V0 - E )

V
2
0

e
- 2 k′b

.

b ) �We can es timate th e αdecay rate for
2 12

Bi by viewing t he

elect rost atic potential seen by t he 6 MeV αparticle as a

barrier .

r 0 =
162e2

6 MeV
= 3. 5× 10

- 12
cm,

V0 = 6 MeV×
3. 5× 10

- 12

6× 10
- 13 = 35 MeV .

Replace k′r 0 in th e formula of a) for T by the average

2m× 6 MeV
h

2 ∫
r

0

R

r 0

r
- 1dr

  ≈ 0. 8r 0 ·
2m× 6 MeV

h
2 ≈ 30,

fig . 30

t hus lifetime of
2 12

Bi neucleus τ= t ime oetween coll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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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 he alpha particle in
212

Bi w ith t he surface× e
2〈k′r

0
〉
=

2× 10
- 2 5
× e

60
= 40 min.

Ⅲ  GEN ERAL P HYSICS

1.  �a ) �O ne can compare t he Sun’s radiat ion w ith t he radiat ion

from a black body at a temperat ure T . A comparison of

eit her the total radiated energy or th e det ailed spectral

shape can be made. T hese measurement s should be made

w ith one or more filters of kn own charact eris tics and a

bolometer ( a device measuring incident light intensit y by

first convert ing it t o heat ) .

b ) �In addition t o t he errors introduced by uncertaint y in t he

properties of t he filt ers and bolomet er one must also con-

s ider errors arising from:

i) ,absorption bands in th e Eart h’s atomsphere if t he ex-

periment is not performed in a sat ellit e;

ii) Gemission lines in the Sun’s spect rum caus ing it t o de-

viate from t hat of a black body;

iii) bvariation in t emperature of various vis ible portions of

t he Sun—one may see to different depths in different

places.

c) �U sing th e solar const an t ( ～1 kW / m
2
) and the Stefan-

Boltzmann’s law ,

1 k W/ m
2

= 5. 7× 10
- 8 J

m
2
·s

T
4
×

1
2

0. 5°
57°

2

,

or

T =
103

2. 1× 10
- 5
× 5. 7× 10

- 8 ～ 5500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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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0. 5°is t he angular diameter of the Sun .

2.  6- ��Met hod 1. Perform the elect rolys is of water producing n

moles of h ydrogen gas w ith t he passage of Q coulombs of

charge. If e is th e elect ronic charge, A vogadro’s unmber is

N 0 =
Q
ne

.

Th e electronic charge can be measured using the Millikan

oil drop experiment: small oil drops are observed moving in

an elect r ic field and the elect r ic force det ermined by measur-

ing th eir velocit y wh en t he viscous and electr ic forces are in

balance.

fig . 31

H ere t he linear dependence on the oil drop radius a and ve-

locity v, and the const ant 6πμmight be determined empiri-

cally us ing larger spheres acted on by gravit y.

fig . 32

  - �Meth od 2. T he cell dimen-

s ion d of a cubic cryst alline solid

can be determined from X-ray

diffraction, the X-ray wave-

len gt h being determined by scat -

t er ing at glancing incidence from

a grat ing w ith known spacing.

Bragg maxima occur when 2d sinθ= nλ. Finally N 0 =

(ρd
3
)

- 1
where ρis the molar dens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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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rse many oth er methods are also possible.

3.  �a ) �i) In t he ground s tate ( 1s, S= 0) the spatial wave fun c-

tion of th e two elect rons are identical so that th e Pauli

principle requires S = 0. Its ionizat ion energy should be

somew hat less th an doubly charged hydrogen because of

the screening of the second electron.

ii ) A ll S = 0 stat es lie above the corresponding S = 1

st ates because th e elect ros tatic electron-electron energy

e
2
/ 1 │r 1 - r 2 │is less for ant isymmet ric wave functions

which approach zero as r 1→r 2 .

iii) Th e 2p s tates have en ergies near that of 2p hydrogen

because the 1s electron effect ively screens th e double

charge. T he 2s stat es h owever will be more tightly

boun d s ince it penetrat es t he 1s wave function t o a larger

degree.

T he relative s ize of ii) and iii) ( and t herefore t he sign of

the 2s ( S = 0) and 2p ( S = 1) energy split ting) is more

difficult t o determine.

fig . 33 �fig . 34 M

b ) �T he non-relativist ic energies are given by

E = -
mc

2
α

2

2n
2 .

29



T he 2p 1/ 2 and 2p 3/ 2 stat es are split by th e relativist ic,

spin orbit coupling w hich is v
2
/ c

2
～α

2
smaller than E

above. T he sign of the splitt ing follows from class 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 e e
-

rest frame,

Eα- B ·μ= B ·Sα+ L ·S,

and L and S are“anti-parallel”in t he J = 1/ 2 s tate. T he

2s1/ 2 and 2p 3 / 2 levels , degenerate in the Dirac th eory, are

split by radiation correction s—th e Lamb shift ～ mc
2
α

5 .

Finally the int eraction with the prot on’s magnet ic mo-

ment gives all levels a hyperfine st ruct ure～ ( me / mp )×

fine st ructure or about 1/ 10 of t he Lamb shift . Th e s ign

of t he hyperfine splitt ing requires det ailed comput ation.

fig . 35

4.  "a) �Sin ce t he input impedance is high the charge Q en tering

t he input must appear on the capacit or . T hus ,

V in -
Q
C

= Vout ,

- G
- 1

Vout -
Q
C

= Vou t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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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t = -
Q/ C

1 + G
- 1 .

b) �A pulse reaching the end of a cable terminated in t he

charact eristic impedance is entirely absorbed w ith no un-

w anted reflected pulse sent back dow n the cable.

c) �Wh en triggered t he diode effect ively joins the two coaxial

cables wit h no resist ance. Th e 10 megΩ resis tor isolates

the 2000 V supply. T he current and voltage in t he cable

are I = 0 and

fig . 36

T his can be decomposed into 3 waves :

fig . 37

A and C move to t he right , B to t he left . C insures t he

total current at the open end of th e 10 ft cable remains ze-

ro. Th us th e voltage at th e output looks like

fig . 38
49



where v is the propagat ion velocity in the cable ( typically

v～ 0. 6c) . A fter C passes t he diode, condu ction st ops

and the 10 ft cable begins to recharge.

5.  ,a ) �i) KT he elect r ical conduct ivity of a pure semicodductor ,

normally van isning at T = 0.

ii) \T he band of energies fully occupied by electrons in a

pure semiconduct or at T = 0 and bounded from above

b y a forbidden energy gap.

iii) wT he band above t his energy gap , empty at zero tem-

perat ure for a pure semicondu ctor .

iv) pA ddit ional electronic stat es , occupied at zero t emper-

ature lying wit hin the forbidden gap. T hese s tates

are produced by adding impurit ies , for ex ample

adding arsenic to silicon.

fig . 39

v) 8A dditional elect ronic s tat es empty at T = 0, also lying

w ithin the forbidden gap. P roduced, for example, by

adding boron to silicon.

vi) sTh e cons tant E F in the Fermi dir tr ibut ion

1
e

( E - E
F

) / kT

+ 1

giving th e probabilit y that a particular , single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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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 stat e of energy E is occupied. I t is determin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elect rons in the syst em .

fig . 40

b ) See a iv) and v) .

c) �i) At T = 0, E F = E d + ε.

ii ) XFor high t emperature E F ≈

1
2

( E c + E V ) because th e

valance band becomes par-

tially ionized and t he asymmetry introduced by t he

donors irrelevamt .

fig . 41

iii) YA s T increases from zero, the donor st ates ionize and

E F falls .

d ) �T he variat ion in energy of the bott om of the conduct ion

band, n ecessary for t he Fermi levels to cioncide, re-

quires an elect r ic field as sh own . If a volt age V is applied

to t he p side of t he diode it appears directly across t he

depletion region s ince both the n and p regions have high

conduct ivit y. Look ing only at th e flow of elect rons

across the region ( + from n to p) we have t wo cont ribu-

tions

J
e -

= J
e -

n →p - J
e-

p→ n .

T he flow from p to n is very small caused by th e dif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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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of th e very few number of conduct ion electrons in

th e p region int o t he deplet ion region. T h ese are acceler-

ated by E and t he current uneffected by the magnitude of

E and h ence V as long as E remains posit ive. T hus J p→n

= J sa t , a cons tant . J n→ p is caused by diffus ion of elec-

trons in the other direct ion and is proport ional to t he

density of electrons in the n t ype mat erial w ith energy

above th e bot tom of th e p region conduction band.

H ence J n →p cont ain s th e Boltzmann factor e
+ e V / kT

. Since

th ere is lit tle recombination in t he deplet ion region J
e-

must vanish when V= 0; therefore,

J
e-

= J
e-

sa t ( e
eV / kT

- 1) ,

or adding an equivalent expression for h oles ,

J = J sa t ( e
eV / kT

- 1) .

6.  �a ) d≈
22× 10

3
cm

3

6× 10
23

��

= 33�.

b ) B≈
ev
c

1
a

2

0

= 1. 4× 105
Gs.

c) �N umber of molecules ∝ e
- E / kT

.

kT =
80 K
300 K

×
1

40
eV = 7× 10

- 3
eV ,

E =
h

2

2I
l( l + 1) ,  l = 0, 1, 2,

w here

I ≈
4
9

M p +
2
9

M D
3
2

a 0

2

=
3
2

a
2

0 M p ,

so

E =
1
2

l( l + 1)
3
2

Mp

h
2

a
2

0

≈ l( l + 1)× 5× 10
- 3

e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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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us the relat ive numbers of HD molecules are:

 1 st ate with l= 0, number of molecules= 1;

 3 fst ates wit h l= 1, number of molecules= 3e
- 1. 4

= 0. 74;

 5 fst ates wit h l= 2, number of molecules= 5e
- 4. 3

= 0. 07.

d ) �Minimum energy supplied

 ≈1 eV× 6× 1023× 1000× 1. 6× 10
- 1 9

J / eV= 108
J.

e) v=
2E
m

= 6× 108
cm / s.

f) m �=
1× 10

7
× 2000

( 0. 5× 10
6
/ 9× 10

- 31
)
×

1
2. 2

×
1000
200

× 6× 10
23

= 5× 10
- 2

kg.

g ) E = h
c
λ

= 2. 1 eV .

fig . 42

7.  �
4π
c

I N =∫H ·dl ,

so

I N =
c

4π
× 104× 0. 1 Gs ·m

= 8× 10
4

A , tu rn s

W eigh t of copper

= 8×
8× 104× 6× 102

103 = 4× 10
2

kg,

Pow er = I
2
R = 10

5
W .

8.  �a ) θD <
λ
D

= 6. 7× 10
- 4

rad.

b ) θopt～
5× 10

- 5

2× 2. 5× 102 = 10
- 7

rad.

c) ν′= γ( 1- β) ν,
Δν
ν
≈- β, β≈-

Δν
ν
≈

Δλ
λ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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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D =
108 m/ s

3. 3× 10
- 2

m/ s·ly
= 3× 10

9
ly

1 ly≈2× 105 ( mile/ s)× 3× 107 = 6× 10
12

miles.

E =
3× 10

9
× 6× 10

12

9. 3× 107

2

× 10
1 7

E ⊙ = 4× 10
11

E⊙ .

e) �
Δν
ν

=
GM
c

2
R

.

M=
c2 R
G

Δν
ν

= 3× 10
38

g≈105
M⊙≈4× 10

- 7
M G al ax y .

f ) �From causality

  Diamet er < 3× 10
10

( cm/ s)× 1 day≈3× 10
15

cm;

  Distance≥3× 10
15
× 3600× 57= 6× 10

20
cm,

wit hin our gala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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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 EA EXAMINATION ( 1988)

A  CLASSICAL P HYSICS

( 4 hours )

Do 5 out of 6 Problems

fig. 228

A1.  �A mech anical governor consist s of

t wo weights of mass m at tached by

massless rigid rods to two hinged

pivot s. Th e upper pivot is mass less

and cann ot move in a vertical direc-

tion. T he lower pivot has mass M

and is free to slide up and down t he

cent er pole. All pivot s and h inges

are fr ict ionless . T he ent ire appara-

tus is forces to rot ate at a - �fixed an-

gular velocity ω abou t the vertical center pole. Gravit y

acts in t he downw ard direct ion . Let g denote th e accelera-

tion of gravity.

( a) JFind the equ ilibrium value, cosθ0 , of th e cosine of t he

angle θ.

( b) UF ind the equat ion of motion for the angle θand use it

t o determine t he frequency of small amplit ude oscilla-

t ions about equilibr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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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la particle of mass m moves classically in a cert ain central

potential V ( r ) . T he orbit of course lies in a plane. Let r

and φbe t he polar coordinat es in t hat plane. Y ou are - �given

t hat t he orbital equation is

r =
1

Bcosb( φ- φ0 )
,

and you are also - �given th at

B =
2mE

L
2

+ mK
,  b = 1 + mK / L 2 ,  K > 0,

wh ere K is a parameter , E is the energy, L is t he angular

moment um of t he part icle.

( a) Find t he potential V( r ) .

( b) EComput e t he differential scatt er ing cross section as a

fun ction of energy E and scat ter ing angle θ.

fig . 229

A3.  nA n electr ically neutral, conduct ing, spherical shell of ra-

dius r is placed in a uniform elect r ic field E 0 . Suppose t he

sphere is cut int o two hemisph eres by a plane perperdicu-

lar to E 0 . What is the force that would be needed to pre-

vent the tw o hemisph eres from moving apart ?

A4.  gA plane interface separat es t wo semi-

in finite media, one a pure vacuum,

t he other a plasma ( ionized gas) . A

plane electromagnetic wave, coming

from the vacuum side, is incident

normal t o t he interface; correspond-

ingly t here is a reflected wave propa-

gating back into th e vacuum . T he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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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tion frequency is ω. T here is a uniform magnet ic field B

in t he plasma medium, pointin g in the direction of th e inci-

dent plane wave. Let n be t he nu mb er dens ity of elect rons

in the plasma; let m and e be, respectively, t he mass and

charge of an elect ron. Ignore all collision effect s in t he

plasma.

Compute the reflect ion coefficient R ( ratio of reflected to

in cident int en sity)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ωfor incident

radiat ion t hat is circularly polarized. ( T he answer will de-

pend on t he direct ion of the circular polarizat ion. )

A5.  dConsider a gas wh ose entropy S , regarded as a funct ion of

th e volu me V occupied by the gas , t he number N of

molecules , and the int ernal energy E , is given by

S = N kln E + N
2
A/ V

E 0

3/ 2
V

N V0
- 1 + BN k,

where E 0 , V0 , A and B are given parameters. ( Th is ex-

pression for t he entropy can make physical sense only over

a cert ain range of the variables V, N , U ; bu t for present

purposes assume we are in that range. )

( a) 'Find the equation of stat e connect ing pressure p , tem-

perat ure T , V and N .

( b ) BT he gas is compressed adiabatically from init ial vol-

ume V1 t o final volume V2 . T he initial pressure is p 1 .

What is t he final pressu re p 2 ?

A6.  v( a ) DA collect ion of N part icles , each of mass m, is con-

fined t o a cylinder fit ted out wit h a moveable, fric-

tionless pist on. T he pis ton is maint ained at a fixed

201



pressu re p , and t he sys tem is in contact with a heat

bat h at t emperature T . T reat th e syst em class ically

and ignore mutual interact ions among the particles .

T he volume V occupied by th e gas is a fluctuat ing

quantit y. Compute the mean square fluct uation〈V
2〉

- 〈V〉2 .

( b ) XNow lock t he pis ton in place so t hat th e volume is

held at some fix ed value V. Let P b e th e net momen-

tum of the collection of particles. T his moment um is

flu ctuat ing quant ity. Comput e t he mean squ are value

〈P
2
〉.

B MODERN P HYSICS

( 4 hours )

Do 5 of t he 6 Problems

B1.  \A h ypothetical molecule is composed of t hree spinless par-

ticles: an“exon”of mass m , posit ion vect or r ; and t wo

“nu clei”, each of mass M , wit h posit ion vectors R1 and R2 .

Suppose Mm m . T he pot ential energy function is

V = A
1

R1 2
+

1
a

3 [ ( R2 - r)
2

+ ( R1 - r )
2
] ,  A, a > 0,

where R1 2 = │R1 - R2│. You are ask ed to est imate the ener-

gy difference betw een t he first excit ed stat e and the ground

st ate, us ing the meth ods of t he Born-O ppenheimer (“adia-

batic”) approximation taken t ogether w ith any other rea-

sonable approximations based on am h
2

/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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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vConsider an ideal fermi gas composed of non-interact ing

spin-1/ 2 part icles of mass m . Let ρbe the mass densit y of

the gas . Compute the speed of sou nd in this sys tem if it is

at the absolu te zero of temperatu re.

B3.  pConsider t he scatter ing, as viewed in t he center of mass

frame, of t wo ident ical, spinless particles , each of mass

m. T hey int eract via t he pot ent ial

V( r ) =
A
r

e
- μr

,

where r is t he separation bet ween the part icles . Th e cen-

t er of mass energy is E , the scatt er ing an gle is θ. Com-

put e t he differen tial scatt er ing cross sect ion , working in

first Born approximation.

B4.  nA list of part icle reactions is given below for contempla-

t ion. Imagine that t he energies are modest , below the re-

gion of elect roweak unificat ion . In t his low energy domain

t here is a reasonably sharp phenomenological dis tinct ion

bet ween s tron g ( S) , elect romagnetic ( E) , and weak ( W )

int eractions . It may be t hat one or more of the list ed reac-

t ions are st rong ( S) , in t he senese that th ey would pro-

ceed litt le ch anged if t he electromagnet ic and weak in terac-

t ions were swit ched off. Ot hers may be ( E) , in t hat they

w ould proceed if ( W ) w ere switched off. St ill ot hers may

be ( W ) , in t hat the weak int eractions are necessary for

t he process to occur . Finally, t here may be reactions t hat

are forbidden ( F ) altoget her , at leas t on the basis of

presently es tablished ph enomen 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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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r each of th e react ions , class ify according t o ( S) , ( E) ,

( W ) , ( F) and give your reasoning in a few lines .

  ( a) K
-

+ p→Σ
-

+ π
+

+ π
-

+ π
+

,

  ( b) K
+

+ n→Σ
+

+ π
0
,

  ( c) Λ
0 + Λ

0→Λ
0 + Λ

0 + π
0 ,

  ( d) K
+ →π+ γ,

  ( e) ν�μ+ p→e
+ + n,

  ( f) νμ+ p→μ
+ + n ,

  ( g) e
+

+ e
-
→μ

+
+ μ

-
,

  ( h) π
+

+ π
-
→π

0
+ π

0
+ π

0
,

  ( i) π
- + p→Σ

- + K
+ + Λ

0 + K
+ + π

- .

B5.  \Consider th e react ion

ν
p

+ p → ν+ p,

where νdenot es a ( massless ) neutr ino, p a proton ( mass

m ) . Suppose one collects data on a large number of

events , in all of which t he incident neut r inos have t he

same - �laborat ory frame energy E ( in t he lab frame t he ini-

tial proton is at rest ) . T h e out going neut r inos are dis-

tr ibut ed over a range of laboratory energies E′.

Let P ( E′) dE′be the probability th at th is energy lies be-

tween E′and E′+ dE′. Th e same events can be analyzed

for t he center of mass frame scat ter ing angle, θ
* . Let

W( θ
*

) sinθ
*

dθ
*

be th 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t his angle be-

tween θ
*

and θ
*

+ dθ
*

. Y ou are given that W = 1/ 2 is a

const ant.

Find th e dis tr ibution function P ( E′) .

B6.  ^In a Mossbauer experiment designed to s tudy t he s truct 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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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roncontaining molecules such as hemoglobin, one irra-

diates t he sample t o be tes ted-wit h photons generat ed in a

separate iron-57 source. T hese photons are absorbed by

groun d st ate Fe
57

atoms in the sample. Information of in-

terest is cont ained in the shape of the absorption line. T he

photons arise in the source from radiative t ransit ions from

t he firs t excit ed level t o t he ground level of Fe
57 . T he ener-

gy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levels is 14. 4 k eV , t he t rans i-

tion lifet ime is 10
- 7

sec.

( a) W hat - Uis the Mossbauer effect?

( b) +In t he absence of the Mossb au er effect , nuclear recoil

effects w ould prevent any absorpt ion of the photons.

Show th is.

( c) �T he absorption line sh ape is mapped out by impart ing

a velocit y to t he sample, while leaving the source at

rest . T his serves to Doppler-shift t he photons. W ork

out the expected line width , as expressed in velocit y u-

nit s.

( d) 'If the source is cooled down , there is a shift in th e ab-

sorption line. Which way does the shift go? What is

t he magnitude of the sh ift if one cools all t he way from

room temperature to absolute zero?

C GE NERA L PHYSICS

( 4 hours )

Do 5 out of 6 Problems

C1.  `E . H . H all first observed t he effect named aft er him us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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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230

a sample of gold. In a H all

experiment one place the sample in a

plane perpendicular t o a magnetic

field B and then measures a voltage

VH t hat develops across th e width W

of th e sample, corresponding to t he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 ic field E H =

VH / W t ransverse to both the magnet-

ic field and t he direct ion of current

f low. Th e Hall coefficient is defined by RH = E H / J B ,

w here J is t he current dens ity. At room t emperature, for

gold, H all found a value very close to what would be ex-

pect ed from a simple model of the effect .

( a) Es timate th e H all coefficient for gold .

( b) *Design an experiment to measure the H all coefficien t.

In particular , mak e reasonable decisions about mag-

netic field s trength , sample dimens ions , volt age mea-

suring device. T ake int o account th at th e removal of

heat generated by t he current can be a problem.

C2.  lA spherical volume filled with gas is enclosed by a t hin,

mass less film wh ose surface tension ( elast ic energy per u-

nit volume) is σ. On th e outside there is vacuum . In equi-

librium , the radius of the sphere is r 0 , t he mass densit y of

t he gas is ρ0 . Let c be t he speed of sound in t he gas . Con-

sider small amplit ude vibrat ions ab out equilibrium, re-

st r ictin g yourself to th e case of purely radial, spherically

symmetric motions of surface and gas . Set up an ex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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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 ion whose roots give the normal mode vib rat ion fre-

quencies .

fig. 231

C3.  �In the accompanying circuit dia-

gram, the voltage source V h as fre-

quency f . For what value of t his

frequ ency will t he current read by

t he ammet er A be independent of

wh et her t he switch S is open of

closed?

C4.  bGive order of magnitude est imates of t he following items,

providin g a brief indication of your reasoning from“well-

know n”quantit ies .

( a) T he bin ding energy of sodium chloride salt , NaCl.

( b ) T he Debye temperature of a aluminum, A l.

( c ) 8T he F ermi energy of sodium metal at zero absolut e

t emperature.

( d ) BT he energy gap in curpous oxide, Cu2 O , a semicon-

ductor which, in t hin sect ions , t ransmit s red light.

( e) $T he number flux of solar neut r inos at t he earth , given

that the radiant energy flux from t he sun is about 0. 1

watt s/ cm
2

at th e earth .

( f) $T he average ph ot on energy in t he“three degree”mi-

crow ave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t hat f ills t he uni-

verse as a relic of th e big bang.

C5.  hConsider a neutral at om composed of Z elect rons of mass

m, charge - e, all moving in t he Coulomb field of a nucle-

us of charge Ze. Ignore mut ual int eractions among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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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s. Let E 0 ( Z ) be t he ground s tate energy, regarded

as a funct ion of Z . Comput e E 0 ( Z ) t o leading order in t he

limit Z→∞.

fig . 232

C6.  ^A neutron in terferomet er is

composed of four beam

pipes forming a parallelo-

gram of lengt h L and width

W , wh ere W n 1. A neu-

tron beam from th e source

S is coherently split at A

int o two beams of equal

amplit ude and phase. T hese t ravel th e tw o paths indicated

in t he drawing and recombine coh erently at E . T he inten-

sit y of t he combined beam is measured at th e det ector D .

T he plane of the interferometer is tilted at an angle θrela-

tive to t he horizontal, t he whole syst em being acted on by

gravit y ( let g denot e t he acceleration of gravit y ) . T he

non-relativis tic neutron s emerge from the source with ki-

netic energy T . Let m den ote t he mass of a neut ron .

H ow does th e beam int ens ity measured at t he det ector D

vary with t ilt angle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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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 Y ( 1988)

A  CLASSICAL P HYSICS

fig . 233

A1.  d( a) &( T 1 + T 2 ) sinθ0 = mω
2
lsinθ0 ,

( T 1 - T 2 ) cosθ0 = mg ,

2T 2 cosθ0 = Mg .

From these equat ions

cosθ0 =
( M + m) g

mω2 l
.

( b) .Lagrangian :

L = mω
2
l

2
sin

2
θ+ ml

2
θ�

2

+ 2Ml 2θ�2 s in2θ+ 2( M + m) g lcosθ.

T his leads to

l( m + 2Msin
2
θ) θ

··

+ 2mlθ
2
s inθcosθ

  = mω
2
lsinθcosθ- ( m + M ) g sinθ.

For small vibrat ions θ
··

and θ�are regarded as first order

small, so th at θ�
2

term can be dropped. Expand t he

right hand side of above equation to first order in θ- θ0

and set θ= θ0 everywhere else, t hen

l ( m + 2Msin 2θ0 ) θ
··

  ≈- {( m + M ) g cosθ0 - mω
2
lcos2θ0 }( θ- θ0 ) .

T he oscillation frequency ωosc is t hen given by

ω
2
osc =

( m + M ) g cosθ0 - mω
2
lcos2θ0

l( m + 2Msin2θ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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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d( a) &Let f = - dV/ dr be t he force. T he familiar orbit equa-

tion eas ily worked out, is

L
2
u

2

m
d

2
u

dφ
2 + u = - f ,  u =

1
r

.

We are given r( φ) , hence u( φ) . W e t hen find

f = ku3 =
K
r

3 .

So

V( r ) =
K
2r

2 .

( b) .Let s be the impact paramet er , so L= mvs.

dσ
dΩ

=
sds

s inθdθ
.

Choose φ0 = 0 we find

θ= π1 -
1
b

.

W e know b as a funct ion of L , h ence of s, so can work

but s= s( θ) .

dσ
dΩ

=
K
2E

π2

s inθ
π- θ

θ2 ( 2π- θ) 2 .

A3.  dE= φ,  2
φ= 0,

φ= 0,  at  r= R ,

φ→- E 0 rcosθ,  r→∞.

T hen

φ= - E 0 r -
R

3

r
2 cosθ.

T hen surface charge densit y is

σ= -
1

4π
�φ
�r R

=
3

4π
E 0 cos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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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force on, say, th e upper hemisphere is

F = R
2∫

he mis ph er e
σE r cosθdΩ=

9
8

E
2

0 R
2
.

A4.  pLet n( ω) be the index of refraction ( depn eds on polariza-

t ion ) . T he reflect ion coefficient is t hen

R =
n - 1
n + 1

2

.

If σis t he conduct ivit y of the plasma , t hen in the usual

way

n
2

- 1 = i
4πσ
ω

.

But

m
dv
dt

= eE +
e
c

v× B.

T ak e B= ( 0, 0, B ) = Be�3 and E = E ( e�1 ± ie�2 ) , w here B is

the external field and E is t he dist urbance field which is

circu lar polarized . T hen

- iωmv( e�1 ± ie�2 ) = eE ( e�1 ± ie�2 ) ± i
evB

c
( e�1 ± e�2 ) .

∴ v = i
eE / m
ω± ωB

,

ωB =
eB
mc

.

Current j = nev= σE , so

σ= i
ne

2

m
1

ω± ωB
.

n
2
± = 1 -

ω
2
p

ω(ω± ωB )
.

ωp is t he plasma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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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2
p =

4πne
2

m
.

∴ R± =
n± - 1
n± + 1

2

.

But

R - = 1,  if ω
2

p > ω( ω- ωB ) ,

R + = 1,  if ω
2
p > ω( ω+ ωB ) .

A5.  d
�S
�E

=
1
T

,  
�S
�V

=
p
T

,

From these equat ions we obt ain

E =
3
2

N kT -
N

2
A

V
,

p = N kT
1

V - N V0
-

3
2

N 2 A
V

2

E +
N

2
A

V

.

Eliminat ing E betw een th em, we find

( a) p +
N

2
A

V
2 ( V- N V0 ) = N kT .

( b) .A long an adiabat

dE + p dV = 0.

T aking T and V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dE =
3
2

N kdT +
N

2
A

V
2 dV.

3
2

N kdT +
N kT

V - N V0
dV = 0.

( V - N V0 ) T
3/ 2

= constant .

∴ ( V - N V0 )
5/ 3

p +
N

2
A

V2 = const ant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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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 -
N

2
A

V
2

2

+ p 1 +
N 2 A
V

2
1

V1 - N V0

V2 - N V0

5/ 3

.

fig . 234

A6.  d( a) &Volume= x A,

P = pist on moment um,

M= piston mass ,

H = ∑
N

i = 1

p
2

i

2m
+

P 2

2M
+ p Ax .

Probabilit y dist r ibution in volu me

P ( V) dV =
e

- βp V

V
N

dV

∫e
- βp V

VN dV
.

∴ 〈V2〉- 〈V〉2 = ( N + 1)
kT
p

2

.

( b) P= ∑
N

i = 1

p i .

〈P
2
〉= ∑

N

i = 1

〈p
2
i 〉= 2m ·

3
2

kT ·N = 3mN kT .

B MODERN P HYSICS

B1.  \Go t o t he res t frame of t he two nuclei:

R1 =
R
2

,  R2 = -
R
2

.

V = A
1
R

+
1
a

3
R

2

2
+ 2r

2
.

Fix the nuclei, let t he electron move, and concedes t he

electronic ground stat e energy εgr d ( R ) :

-
h

2

2m
2
r + V u = εgrd u.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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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grd =
3
2

h
4A
ma 3 .

In this s imple problem εgrd is independen t of R . T hen let

th e nuclei move:

-
h

2

2μ
2
R + A

1
R

+
R

2

2a
3 ψ= ( E - εgrd ) ψ,

where μ= M / 2 = reduced mass . Expand V ( R ) abou t its

minimum at R= a .

V( R ) = A
1
R

+
R 2

2a 3 =
3
2

A
a

+
3
2

A
a 3 ( R - a )

2
+ ⋯.

T o get the ground and low lying energy levels, w rite out

th e radial equation , then allow R to range from + ∞ to

- ∞, replacing t he cent r ifugal t erm l ( l + 1) / R
2

by l ( l +

1 ) / a
2 ( the usual diat omic molecule approximation ) . T hen

th e low lyin g levlels are

E νl = εgr d +
3
2

A
a

+ h 6A
Ma

3 ν+
1
2

+
l( l + 1) h

2

Ma
2

( ν= 0, 1, 2, ⋯,  l = 0, 1, 2, ⋯) .

ΔE = E ν= 0 , l = 1 - E ν= 0, l = 0 =
2 h

2

Ma
2 .

B2.  ^T he familiar formu la for t he Fermi gas energy at T = 0 eas-

ily worked out :

E =
3
5

h
2

2m
( 3π

2
)

2/ 3 N
5/ 3

V
2 / 3 .

Pressure p = -
�E
�V

=
2
5

h
2

2m
( 3π2 )

2 / 3 ρ
5/ 3

m
5/ 3 ,  ρ= m

N
V

.

T he square of th e sound speed is

c
2

=
dp
dρ

=
3
2

h
2

2m 2 ( 3π
2
)

2/ 3 N
V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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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E =
h

2

k
2

2μ
,  μ=

m
2

= reduced mass .

dσ
dΩ

= │f ( cosθ) + f ( - cosθ)│2 .

In Born approx imat ion ,

f ( cosθ) =
2μ

4πh
2∫e

iΔr
V( r) d

3
x ,

∵ Δ2 = 2k2 ( 1 - cosθ) ,

∴ f ( cosθ) = -
mA
h

2

1
μ2 + 2k2 ( 1 - cosθ)

.

dσ
dΩ

=
mA
h

2

2
1

μ2 + 2k2 ( 1- cosθ)
+

1
μ2 + 2k2 ( 1+ cosθ)

2

.

B4.  \( a ) ( S) ;

( b ) Since ΔS = 2, 2nd order weak ( W ) ;

( c) V iolates isospin , ΔI = 1, so ( E) ;

( d) 0-0 t ransit ion, absolutely forbidden ( F) ;

( e ) AViolat es lept on number conservation, e t ype and μ

type forbidden on presen t phenomenology ( F ) ;

( f) νμ is a lept on, μ
+

is an antilept on , so forb idden ( F ) ;

( g) ( E) ;

( h ) V oilates G parity, so ( E) ;

( i) "V iolates st rangeness by one unit , so 1st order w eak

( W ) .

B5.  dLet E
*
v be t he cent er of mass neut r ino energy an d E

*
p t he

cent er of mass proton energy. T hen

E′=
E

*

v ( E
*

p + E
*

v cosθ
*

)
mc2 .

Since E′and cosθ
*

are linearly relat ed, if W( θ
*

) is a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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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an t, so is P ( E′) in t he range E′
min to E′

ma x . Clearly E′
m ax =

E and one find

E′
m in =

E
1 + 2E / m

.

T hus

P ( E′) =
m + 2E

2E
2 .

B6.  _( a) !Mossbauer effect is an effect observed when cert ain ra-

dioactive nuclei, bound in crystals, emit or ab sorb

gamma radiat ion . T he emiss ion and absorption of

gamma rays are foun d to be accompanied without loss

of energy t hrou gh nuclei recoil, but with the result

t hat radiat ion emitted by one such nucleus can b e ab-

sorbed by another.

( b) )Γ=
h
τ
～6× 10

- 9
eV .

T he nuclear recoil energy is～
P

2

2M
=

( photon energy)
2

2Mc
2

～2× 10
- 3

eV . T his great ly exceeds th e line w idt h so

t he emit ted ph ot on would not be resonant if th e recoil

could take away this energy.

( c) Δv～3× 10 - 2
cm/ sec. T his comes from

Δv
c

～
2Γ

phot on energy
.

( d) 'Let εc. m. be t he phot on energy in the frame of the par-

en t iron at om, w hich is moving about becau se of ther-

mal effect s in the lab. Let εla b be th e lab ph ot on ener-

gy, v t he thermal velocity of t he atom . T hen

εc . m . = γεl a b ,  γ=
1

1 - v2 /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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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ce t he at om’s lab recoil momentum is zero ( by

Mossbauer) . γat temperat ure T is

γ～ 1 +
kT
Mc2

～ 1 +
1
2
× 10

- 12
 at room t emperature.

If one shif ts t o T = 0,

δεla b ～ 7× 10
- 9

eV ,

so

δν～ 0. 15 s
- 1

.

C GE NERA L PHYSICS

C1.  ^( a)  vB≈E ,  J = nev,

∴ R H =
1

ne
,

wh ere n= number densit y≈6× 10
23

/ cm
3
,

RH ≈ 10
- 4
× cm 3 / C.

( b) #For a given power densit y in the sample, th e Hall volt -

age is proportional to t he current , width , and B field.

A reasonable field is B ～104
Gs. To minimize power

per unit area of sample, make it t hin—say, 1 micron

gold leaf. T o fit into a reasonably s ized magnets and

minimized end effects , take lengt h 10 cm , w idt h 3 cm.

Cement t he gold leaf to an in sulat ing support t o carry

off h eat . With heat power ～ 0. 1 W , current ～ 1 A ,

get VH～ 10
- 4

V , a value not hard to measure.

C2.  ^Pressure p = p 0 + p ( r ) . Let v( r) be t he gas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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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
1
c2

�
2
p

�t2 = 0.

T aking time dependence ～ e
- iωt

,

2
p + k

2
p = 0,  k =

ω
c

.

So

p ( r) = A
s inkr

kr
.

Bu t

ρ0
�v
�t

= -
�p
�r

.

T his gives

v =
1

iωρ0

dp
dr

.

I f surface is at r = R , then

2σ
R

= pressure at r = R .

T hus

p�( r 0 ) = -
2σ
r

2
0

v( r 0 ) .

p ( r 0 ) =
2σ

iωr
2
0

v( r 0 ) .

∴ p = -
2σk

ω
2
ρ0 r

2

0

dp
d( kr )

,  at r = r 0 .

ωcρ0 r
2
0

2σ
=

1
kr 0

- cotkr 0 ,  k =
ω
c

.

C3.  dLet I 1 b e current through C, I 2 be current th rough R and

L . I = I 1 + I 2 is measured by ammet er . A ll quant ities very

lik e e
- iωt

. T 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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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 CV�= - iωCV,

LI�2 + RI 2 = V,

or

I 2 =
V

R - iωL
.

We deman d │I 1 + I 2│= │I 1│. Th is gives

ω=
1

2LC
.

C4.  ^( a) 'T he b inding energy of an ionic link molecule is about

several electron volts . T his also can be est imated from

t he lattice energy or t he Coulomb pot ent ial energy of

N aCl.

( b) (g ( ω) =
Vω

2

2π
2
v

3 .

N =∫
ω

ma x

0
g ( ω) dω=

V
2π

2
v

3∫
ω

ma x

0
ω2dω=

Vω
3
m a x

6π
2
v

3 .

∴ ωma x = ( 6π2 n)
1 / 3

v ≈ 5× 10
13

s,

ΘD =
hνm ax

k
=

hωma x

k
≈ 400 K .

( c) �εF =
h

2

2m
3n
8π

3/ 2

,  n≈10
28

m
- 3

.

∴ εF≈5× 10
- 19

.

( d) +Th e cuprous oxide Cu2 O, in t hin sect ions , is capable

to transmit red ligh t. Th is means t hat t he energy gap

in Cu2 O must b e slightly larger t han the red photo en-

ergy.

Δε≈
hc
λ

～ ( 1-3) eV .

( e) !4p→
4
2 He + 2ν+ ⋯+ 26. 7 MeV . T his means t hat there

021



are t wo neut r inos emitted wh ile th e energies of 26. 7

MeV come out of t he Sun.

n=
0. 1× 10

4

1. 6× 10
- 19

× 26. 7× 106× 2

≈ 5× 10
14

/ m
2
·s .

( f) �ε= kT = 1. 38× 10
- 2 3
× 3= 4× 10

- 23
J≈10

- 4
eV ,

or from λm T = 2. 898× 10
- 3

mK ,

ε=
hc
λm

≈ 2× 10
- 2 2

J ≈ 10
- 3

eV .

C5.  ^T he one particle energy levels are

εn = -
Z

2
e

2

2a
1
n

2 ,

a =
h

2

me
2 .

T he degeneracy is 2n
2
. T hus for a large number Z of elec-

trons , fill up to nm a x = N ,

Z ≈ ∑
N

n = 1

2n2 ≈∫
N

0
n2dn.

∴ N ≈
3
2

Z
1/ 3

.

E gr d �= - ∑
N

n= 1

2n
2
·

Z 2 e2

n2 = -
Z 2 e2

a
N

≈-
3
2

1/ 3
e2

a
Z

7/ 3
.

C6.  A mplitu de= const ant·{e
i k

1
L
+ e

i k
2

L
}.

h
2

2m
( k

2
1 - k

2
2 ) = mg Ws inθ≈

h
2

2m
( k1 - k2 ) ·2k.

k =
k1 + k2

2
,  T ≈

h
2

k2

2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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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θ) = I 0 ( 1 + cosLΔk)

= I 0 1 + cos
m 2 gW Ls inθ

h 2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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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 EA ENGLISH P ROF ICIENCY TE ST

( 1988)

P lease Note: Y ou are given 150 minut es to complete this test .

Ⅰ . LIST E NING ( 25 poin ts)

A. Listen ing Comprehension :

1. �In this part , you will hear ten short st atement s. Each st ate-

ment will be spoken on ly once. When you hear a st atemen t,

choose among the four choices t he closest in meaning t o t he

st atement you have jus t heard. Circle t he let ter of your choice

on your answer sheet.

Example:

You will hear : �Pet er used to do a lot of reading after class,

but now he doesn’t have time to do it .

You will read: �a. �Peter spends lot s of time reading aft er

class .

b. ~Pet er doesn’t have t ime t o do much read-

ing.

c. rPet er doesn’t like reading in class .

d. |Peter doesn’t have time to read in class.

You should mark: 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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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1) ca. �I like to read h istory.

b. �I want to k now more ab out t he world.

c. �I am int erest 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world his tory.

d. �W orld history does not concern me.

2) ca. �I answered t he las t ques tion first .

b. �I failed to get to the first four questions .

c. �T he final ques tion was easier th an the ot her four .

d. �T he las t ques tion was t he most difficult for me.

3) ca. �N ow Joh n gets up at s ix every morning.

b. �John h as alw ays got up at six in t he morning.

c. �John used to get up at six in t he morning.

d. �John has work ed in a new firm.

4) aa. �T he ever-increasing role our count ry plays is import an t.

b. �T he role applied science plays is increasing.

c. �Applied science is gradually becoming important .

d. �T he rule applied to doing science is import an t.

5) ca. �Results of experiments are unexpect ed.

b. �Some unexpected results of experiments have led t o dis-

coveries.

c. �Discoveries should be made from result s of experi-

ments .

d. �U nexpected result s of ex periments can be f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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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a. �Th e art of management can mak e average people work

bet ter .

b. �Get ting people t o do ext ra work is an art in man age-

ment .

c. �Good managenent seldom gets better work from work-

ers .

d. �Good managers can do su perior work .

7) ia. �Th is year’s popular songs will be completely unk nown

next year.

b. �A son g people like very much now may soon lose its

popularit y.

c. �popular songs are bound t o be forgott en.

d. �A song can not be popular if it is unknown .

8) ca. �H e never helps h is department when it needs him most.

b. �W henever h is depart ment needs h elp, he’s always near

and arou nd.

c. �His department needs his good int ent ions .

d. �H e dosen’t intend to st ay away.

9 ) ua . �Sh e paid very litt le att ention, but she could h ave t he

work done bett er t han ever.

b . �She paid en ough attent ion but couldn’t get t he work

done any bett er .

c. �She didn’t do the work well.

d. �She did t he work bet ter t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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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 %T here are many major point s in t he detailed plan.

b . -T he plan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ough there are many

major points .

c. !T he det ails are not explicit, though the plan is clearly

important .

d. =W hile t he details are u ncertain, th e main ideas are

clear .

               �             2. �In th is part, you will hear a short passage read t o you t wice.

A ft er hearing the second reading, select the bes t answer to

complet e t he partial st at ement s by circling t he letter of your

choice. Each of t he partial s tatements will also be read t wice.

1) na . �the size of the people doin g t he measu ring w as differ-

ent .

b . �th e widt h of thumbs was not s tandardized.

c. �different rulers were used.

d. �most people’s feet were shorter than t he lengt h of a

“foot”defined by th e kin g of England.

2) `a . 1385 c. 1705

b . 1350 d . 1305

3) `a . �th ree grains of cereal were not enou gh .

b . �t he size of an inch had been changing from time to time.

c. �t he lengt h of each piece of grain was not exactly t he

same.

d . the size of an inch depended on the length of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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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s for making t he cereal.

4) `a . French c. Greek

b . English d . Lat in

5) `a . �th e dist ance around t he earth .

b . �th e meth od of multiplying or dividing by t ens .

c. �eith er a or b.

d . �bot h a and b.

B. �Dictantion :

A passage will be read t o you th ree t imes. List en carefully

and put dow n what you h ave heard in readable handwrit ing

on your answer sheet .

Ⅱ. ST RU CT U RE ( 20 points )

A . �In this part you are required to choose the w ord or phrase

which best completes each sentence. Circle t he lett er ( a, b,

c, or d) of your choice.

1. �Sang T ong, president of th e conservat ory, offered cash

aw ards to the s tudents at a meetin g last mont h.

a . of t heir hon our c. for its hon our

b . in his honour d . for t heir honour

2. �He said that Ch ina h ad been able to produce some

worldlevel mu sicians but unable to produce any

worldlevel manuscript s for its mus ici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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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hus much c. by far

b. t hus far d . by now

3. �K en Gray is neither t he s tuff of an American legend

could be called a hero.

a . nor h e c. nor a man who

b . nor w ho d . nor he wh o

4. �T he charges and count ercharges were over, t he

opposing groups pledged to maint ain mutual respect.

a. and c. for

b. bu t d . or

5. �Billy Frank contends t hat he lives on protected Indian

land, not subject to t he laws of t he st ate of Wash ingt on

his sale of firew orks is legal.

a. ; t herefore, c. ; however,

b. , therefore, d . , however.

6. �, the Boeing 747 cou ld not return to pick up bag-

gage wh ich had been accidentally left behind.

a . Not being able to take off from Beijing

b . Having already t ak en off from Beijing

c. N ow it had already t aken off

d. Being t aken off already

7. �I learned that he was young, , nevert heless , am-

bit io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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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ut he was c. h e was

b . but t hat h e was d . that he was

8. �T o run t he hundred-yard dash and t o throw t he javelin are

Joh n’s favorit e past imes .

a. only t he c. t wo of

b . the only d . of t wo

9. �T he amount of gravit ational att raction betw een two ob-

ject s depends on t he mass of t he objects and be-

t ween t hem .

a . the dist ance which c. t he dis tance is

b . th e dist ance th at d . the dist ance

10. �Th e universe we kn ow it might have begun

with a great explosion.

a. th at c. for

b. wh ich d . as

B.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 four words or phraces are

un derlined. Please identify the item t hat you th ink is wrong

and circle th e let ter ( a , b, c, or d) of your choice.

1. �T he young auth or
a

writes novels in which appeal to
b

t he

int ellect ual critics
c

of Beijing as well as
d

the reviewers for

some popular magazines .

2. pWhen a dress sh op owner buys t he nes t season’s
a

mer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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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 she is t aking a chance
b

, becau se sh e know s that some

of h er choices is
c

not going to sell well
d

.

3. �T he teacher entered t he classroom
a

t o begin
b

his lect ure

and t hat h e w as
c

ten minutes late as usual
d

.

4. lEach t ime th e depart ment direct or summoned an employee
a

t o h is office for a conferen ce
b

, t hey wondered what

infraction of t he rules
c

t hey would be charged w ith
d

t his

t ime.

5. nA sk ing about
a

t he prospect s for the reforms and open poli-

cy, Deng Xiaoping told about 40
b

guest s who are in Beijing

for a top level
c

meet ing of th e Chase Manhatt an Bank’s In-

t ernat ional A dvisory Committ ee that he is confident of
d

China’s development .

6. mT he professor complained that
a

the int en sificat ion of the re-

lat ionship bet ween th e Soviet U nion and th e West during

t he 1970s and 1980s
b

could have avoided
c

if the Soviet U -

nion had not erred in it s assessment
d

of the world sit ua-

tion.

7. �T he young man w hom w e all t hought
a

sh ould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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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ed pres ident of the class came in t hird
b

in

th e balloting
c

.

8. mRecent high school graduat es
a

have greater experience with
b

advanced courses in
c

mat hemat ics and physics as those
d

who

complet ed th e t welft h grade th ir ty years ago.

9. �IBM and ot her computer manufacturers have produced

such sophist icated machines
a

and t he dat a
b

s tored in t hem

for ins tant ret r ieval
c

are
d

aln ost unbelievable.

10. �I t’s rain ing h ard
a

outs ide righ t now, but that
b

big t ree in

front of my house h asn’t
c

lost a single one of it’s leaves
d

in

t he storm.

Ⅲ . CLOZE T E ST ( 10 poin ts)

F ill each of th e blanks in th e following passage wit h one

suitable w ord.

T here are t wo kinds of irrelevance: casual and logical.

W hen we claim t hat a certain fact is t he cause of a certain ot her

fact , th ere should be a real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bet ween

t he two fact s. I t is not - 砛 1 easy th ing t o see causal relevance.

F or example, - 除 2 a hist orian is in vestigat ing causes for the de-

cline of t he Roman Empire, - 礊 3 he learn the date - 礊 4 t he

Great Wall of China was bu ilt ? Is t his a relevant fact ? On furt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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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est igat ion we fin d th at it is. T here - �) 5  appear to be a

cause-and-effect relation ship bet ween th e building of the Ch inese

W all and the decline of t he Roman Empire. T he Chinese b uilt

t he Great W all to - �� 6 t heir borders . A fter t he W all was built,

t he H un advanled on Ch ina - Ρ 7  were s topped by t he W all

 8 t o move east , they turned w es tward and finally reached

t he Roman area. - � 9 they contr ibut ed significan tly t o the fall

of Rome’s empire. T his sh ows how an apparently irrelevant fact

may act ually be more relevant - �9 10 it seems.

Ⅳ. RE ADIN G ( 30 points )

A. Vocabular y:

Change the word in capitals given in th e parenth eses to fit

in to the sentence. Writ e the word you have formed in the proper

place on t he answer sh eet .

1. �T here are many hoping to increase their t rade with

Ch ina. ( COMPET E)

2. �is an import ant part of A merican life because few

American live in one place for longer than five years .

( MOBILIZE)

3. �Langu age is t he result of very and efficient adap-

tions of bodily functions. ( SPECIAL)

4. �Salt ing and drying w ere th e earliest meth ods used to preserve

oth erwise highly meat and fish, making unspo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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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vailable during bad times . ( PERISH )

5. �Somet imes we learn new words because th e word

appears very oft en . ( CON SCIO U S)

6. �Some people seem t o mak e a habit of coming closer t o each

oth er for normal conversat ion, and touch each other more,

regardless of t he degree of personal . ( IN TIMAT E)

7. �It is obvious that th e ins tit utions and ideas of th e 19t h cent ury

will not wit hout modificat ion for th e needs of t he

20th century. ( SU F FICIEN CY)

8. �T okyo, t he capital city of Japan , is the most densely-

city in t he w orld. ( PO PU LAT ION )

9. �T he con trol of hurricanes and ot her natural calamities w ill

be beneficial t o all of humanity. ( DOU BT )

10. �People generally cons ider dependabilit y, and con-

venience when they are purchasing a product .

( ECON OMIC)

B. �Rea ding Comprehension :

Read t he following passages and do th e quest ions or complet e

t he part ial st atement s th at follow. Choose t he bes t answer

and circle th e corresponding let ter on your answer sh eet .

P assage One

331



H uman beings h ave adapted to the physical w orld not by

changing t heir ph ys ical nat ure, but by adjus ting their society.

A nimals and plants have made adjus tments , over long periods,

b y t he development of radical changes in t heir very organisms.

H eredit ary differences meet needs of various environmen ts . But

among humans , differences in head form and in other ph ys ical

feat ures are not , in most cases , clearly adapt ive. Nor is it clear

t hat ment al capacities of races are different . As far as w e know,

t he races are equally int elligent and equally capable of solving

t heir problems of living t ogether . T he varying ways of life, it

seems, are social and learned differences and not physical and in-

herited differences . It st ands to reason, therefore, t hat man’s

adjus tment to his surroundings sh ould be s tudied in cust om and

in stit ution, not in anat omy and neural st ructure.

1. �According t o t he passage, anyone w ho wanted to s tudy hu-

man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 should do so through the field

of .

a. physics c. archaeology

b. sociology d . medicine

2. �Over t he cent u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 adapt ation t o t he

physical world has been accomplished through .

a. radical ch ange in t he organism

b. changes s imilar to those accomplished by plants

c. dramatically different head s izes

d. cult ural adjust ments in t he cus toms of socie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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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he varying ways of life among h umans are .

a . learned and social

b . caused by heredit y and physical variat ion

c. due to different ment al capacities

d . similar t o t he varying ways of plants

P assage two

T he prevailing method of growing rice in California is to

plow the land in early spring to a dept h of four to six inches and

t o allow t he soil t o dry for seven to ten days . A satisfactory

seedbed can then be prepared b y harrowing twice and float ing

once wit h a h eavy plank drag. T he field levees are then put up,

t he floodgates put in place, and t he field flooded t o a depth of

about six inch es . Seed that h as been soaked for th ir ty-s ix to

forty-eigh t hours is then sow n from an airplane at t he rate of 135

pounds of seed an acre. T he field is kept sub merged t o a depth of

five to seven inches until th e rice is ready to harves t, when it is

drained. P reparing t he seedbed wh en the soil is dry gives bett er

cont rol of some of t he aquat ic weeds and grasses t hat cannot be

cont rolled by flooding and ret ards th e growth of algae ( green

scum ) on t he surface of the wat er .

4. �Wh en everyt hing is in readiness for th e plant ing, the field is

flooded to a depth .

a. of 135 pounds an acre

b. of seven t o t en days

c. equal t o a heavy plan k drag

d. equal to the dept h to which th e land h as been p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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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 California, r ice seeds are plant ed .

a . by hand c. from th e air

b . by floodgates d . by float ing them

6. �A ft er t he seeds are plant ed, the field is .

a . under w ater until harvest time

b . filled with green scum

c. never under water

d . dried for a week and a half

P assage T hree

If th e propert y of a corporation or company in w hich t he la-

boring men , t he capitalist s, the w idows and orphans , the sav-

ings banks , propert ies in w hich any or all of our people are inter-

est ed, cannot be respected and prot ected, t hen the cot tage, t he

small village and t he lit tle personal property of th e humblest cit i-

zen is in jeopardy, liable at any momen t to be confiscat ed,

seized, or dest royed by any t raveling band of t ramps. T hen any

combinat ion or any body of men th at t hreat en th e peace, t he

prosperity, the personal liberty, the life and propert y of our cit i-

zens , must be regarded as dan gerou s, and it is a misfortune t hat

t he laboring men employed in railroad t ransport ation have been

mis led by pass ionate speech es of profess ional agit ators int o an at -

t itude of t his charact er . T he insurrect ion must be met and over-

come in one of t wo w ays : firs t by t he strong arm of the munici-

pal, st ate, and federal goverment s enforcing t he guarant ee to all

t he people, from the hu mb lest to th e h igh es t, of perfct secur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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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fe and property. Ot herw ise our government w ould b e a rope

of sand. T he other meth od of meet ing th e crisis is for America to

maint ain its principles. Men must take s ides eit her for anarchy,

u nwritt en law , mob violence, and universal chaos on t he one

h and; or on t he side of es tablished government, t he supremacy

of law, the maint enance of good order , universal peace, absolut e

security of life and propert y, th e righ ts of personal liberty on t he

oth er .

7. �T his passage was probably writ ten during

a . th e A 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b . an A merican railroad workers’ st r ike.

c. T he St 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d . World War II.

8. �Wh ich of th e following assumptions are implied in the first

sent ence of th e passage?

1 ) wTh e int ended reader ought to be equally concerned about

widows, orphans , and capitalist s.

2) Savings banks are responsible for th e chaot ic sit uation.

3) sIf large property h oldings are confiscat ed , small holdings

will suffer the same fate.

a. 1) and 3) only

b. 1) an d 2) only

c. 2) and 3) only

d. 1) 2) and 3)

9. �T he final sentence implies 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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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Zthe auth or supports th e s tr ikers ’ demands bu t dislikes t hier

tact ics .

b . dA merica is th e only nation that st ands for law and order.

c. one must be careful when takin g s ides .

d . csiding with t he s tr ikers is s iding wit h an archy, against t he

rule of law and peace.

10. �T he au thor makes all of th e following appeals to t he reader’s

emotion s except

a . �a challenge t o t he reader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 . �an at tempt t o tap t he reader’s sympathy t owards wid-

ow sand orphans .

c. �the description of parental affect ion and tender memories.

d. the depiction of t he issu es in absolute t erms .

P assage Four

It is often helpful wh en th inking about biological processes

t o con sider some apparently similar yet better underst ood

n on-biological process . In th e case of visual perception an

obvious choice would be colour photograph y. Since in many

respect s

5 zeyes resemble cameras , is it not reasonable t o assume t hat

perception is a sort of phot ographic process - ��whereby sam-

ples of t he ext ernal world become spontaneously and accu-

rat ely reproduced somewhere inside our heads? U nfort u-

nat ely, th e answer mu st be no. T he best t hat can be said of

t he phot ographic an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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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y is t hat it point s up w hat percept ion is not . Beyond t his - �)it

is superficial and mis leading. Th ree simple experiments

should make the matt er plain.

  In th e firs t a person is asked to match a pair of black

and whit e discs, w hich are rotat ing at such a speed as to

mak e t hem

15 �appear uniformly grey. O ne disc is standing in shadow , t he

oth er in bright illu mination . By adjus ting t he ratio of black

t o w hite in one of the discs t he subject tr ies t o make it look

t he same as t he ot her . T he results sh ow him to be remark-

ably accurat e, for it seems he has made t he proport ion of

b lack t o w hite

20 �in the bright ly illuminated disc almos t identical wit h - ɡt hat in

t he disc wh ich st ood in sh adow. But there is not hing photo-

graphic ab out his perception, for w hen the mat ched discs,

s till spinning, are phot ographed, the result ing print shows

t hem to be quite diss imilar in appearance. Th e disc in shad-

ow is obviously

25 �very much dark er than the ot her one. W hat has happen ed?

Bot h t he camera and t he person were accurat e, but th eir cri-

t er ia differed. O ne migh t say that the camera recorded

t hings as th ey look , and t he person t hings as t hey are. But

t he situat ion is manifes tly more complex than t his, for t he

person also record-ed

30 �t hings as t hey look . H e did bett er than th e camera because

h e made t hem look as they really are. He was not misled by

t he differences in illu min at ion . He show ed perceptual

cons tancy. By reason of an ex tremely rapid, wholly un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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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ous piece of comput ation be received a more accurat e

record of t he ext ernalworld than could the camera.

35 �  In th e second experiment a person is asked t o mat ch

w ith a colour card t he colours of t wo pictures in dim illumi-

nat ion. One is of a leaf , the oth er of a donkey. Both are

coloured an equal shade of green . In making h is mat ch he

chooses a muchst ronger

40 �green for th e leaf t han for the donkey. T he leaf evidently

looks greener t han the donkey. T he percipient mak es a per-

cept ual world compatible wit h h is own experience. It h ardly

n eeds saying that cameras lack th is capability.

In the third experiment hungry, t hirst y and - ��sat iated

people

45 �are asked to - 琤equalize t he brigh tness of pictures depict ing

food, wat er and ot her objects unrelated t o hunger or thirs t.

W hen the intensit ies at which th ey set th e pictures are mea-

sured it is found that hungry people see pictures relating to

food as brighter than t he res t ( i. e. to equalize t he pictures

t hey make t he food ones

50 �less intense ) , and t hirst y people do likewise with‘drink’

pictures . F or t he sat iated group no differences are obtained

b et ween t he different object s. In other w ords, percept ion

serves t o satisfy needs , not to enrich subjective experience.

U nlike a photograph th e percept is determined by more than

just t he st imu-

55 �lus .

1. �In th e firs t paragraph, t he au thor sugges ts 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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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colour phot ography is a biological process .

b . dvision is rather like colour photograph y.

c. Xvision is a sort of photographic process.

d . bvis ion and colour phot ography are very different.

2. �T he word“W hereby”in line 6 means

a . \in th at place

b . din wh at respect

c. Xby means of which

d . bnex t to which

3. �T he word“it”, in line 10, refers t o

a . \percept ion .

b . dth e photograph ic process .

c. Xt he comparison w ith photography.

d . bthe answ er .

4. �In th e firs t experiment , it is proved t hat a person

a . fmakes mist akes of perception and is less accurate t han a

camera.

b . dcan see more clearly than a camera.

c. Xis more sensit ive to changes in light t han a camera.

d . bsees colours as t hey are in spit e of ch anges in the light .

5. �T he word“t hat”, in line 20, refers to

a . \th e proportion of black to white.

b . dth e bright ly illuminated disc.

c. Xt he ot her 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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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bthe grey colour.

6. �T he second experiment show s th at

a . epeople see colours according to t heir ideas of how things

should look.

b . dcolours look different in a dim light .

c. Xcameras work less efficien tly in a dim light .

d . bcolours are less in tense in larger object s.

7. �“Sat iated”, in line 44, means

a . tired c. not h ungry or t hirst y

b . bored d . nervous

8. �W hat does“t o equalize the brightness”( line 45) mean

a . \T o arrange the pict ures to that the equally brigh t ones are

toget her .

b . qT o ch an ge the light ing so t hat the pict ures lood equally

bright .

c. XT o describe the brightness .

d . bT o move the pict ures nearer or further away.

9. �T he t hird experimen t proves that

a . _w e see thin gs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our int erest in them.

b . fpictures of food and drink are especially interes ting t o ev-

erybody.

c. Xcameras are not good at equalising brightness.

d . bsatiat ed people see less clearly than hungry or th irsty peo-

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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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 he group of experiment s , t aken toget her , prove t hat hu-

man percept ion is

a. �unreliable.

b . �mysterious and unpredict able.

c. �less accurate than a camera.

d. �related t o our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needs.

Ⅴ. WRIT ING ( 15 points )

  Write a short essay by answering t he follow ing ques tion in

about 200 words .

  W hat h ave you learned from your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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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Y ( 1988)

I . �Listening ( 25 points )

A .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1. T

1) c  2) d  3) a  4) b  5) b

6) a  7) b  8) a  9) c  10) d

2. T

1) a  2) d  3) c  4) b  5) d

B. aDictation:

Language has more t han one purpose. W e might say

that language operates on different levels , but the word

“level”sugges ts higher and lower values , an d no value

judgement is intended h ere. We shall deal with th ree fun c-

t ions : th e informative, the ex press ive, an d t he direct ive.

To say t hat language has t hese t hree functions is to say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reasons for speaking. One

reason, or purpose, is to communicate facts . T his is t he

informat ive function. Anoth er purpose of speech is the to

express our feelings , or to affect th e feelings and at tit udes

of the person we are talking to. We shall call t his the ex-

press ive or emotive funct ion . A nd, finally, a t hird prupose

is to cause people t o act. Th is is the directive function.

( 124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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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Str uctur e ( 20 poin ts)

A. �1. b  2. b  3. c  4. a  5. a

6. a  7. b  8. c  9. d  10. d

B. �1. b   2. c  3. c  4. a  5. a

6. c  7. a  8. d  9. b  10. a

III . �Cloze Test ( 10 poin ts)

1. an    2. if  3. should 4. w hen  5. does

6. protect  7. but  8. U nable  9. Th ere 10. t han

IV. �Rea ding ( 30 points)

A . �V ocabulary:

1. competit ors 6. in timacy

2. moblit y 7. suffice

3. specialized 8. populat ed

4. perish ab le 9. u ndoubtedly

5. unconsciously 10. economy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 O ne

1. b  2. d  3. a

Passage T w o

4. d  5. c  6. a

Passage T hree

7. b  8. a  9. d  10. c

Passage F our

1. d  2. c  3. c  4. d  5. a

6. a  7. c  8. b   9. a  1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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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 A 委员会会议纪要选登

CU SPE A 委员会首次会议纪要

时间: 1980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时

地点: 北京中国科学院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 严济慈

出席委员: &

中国科学院: 严济慈、钱三强

教育部: 浦通修

北京大学: 王竹溪、沈克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马大猷、吴 塘

北京师范大学: 孙 煜(喀兴林代)

武汉大学: 王治梁

中山大学: 高兆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洪 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 黄 昆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朱洪元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所: 汤定元

二机部: 王�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钱临照

清华大学: 孟昭英

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葛庭燧

南京大学: 魏荣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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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济慈同志首先说: 趁人大、政协在京召开会议之际, 特邀请

诸位同志来参加这个会议, 共同讨论如何把李政道教授发起的赴

美物理研究生招考工作做好。目前对这件事的评价还很不一致。但

这是关系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大事。对此事方毅同志很重视, 邓副

主席最近也有批示, 我们应该认真做好。目前报名已经结束, 怎样

做好组织考试、评卷和推荐工作, 需要请在坐的科学家多出些主

意。并趁此机会正式成立起一个委员会, 推动这项工作。

现在共有 103 个单位的 548 名考生报名, 其中 77 级大学生约

占一半。根据考生分布情况, 全国拟分设 11 个考区, 进行考试。

到会的同志在发言中说, 这次能够有这么多科学家欢聚一堂,

具体商量这件事, 很不容易, 很有意义。在派人出国学习问题上, 存

在着不同的看法。派人出国学习、交流, 并不是说我们比外国差多

少。明年 1 月 1 日就开始实行我们国家自己的学位制了, 应该相

信, 五年之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 一定不会低于国外的博士。但

现在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 在科教方面投资不可能增加很多, 因

此, 在三两年内如能得到像李政道教授这样热心人的帮助, 利用一

些外资, 多送一些人出去学习, 还是有好处的。

大家在发言中还谈到, 我们国家在大批派出研究生方面还没

有经验, 如果这次向美国派出物理研究生成功, 对明年向其他国家

派出和扩大到其他领域派出研究生, 会很有意义。

有的同志也提出一些问题, 有关同志作了解答。

会议最后讨论商定:

一、由研究生院马大猷教授、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主持评阅

试卷工作, 组织邀请京津地区几所大学物理教师和中国科学院有

关所的科研人员, 参加评阅工作。

二、10 月 22 日评卷工作结束后, 召开第二次委员会会议, 讨

论推荐参加面谈和申请的考生名单。

三、增补复旦大学杨福家、南京大学蔡建华、二机部王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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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余瑞璜、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李佩和北京大学王岷源

为委员。

CU SPE A 第九届( 1988—1989)

委员会会议纪要

时间: 1989 年 7 月 28 日下午 3 时

地点: 北京大学勺园大楼会议室

内容: 研究 1988 年考试结果, 审查并确定推荐考生名单

出席委员: J中国科学院: 严济慈

国家教育委员会: 李顺兴

北京大学: 沈克琦、陈佳洱、赵凯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吴 塘、汤拒非、李 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尹鸿钧

清华大学: 秦明华

南开大学: 温景嵩

南京大学: 欧阳容百

吉林大学: 傅英凯

复旦大学: 蔡怀新

中山大学: 谢 沧

浙江大学: 孙 威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 马大猷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 黄 昆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朱洪元

会议由严济慈同志主持。

首先由吴塘、沈克琦、赵凯华同志介绍了第九届 CU SPEA 报

名、考试和评卷的经过。今年有 54 个单位 450 人报名, 429 人参加

了全部科目的考试, 其中, 高年级学生 330 人, 已考取国内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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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7 人, 在职人员 33 人; 年龄最小的 16 岁, 最大的 28 岁。全国今

年分设 11 个考场, 各考场工作进行顺利。

评卷工作是在马大猷、赵凯华教授的主持下进行的, 邀请了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的 67 名教师参加。

在评卷过程中, 先经过试评, 集体讨论了评分标准, 然后进行

评阅( 每道试题分别由 2 至 3 人评阅)。每个题目的评阅, 每份试卷

的得分都作了认真的核对。

今年物理三门总分最高成绩是 283 分( 满分是 300 分) , 英语

最好成绩是 88 分( 满分 100 分)。今年的物理试题比往年稍容易,

经典物理仍然普遍考得好, 得满分的 20 人。近代物理、普通物理的

成绩仍略差, 近代物理最高得分 92 分, 普通物理最高得分 98 分。

英文试题的难易程度适中, 及格率正常。

CU SPEA 办公室的同志曾建议, 在确定推荐名单时, 希望适

当考虑边远地区的考生以便于为这些学校培养骨干师资。经委员

会充分讨论, 认为这一建议是好的, 但由于这已是最后一届, 不宜

变动往年推荐的原则。按照国家教委今年推荐人数不得超过 75 名

的意见, 会议最后确定推荐 74 名考生参加面试。被推荐的 74 名考

生将于 10 月下旬参加美方来华教授的面试。

CU SPEA 招考和推荐工作, 自 1980 年开始, 今年结束, 历经

九届, 共有 900 多名中国学生, 被推荐通过这个项目赴美攻读物理

学博士学位。会议认为, 这项工作几年来一直进行得严肃认真, 在

各方面的支持下很顺利。会上严济慈同志对多年来直接承办单位

的同志及各校代表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国家教委外事局副局长

李顺兴同志除对大家表示感谢外, 还提出今年的 CU SPEA 学生的

招考推荐工作虽已顺利结束, 但这些考生还要经过面试、( 向美国

大学) 申请录取等程序, 他们要到明年暑假才能派出, 同时即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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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学生的选派工作完成后, 还有大量的 CU SPEA 学生仍在美国继

续学习中, 因此, 希望 CU SPEA 办公室不要急于解散, 继续协助政

府做些工作。

会议最后决定: 所有考生的成绩通知考生的所在单位, 一律

不直接告诉考生本人, 考生不得查阅试卷。

说明: 除参加上列首届和第九届 CU SPEA 委员会的委员外,

参加过第二届至第八届委员会的委员还有:

国家教育委员会: 黄辛白 李 滔 李 琼 孙 敏

中国科学院: 谈镐生 李荫远

核工业部: 王承书

北京大学: 王岷源 谢义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阮图南

复旦大学: 杨福家 贾起民

清华大学: 熊家炯 张 玫

北京师范大学: 马本� 胡 岗

南京大学: 蔡建华 朱沛臣

武汉大学: 李中辅

中山大学: 莫 党 周义昌

南开大学: 刘启一 潘士宏 李子元

吉林大学: 余瑞璜 吴代鸣 周介文

四川大学: 郭士笙 王鸿谟

山东大学: 秦自楷 杨楚良

浙江大学: 李文铸 徐志纯 徐亚伯

兰州大学: 钱伯初

西北大学: 江仁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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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CU SPE A 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单

十年来, 参加 CU SPEA 办公室工作的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吴 塘 毕国昌 张雪萝 华 光

郭 萍

北京大学: "沈克琦 李佩英 吴崇试 刘清田 李 力

陶如玉

CU SPEA 办公室, 设在北京玉泉路甲 19 号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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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授来华对 CUSP EA 学生进行

面试的报告选登

R eports ( select ed ) on In terviewing

the CU SPE A Studen ts, Conducted

by U S P rofessors of Physics

December 12, 1980

Dear Colleague:

W e have jus t returned from a two-week tr ip t o China to in-

t erview candidates for physics graduate st udy in the U nited

Stat es . Enclosed is a copy of t he examination scores and the re-

sults of our interviews wit h the final 132 candidates whose selec-

t ion was described in the lett er of November 11, 1980 from T . D.

Lee. Since t he summaries of our int erviews are quite subjective

and sens itive we must ask t hat you treat them as confidential ma-

t erial.

W e interviewed 7 st udent s in Guangzhou, 67 in Beijing, 17

in Xi’an and 41 in Shanghai. Each s tudent was seen for tw o 15

30 minu te interviews . One session ( w ith one or both of us) con-

cent rated on the s tudent’s preparat ion and experience in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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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 interes ts and his choice of U . S. univers ities. Occasionally we

asked a specific physics ques tion. Th e ot her session w ith one or

b oth of our wives ( who are in fact t rained interviewers) focussed

u pon assessing th e s tudent’s f luency in English and obtainin g an

u nderst anding of t he st udent ’s pas t his tory and personal inter-

est s.

T he 132 stu dents wit h w hom we spoke were quit e ext raordi-

nary. A lmost all had endured cons iderable hardship in acquir ing

t heir physics t raining. A ll were very eager to have t he opport uni-

t y t o st udy in t he U . S. We examined about one-quarter of t he

t est papers and found them to be fair ly, and perhaps somewhat

s tr ictly, graded. Th us, the good scores obt ained by t hese st u-

dents seem to indicat e real achievement in physics. Of course,

t he det ailed ranking should not be treated too serious ly since t he

preparation for th e examination varied cons iderably for the st u-

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some s tudents took the examina-

t ion aft er long journeys from dist ant places .

T he degree of fluency in English demons trated du ring t he

in terviews was also quit e surprising in view of the very limited

opport unities for conversat ion available t o most of t he candi-

dates . In all but a few cases ( as not ed in our interview sum-

maries ) , t he candidates’ spok en English , alt hou gh oft en slow

and imperfect , was adequat e for the purpose of ou r interview and

quite consis tent wit h the requirements of gradu at e study, espe-

cially sin ce man y will be able to take an intensive course in Eng-

lish betw een now and next September . Most should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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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 out some t eaching ass ist ant dut ies from the s tart , at least

grading or laboratory ins truction. H owever, any arrangement

t hat will free t hem from t his respon sibilit y for their first

semes ter would certainly ease their t rans ition. W e also reviewed

t he w ritt en English examinat ion for which scores appear on t he

enclosed sheets . W e though t it was a reasonable t es t of English

comprehension and usage. In general, t he scores ( ou t of 100)

correlat ed reasonably well with our impress ions from t he inter-

view s.

In summary, we consider th is t o b e a very exception al grou p

of st udent s, both in th eir physics abilit y and in the personal

qualit ies t o which t heir present level of achievement test ifies.

T heir experience, cultural b ackground and dedication should en-

able them t o contr ibut e subs tantially t o the universities th ey at -

t end and, upon their return, to further th e development of

ph ys ics in China .

Y ours truly,

D. B. F itch en

P rofessor of Physics and Ch airman

Cornell U nivers ity

N orman H . Chris t

P rofessor of Physics

Columbia U nivers ity

751



* * * - ��

A ddit ional Comment s and Background - Ρ

Informat ion Regarding Int erview Reports

O ur int erviews included qu es tions and conversation about

t he individual candidate and his / h er hist ory ( 126 men and 6

w omen were interviewed) . Some of th e material we collect ed is

condensed in t he reports about each st udent . Here, h owever, it

might be helpful t o h ave an overall descript ion and a brief expla-

nat ion of some of th e salient point s and t erms inclu ded in t he re-

ports .

1. Dominating th e life hist ories of th ese candidates has been

t he“Cultural Revolut ion”an d its aft ermat h ( 1966 1976, plu s a

year or t wo for recovery ) wh ich created tremendous dis ru pt ion

and hardship for individuals and wreaked havoc w ith the entire e-

ducat ional syst em . Becau se of this , most of th e candidates fall

in to one of two different age groups. Th e first cons ist s of st u-

dents over age 30 who received t heir un dergraduat e t raining be-

fore t he Cult ural Revolut ion , th en suffered severe interruption in

t heir careers and w ere only able to return t o their st udies in

1978. T he second group of younger candidat es were usu ally in

“middle sch ool”( roughly equivalent t o both junior and senior

h igh in the U . S. ) during the Cult ural Revolution. T hese

younger students were admitt ed t o the universit ies in the spring

of 1978 after t aking a nationwide en trance examination in 1977.

T his w as t he first such examination given after t he Cultural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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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ut ion and marked the beginn ing of a return to normal univers i-

t y operation. ( Present ly 2% 3% of college-age people are en-

rolled in univers ities . )

T he most critical effects of t he Cultural Revolut ion on t hese

candidat es ( in addition t o th e pos tponement of educat ion ) can be

b 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 Assignments to“t he countryside”and to factories las ted

from 1 to 10 years. Most involved hard physical labor and usu al-

ly prevent ed an individual from un dertaking any regular st udy or

w ork in h is own field.

b ) Schools and universit ies ( for th ose who remained in

t hem) were totally dis rupted. T eachers were directed t o conduct

or att en d polit ical discussions and discouraged from or n ot al-

lowed to engage in academic work. Even th ose assigned to t he

middle schools usually could not conduct normal classes and had

t o t each“practical”skills .

c) Personal hardships were severe, particularly for t he older

candidat es wh o w ere cu t off in the mids t of t raining, uprooted

from families, and arbitrarily ass igned t o factory and farm labor,

oft en in t he most remote regions .

d ) “self-st udy”( or learning on one’s own ) was t he only

w ay s tudents could learn physics ( o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 .

T hey obt ained scarce books where they could, list ened secretly

t o the BBC, st udied by lantern/ f lashlight aft er a long day’s hard

labor , an d often in curred ridicule or punishment for doing so.

Most of t hese students prepared by“self-s tudy”for the first na-

t ionwide univers ity ent rance ex amin at ion , given in 1977.

2. W e found wide variat ion in facilit y w ith English. T 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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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ranged from fluent and almost colloquial at one extreme

t o ( in a few cases) poor with cons iderable difficulty in compre-

hending and an swering quest ions . Some general points are:

a ) W e judged candidates’ English in t erms of t he level of

f luency needed to function effect ively as graduat e students . In a

few cases , we h ave indicat ed that a candidat e falls sh ort of t his

level. A t the oppos ite ext reme, some s tudents already have t he

n ecessary art iculateness t o lead discuss ion section s.

b ) Most candidates are t o be given special, intensive English

t raining before coming to America . We expect this to result in

cons iderable improvement . H ow ever, our writt en commen ts are

b ased on facility demonst rated during th e N ovemb er int erview.

c) Some candidates have st udied English only during the last

year or so. Even w ith 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improvement s,

facilit ies for learning English are not uniformly good: many st u-

dents have had no access to t eachers who speak En glish well.

V oice of A merica and BBC programs and“self-st udy”are s till an

important means of learning .

d ) For most of t he 1950’s and 60’s Russ ian was taught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ather than English.

3. O ur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st udent s was ext remely fa-

vorable. Part icularly notewort hy were th eir motivation and de-

t erminat ion t o make careers for t hemselves in physics . T hey are

h igh ly commit ted t o physics as a field of person al endeavor and

as a mean s of mak ing a s ignif icant contr ibut ion to t he moderniza-

t ion of t heir cou ntry. T hey have exhibit ed ingenuity an d perse-

verance in findin g w ays to pursue t heir int erest in phys ics and to

educat e t hemselve despite obstacles and hardsh 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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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 his, it is difficult t o generalize about the candi-

dates . Some came from peasant or w orker families; quite a few

are from families of profess ional, scient ific or educat ional back-

groun d; the rest are somewhere bet ween . In terms of personali-

t y, they run th e gamut from shy and reserved t o outgoing and

assertive. Many were nervous during the interview and some

w ere quite anxious, which is unders tandable cons idering t hat a

n umber h ad never conversed in English before. Also, s tudents

recognized t hat t heir fut ure w ill be st rongly affect ed by complet -

ing graduate work in phys ics in the U . S.

F or many of these candidat es , adjust ment to t he U . S. w ill

mean th at th ey have t o cope with separation from families, with

t he lan guage, and with major cultural differences . We expect

t hat their s trong det ermin at ion to obtain excellent training and

t heir past experience in overcoming ob stacles will aid them sub-

s tantially in adapting to th is cou ntry. However, we w ould urge

each ph ys ics depart men t enrolling graduate st udent s from t he

P eople’s Republic of Ch ina t o be especially th ought ful in assist -

ing th em during th eir firs t weeks in A merica.

4. A small not e on t he gradin g system might help explain

t he applicant s’ transcripts . For a n umber of years th e univers i-

t ies followed a sys tem ( claimed to be of Russian origin) of offer-

ing many courses on a pass/ fail bas is wit h no exminat ions . T his

apparently coexist ed w ith a 5432 ( ABCF ) an d / or percentage

mark ing sys tem, but is now being phased out .

I t w as a pleasure to interview this except ional group of st u-

dents .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about their progress in gradu-

at e schools th roughout t he U . S.

Winifred Christ M. S. and Janet M. F itchen P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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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vember, 1988

Dear Colleague:

T his year’s candidat es are the las t who will be seeking ad-

mission to graduate st udy in A merica under the 10-year-old

CU SPEA program , which now draws to an end . More th an 900

s tudents from t he People’s Republic will have come h ere over t he

life of t he program.

T he accompanying Record Book let provides dat a on t he cur-

rent candidat es : age, sex, and ins tit ution; separat e grades on

t he class ical, modern, and general port ions of th e writt en

ph ys ics examination, alon g with total grade and rank; a score on

t he writ ten English exam; and a letter grade on Spoken English,

b ased on ou r interviews . A total of 429 s tudents took t his year’s

examinat ion ( t his is up somewhat from the n umbers of t he past

few years) . Of t hese, t he 74 w ho are lis ted in t he Record Book-

let were deemed to have passed at an adequat ely high level. Five

are women . We interviewed the candidates in October. A brief

w riteup on each appears in t he Booklet . Th e ph ys ics ex amin at ion

w as prepared jointly by Messrs . H enley ( U nivers ity of W ashing-

t on ) and T reiman ( Princet on U niversit y) . It was administ ered at

several locat ions in China t his pas t summer , and graded ably by

a t eam of Chinese professors . A s in pas t years , t he ex amin at ion

w as at the level of a qualifying examinat ion tak en at t he end of

t he first year of graduat e s tudy in t ypical A merican ph ys ics de-

partment s. T he maximum possible score w as 300. T he top s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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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 achieved an impressive grade of 283, and, in general, t he

passing level was set quite high. To our great embarrassmen t,

t he figure accompanying problem C3 sh ows t he open Switch in

t he wrong location. T his error occurred during transcription of

t he drawing from scrat ch paper to the final script . T he virus

t hen propagated. Th e Chinese graders were how ever kind e-

nough to say that this“obvious”error was act ually usefu l as a

t est of the alert ness and ingenuit y of the s tudents . Overall, t heir

assessment , and ours, is t hat t he examination w as roughly com-

parable in diff iculty w ith the test s of previous years , and t hat

t his year’s crop of candidat es is as strong as any in the past .

A s have our predecessors , we advise again st excessive at ten-

t ion to rank order. T here is a considerable b unching in total

scores , and small differences can produce misleadingly large dis-

crepancies in rank order. In ou r opinion, t he st udent s t hemselves

are more conscious of relat ive rank ings t han t hey ought to be;

in deed, th e educat ional syst em seems t o fos ter th is awareness

u nduly. T he breakdown of scores among t he th ree component s,

classical, modern , and general, may be more informat ive; simi-

lar ly, we h ope t hat our w ritten comment ary will be helpful. In

cont rast to t he earliest years of CU SP EA , when there were

many older candidat es w ho had h ad th eir educations interrupted

b y th e cultural revolu tion , the current class is composed of

young st udent s on t rack—in some cases on accelerated track.

Most took t he examinat ion in t heir third or in some cases fourth

year of college, though a few had already completed t he under-

graduate degree. Th ree schools dominate th is year—Th e U 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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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of China ( U ST C) , Peking U ni-

vers ity, and Fu dan U nivers ity. All th ree have special programs

w hich prepare s tudents for the CU SP EA exam, the one at U ST C

b eing especially ext ens ive and intense.

T he writt en English examination was prepared and graded

in China by Dr. Li Pei and her co-workers in t he English Lan-

guage Program at t he Graduate School of th e Academy in Bei-

jing. It included oral comprehension sect ions ( answering ques-

t ions about taped readings) as well as writ ten sections . Students

w ho were below a passing level that had been es tablished did n ot

mak e t he final lis t of candidates , however well they did on t he

ph ys ics examinat ion. One of the aims of our interviews was to

further probe the st udent s’ Spoken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 In

t he majority of cases, our assessments correlated reasonably well

w ith t he scores on t he writ ten English examination. In some cas-

es , however, we felt that t he score did not reflect—one w ay or

t he ot her—w hat we observed in the interview . Such ins tances

are duly not ed. We were especially alert t o the s tudent’s abilit y

t o convey ideas an d informat ion in the face of vocabulary gaps

( b lockage and s tolidity versus invent iveness , use of analogies,

et c. ) It mus t be emphas ized that English language educat ion has

b ecome quite widespread generally in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By and large, t he CU SPEA stu dents have been especially zealous

in workin g at English . T wo of us ( the T reimans) part icipated in

CU SPEA int erview s in 1981 and 1982. We believe that t he Eng-

lish language skills have on the wh ole improved con siderably

s ince t hen in t he CU SPEA ranks . I t is probable th at t his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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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SPEA crop w ill show about th e same range of facility, and

diff icult ies, as t he CU SPEA students who have come t o A merica

in recent years .

Every s tudent had two int erviews , each of about a half

h our’s du rat ion . One w as devoted to physics conversat ion ; t he

oth er involved conversat ion ranging over a variety of non-scien-

t ific topics . T he latter interview was especially aimed at assess-

ing English language skills—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ac-

cent , etc. I t also served t o provide a picture of the st udent ’s so-

cial back ground, adaptability, self confidence, and prospect s for

adjus tment t o life in a new world. T he physics interview was al-

so sens itive t o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 in a tech nical cont ext de-

manding some degree of precision. In addit ion , we t r ied in t hat

in terview t o elicit the s tudents’ leanings among th e various sub-

fields of physics, their familiar ity with current development s,

et c. Not many have had t he opport unity to engage wit h t heir

t eachers in real research projects . T o a cons iderable degree t he

t rajectories t hey envisage reflect w hat th ey have been exposed to

in t he classroom or through advice from t heir teachers. Over-

wh elmingly, t he expressed preferences t his year favor various as-

pect s of solid st at e ph ys ics . But when pressed, many of th e st u-

dents sh ow a lively openness t o a wider range of ph ys ics areas.

Most ly—as it should be at the st art of graduate educat ion—t heir

scientif ic personalities are wait ing t o develop.

W e assigned overall let ter grades for Spoken English , based

on th e int erviews. T hese shou ld be cons idered only in conju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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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on w ith t he accompanying descriptive comment aries bearing on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

Elaine H en ley
 

Ernes t H enley

Joan T reiman
 

 

Sam T re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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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980—1988 年来华参加面试的

美国教授夫妇的名单

1980 年

 �康乃尔大学     �P rof. and Mrs . Douglas B. Fitchen

哥伦比亚大学 P rof. and Mrs . N orman H . Chris t

1981 年

康乃尔大学 P rof. and Mrs . Douglas B. Fitchen

普林斯顿大学 P rof. and Mrs . Sam B. T reiman

1982 年

普林斯顿大学 P rof. and Mrs . Sam B. T reiman

耶鲁大学 P rof. and Mrs . Jack Sandweiss

1983 年

耶鲁大学 P rof. and Mrs . Jack Sandweiss

伯克利加州大学 P rof. and Mrs . George T rilling

1984 年

伯克利加州大学 P rof. and Mrs . George T rilling

哥伦比亚大学 P rof. and Mrs . Malvin Ruderman

1985 年

哥伦比亚大学 P rof. and Mrs . Malvin Ru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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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 P rof. and Mrs . Larry Spruch

1986 年

纽约大学 P rof. and Mrs . Larry Spruch

圣迭戈加州大学 P rof. and Mrs . N orman K roll

1987 年

康乃尔大学 P rof. and Mrs . Douglas B. Fitchen

1988 年

普林斯顿大学 P rof. and Mrs . Sam B. T reiman

华盛顿大学 P rof. and Mrs . Ernest He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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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历年向美国各大学

发布的“通报”选登

Bullet ins ( Selected) Prepared E ach

Year by P rofessor T . D. Lee for

All the P ar t icipat ing U nivers it ies

December 12, 1980

Dear Colleague:

Enclosed are Bulletin 2 and th e CU SPEA Record Booklet.

A s you can see, t he b ooklet cons ists of t he resu lts of t he exami-

nat ion and t he interviews . W e are grateful to Professor and Mrs.

N orman Ch rist and Professor and Mrs . Douglas F itch en for un-

dertaking t his mammoth t ask , and to our Chinese colleagues for

mak ing it possible. May I urge you to read the booklet carefully.

A ccompanying it is a covering letter togeth er with comment s and

b ackground informat ion provided by t he F itch ens and t he

Chris ts ; these give a succinct overview of t he resu lts . I think

you will agree with me that this booklet is a remark able docu-

ment , reaffirmin g th e st ren gt h of th e human spir it even in a t ur-

bulent t ime. Because of t he sens itivity of t he informat ion , you

are ask ed to use it only confid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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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 in 2 gives the details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l-

ready out lined in Bullet in 1. For your convenience, a t imet able is

given at t he end of the Bullet in. Because of th e large number of

s tudents and universit ies , your cooperation in meeting t he dead-

lines will be crucial.

T he Chinese Government w ill be able to provide t ransporta-

t ion t o t he U . S. for t he stu dents who are admit ted. Each U . S.

ph ys ics depart men t will then be responsib le for t heir support

t hrough fellowships or teach ing/ research assis tantships as you

in dicated on your ques tionnaire.

T hrough t he large amount of effort devot ed b y many peo-

ple, we have been able to select an excellent group of st udent s to

draw from. However, t he final success of t he program depends

on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

  Yours s incerely,
T . D.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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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LLE T IN 1

August 22, 1980

1.  �- ��T he Part icipating U niversities

a )  �T here are at present 53 phys ics departments in t he

CU SPEA group. A lis t is appended .

b )  �T he quest ionn aires which you returned have been edited

int o booklet form for t he use of the applicant s. Each

st udent will also be provided with a volume cont aining

an int roduct ion t o each member depart ment based on

th e A IP directory and oth er mat erials w hich you have

sent . Copies are already available in China .

2.  �- �T he 1980 Examination

a )  �T he physics problems w ill be made up by Columbia U -

nivers ity and Cornell U niversity, and will be sent to

China on September 1st . T he English writt en examina-

tion will be composed by t he Graduate School of A -

cademia Sinica an d Peking U nivers ity.

b )  �T he part icipant s will cons ist of college jun iors and se-

niors , graduat e st udent s and junior researchers from

various ins tit utes . It is es timat ed th at there will be

more t han 400 people t aking part.

c )  �T he examination will be held from October 13t h to

16th .

d )  �T he place will be Beijing, plus a few other centers ,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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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ing on the geographical dis tr ibut ion of t he partici-

pan ts .

e)  �Th e grading will be don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 e ex-

am by a special commit tee consis ting of physics profes-

sors from A cademia Sinica and various Chinese univers i-

t ies .

3.  �- �T he Interviews

a )  �T he interview is really an exchange of informat ion ; it

serves t he du al purpose of providing t he A merican uni-

versit ies a more person al know ledge of the individual

st udent and giving th e Chinese s tudents an opportunit y

to obtain answers to questions they may have about

American universities .

b )  Professors N . H . Chirs t and D. B. F itch en will be in

Ch ina from November 17 28 to interview the ～100

top-ranking participants .

4.  �- 甀T he Result s �

T he result s of the examinat ion and int erviews will be

sent to each American member universit y in December.

T he booklet will cont ain the scores ( subdivided by

ph ys ics subject ) of approximately th e t op 150 and brief

comments from t he interviews with ～100 applicants .

5.  �- ��T he Pre-applicat ion Process

a )  �In order not t o swamp th e syst em and awaken unrealis-

tic expectat ions on t he part of t he applicants , only ap-

proximat ely 125 of t he t op s 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apply ( but see item 10 below ) .

b )  �A standard form ( copy appended) w ill be sent by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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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udent t o t he four or five ph ys ics departments of his or

her choice, toget her wit h t he academic records .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will be mailed separately.

c)  �T hese forms will be sent t o the depart men tal represen-

tatives lis ted in the quest ionn aires . - ΡIf your represen ta-

- wtive has changed for th e new academic year, please not i-

- �fy me as soon as possible.

d )  �A ll forms and let ters will b e mailed by December 15th

at t he latest .

6.  �- mT he Firs t Rou nd of A cceptances

a )  �T he U . S. schools should send acceptances to each st u-

dent by cable. For pu rposes of coordin at ion , please fill

out t he enclosed green sheet when you have made your

accept ances and sent it t o me. Rejections may be sent

by airmail.

b )  �A ll acceptance cables sh ould b e sent by the - �end of Jan-

- 甀uary.

c)  �T he Chinese s tuden ts will sent their acceptances to t he

U . S. universit ies before mid-F ebruary, also by cable.

d)  Each school will t hen send to t he stu dents accept ed a

regular set of applicat ion forms. T he s tudent will f ill it

out immediat ely and ret urn the set to th e CU SPEA rep-

resentat ive of that school. T he representat ive will in

turn forward it t o his Office of Admiss ions so that it

may pass t hrou gh th e regular admissions process.

When th is is done, a visa form ( t he IAP -66 for th e J-1

visa ) will be sent t o t he student .

e)  �Because international cable service may not be rea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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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in all part s of China, a special arrangement

has been made for t he Graduate School of A cademia

Sinica to bear the respons ibilit y of transmit ting t hese

cables . T herefore all - ��cables should be sent t o th e st u-

dent s at t he following address :

 T he Graduat e School, A cademia Sinica

 Beijing, Th 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

Let ters will reach the st udent s if you send t hem t o:

 P. O. Box 935

 Beijing, Th 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 獇T he Complet e Lis t of Acceptances �

A complete list of t he first round of accept ances by t he

Chinese st udent s ( see 6c ) w ill be cabled to me by

F ebru ary 15t h. T his list w ill be duplicat ed immediat ely

and dist r ibuted to each participat ing u niversit y. T hese

acceptances are considered final, so t hat from th is list

t he departments can eas ily ascert ain w hich of th eir of-

fers have been rejected, enabling them to go on to t he

second round.

8.  �- �/T he Second Round �

A Second round of acceptances will be sent by the U . S.

schools , with a repet ition of t he previous cycle to be

complet ed by the - ��end of March .

9.  �- 卜T he T hird Round

A th ird round will be finished by the - 砓end of A pril.

10.  N- 雏Matching Process Opt ion &

During either the second or th ird round some sch ools

may discover that all their Chinese applicants h av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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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ed to at tend other un iversit ies . In this case they

may write or cable Dr. Yan directly, s tating the ap-

proximate nu mb er of Chinese st udent s t hey w ish t o ac-

cept and the cut -off-point in t he examinat ion rank ing

above which they wish t o remain. &

Dr. Yan’s office will then do an optimal mat ching on

an individual basis in t hese few cases .

Dr. Yan’s address is:

   Professor Yan Chi-tsi, Vice P res ident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T h 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Conversely, there will also be provision for a stu dent

to re-apply if his initial applicat ions are all re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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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E-APP LICAT ION F ORM

School to which you are applyin g:

Designated faculty representat ive:

Students Name:
( F amily name)  ( Given name)

/

      In English            In Ch inese

Cable address:        �Let ter address :

 T he Graduate School  P. O . Box 935

 A cademia Sinica  Beijing

 Beij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 ina

 T 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irthdat e: Birt hplace:

School you are now att ending or inst itut e or organization with

w hich you are aff iliated:

N ot e t o s tudent: �Th is from should be mailed directly t o t he

CU SPEA representat ive in the physics de-

part ment of t he univers ity to w hich you wish

to apply, toget her w ith your college tran-

script . Please ask three professors wh o are

able t o comment on your qualifications for

graduat e study to send let ters of recommenda-

t ion to the same address ( the name of th e rep-

671



resent at ive is given in t he informat ion

booklet ) .

P LEA SE MAIL T H IS FORM BEFORE DECEMBER 15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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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 of Your Pre-A pplication Forms for Professor T . D. Lee

N ame:
( F amily name)  ( Given n ame)

/

       In English         In Chinese

Mailing A ddress : �

Birthdat e: Birt hplace:

School you are now att ending or inst itut e or organization with

w hich you are aff iliated:

Lis t th e five U . S. univers ities t o wh ich you have applied, in or-

der of priority

       41.

2.

3.

4.

5.

N ot e to s tudent : wT his form should be mailed direct ly to

   �Professor T . D. Lee

Depart ment of P hys ics

Columbia U nivers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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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w York , N . Y . 10027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send th e five pre-appli-

cation forms to the U . S. univers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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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PORT OF ACCE PT ANCE S OF ST U DEN T S

N ame of U nivers ity:

N ames of students you have accepted:

         �

Name of person completing form

 Date             

P lease ret urn this form t o:

P rofessor T . D. Lee

Department of Physics

Columbia U nivers ity

N ew York, N . Y . 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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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LLE T IN 2

December 12, 1980

1.  &T he 1980 Examination and Interview s for the top 132 st u-

dents are given in t he CU SPEA Record booklet ( enclosed) .

2.  �- ǎT he pre-application process

a )  �Each s tudent can apply to up to five A merican univers i-

ties .

b )  �T he participat ing universit ies will receive from the st u-

dent h is course records plu s a standard pre-applicat ion

form ( marked Form A ) . Lett ers of recommendation are

being mailed separately. All of t hese will be sent to

your depart men tal CU SP EA represent ative. T hey w ill

be mailed in December.

c)  �A s an additiomal help for identif ication, each stu dent

has an ex aminat ion nu mb er wh ich is given in the CU S-

PEA Record Booklet ; th is number also appears on his

pre—applicat ion form.

3.  �- 爸T he Firs t round of Offers

a )  �T he U . S. schools should send t heir offer t o each st u-

dent by cable. Please also in dicate the nat ure of t he fi-

nancial support you can provide.

b )  A ll offering cables should be sent by - 砙January 31st .

c)  �Aft er the cables sh ould be sent , please fill in Form C

( t he enclosed green sheet) and send it t o T . D. Lee, for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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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A ccept ances

a )  �T hose s tudents w ho receive cables will made th eir deci-

sions and send t heir acceptance cables not lat er than

February 12th.

b )  �A ll acceptances are final. Each school will then send to

th e s tudents accepted a regular set of applicat ion

forms. T he s tuden t will fill t he set out and return it to

th e CU SPEA represent ative, w ho will in turn forward

it t o his Office of Admiss ions so that it may pass

th rough the regular admission process . When t his is

done, a visa form ( t he IA P-66 for t he J-1 visa ) sh ould

be sent t o t he s tudent of the earliest poss ible date.

5.  �- �T he Second Round

a )  �T hose s tuden ts who do not receive any offers in round

one available for th e second rou nd. A list of t hese can-

didat es w ill be received by all participation universities

by ～February 12t h.

b )  �Each of t hese s tudents can also send out new pre-appli-

cat ion forms ( t he same Form A ) together wit h t heir

coures records t o up to t wo addit ional American univer-

sit ies. T o simplify the process, th ere w ill not be any

requirement of letters of recommendat ion for t hese n ew

applications . T hese will be mailed by February 4th .

By ～F ebruary 12th each school has in hand

i)  th ese new forms.

ii)  th e pre-applicat ion forms received in rouned one,

iii)  th e list of available candidat es .

c )  �Each sch ool sh ould send out their offering cabl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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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6th .

d )  �All accept ance cables from the Chinese st udent s sh ould

be sent by March 9t h. T he complet ion of their admis-

s ion process follows t he same steps as in round one.

6.  �- ΡMat ching Opt ion

a )  �Because of t he overlapping inherent in the process , of

t he end of t he second round some students may n ot

h ave received any offers , even t hough t hey are highly

qualif ied; some univers ities may find that a st udent to

w hom they h ave made an offer has decided t o go else-

wh ere. A s w ill be explained below , F orm 1 ( w hich

w ill be received by each department ～March 5th ) is

designed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b )  �Form 1 consist s of a n ew lis t of available st udent s.

Your department can cross out t he name of any st u-

dent you do - �not wish to accept . T he remainder t hen

const itut es a“select ed lis t”. In addit ion , you sh ould

indicat e th e total number of Ch inese st udent s you wish

to h ave. By using F orm 1 you can ask Dr. Yan’s office

to match the vacancies with the available s tudents

from your“selected lis t”.

c )  �For those who w ish t o use th e match ing opt ion, Form 1

must be sent out by March 13t h ( so t hat it may reach

Dr . Yan’s office by ～3/ 21) .

d)  �If select ed t hrough the matching process , t he stu dent

will send h is accept ance cab le directly t o the depart -

ment . T his s tep probably will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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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T imetable

F ist round: - にDeadline

   pre-applicat ion forms sent 12/ 80

   O ffering cables 1/ 31/ 81

   A ccept ance cables 2/ 21

Second round:

   N ew Tpre-application forms from students w ho h ave

not received cables 2/ 4

   Lis t of availab le students received b y U . S. sch ools

～2/ 12

   O ffering cables 2/ 26

   A ccept ance cables 3/ 9

Mat ching:

   F orm 1 to be received by U . S. schools ～3/ 5

   F orm 1 to be sent out by 3/ 12

If possible,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cables earlier than t he

d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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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经推荐出国的 C U SP E A

学生名单



1979 年 Pre-CUSPE A ( 1)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陶荣甲
T ao Rong-jia

男 38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陈成钧
Chen Cheng-jun

男 42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

Columbia

裘照明
Qiu Zhao-ming

男 33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吴  真
Wu Zhen

男 31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陈天杰
Chen T ian-jie

男 40 �北京大学 Columbia

1979 年 Pre-CUSPE A ( 2)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任海沧
Ren Hai-cang

男 23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李大西
L i Da-xi

男 31 ,中山大学 CCNY

徐依协
Xu Yi-xie

女 28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钱裕昆
Qian Yu-kun

男 37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王 平
Wang Ping

男 27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Virginia

奚定平
Xi Ding-ping

男 33 ,北京大学 Oregon

许光男
Xu Guang-nan

男 35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Oregon

杨以鸿
Yang Yi-hong

男 33 ,西北大学 Ut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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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刘平宇
L iu Ping-yu

男 38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Ut ah

王垂林
Wang Chui-lin

男 33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CCNY

张鸿欣
Zhang Hong-xin

男 41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CCNY

周为仁
Zhou Wei-ren

男 36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Carnegie-Mellon

常崇安
Chang Chong-an

男 35 ,北京大学 Pitt s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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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第一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胡 青
Hu Qing

男 23 ,兰州大学 Harvard

黄以和
Huang Yi-he

男 36 ,上海交通大学 Ber keley

石康杰
Shi Kang-jie

男 39 ,西北大学 Illinois

冯奚乔
Feng Xi-qiao

男 20 ,北京大学 Harvard

朱湘东
Zhu Xiang-dong

男 22 ,北京大学 Ber keley

符曜天
Fu Yao-t ian

男 23 ,上海师范学院 Princet on

陈凤至
Chen Feng-zhi

男 37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Washington

王之跃
Wang Zhi-yue

男 22 ,北京大学 Illinois

王建青
Wang Jian-qing

男 20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Ber keley

田光善
T ian Guang-shan

男 24 ,北京大学 Princet on

骆 宁
L uo Ning

男 25 ,浙江大学 Cor nell

高心海
Gao Xin -hai

男 39 ,兰州大学 Iowa Stat e

祁埝生
Qi Nian -sheng

男 24 ,兰州大学 Yale

赵天池
Zhao T ian-chi

男 33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olumbia

981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王克斌
Wang Ke-bin

男 36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Stanford

李振勤
Li Zen-qi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nell

陈昌晔
Chen Chang-ye

男 35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T exas , Aust in

袁仁峰
Yuan Ren-feng

男 38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CIT

张  璐
Zhang Lu

男 30 +华东师范大学 Johns Hopkins

刘  刚
Liu Gang

男 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IT

梁正荣
Liang Zheng-rong

男 25 +兰州大学 CCNY

唐三一
T ang San-yi

男 30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华新民
Hua Xin-min

男 3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吴季伟
Wu Ji-wei

男 23 +复旦大学 Indiana

钱松年
Qian Song-nian

男 30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Maryland

楼宇庆
Lou Yu-qing

男 21 +北方交通大学 Harvard

丁宏强
Ding Hong-qiang

男 26 +安徽大学 Columbia

金立平
Jin Li-ping

男 20 +浙江大学 Chicago

高永立
Gao Yong-li

男 26 +中南矿业学院 Purdue

091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汤  超
T ang Chao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郑小鹿
Zheng Xiao-lu

男 29 +北京大学 MIT

蔡  纬
Cai Wei

男 39 +清华大学 Houst on

周  琥
Zhou Hu

男 20 +华中工学院 UCSD

蔡嘉龄
Cai Jia-ling

男 32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New York

林光海
Lin Guang-hai

男 38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

Color ado

朱  淼
Zhu Miao

男 26 +北京大学 Color ado

华小明
Hua Xiao-ming

男 33 +中山大学 CCNY

郭  卫
Guo Wei

男 19 +兰州大学 New York

邱建伟
Qiu J ian-wei

男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吴晓伦
Wu Xiao-lun

男 24 +复旦大学 Cornell

虞蓉卿
Yu Rong-qing

男 23 +复旦大学 Pennsylvania

裘宗安
Qiu Zong-an

男 20 +郑州工学院 Chicago

王  江
Wang Jiang

男 21 +南京大学 Pennsylvania

方祖云
Fang Zu-yun

男 3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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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张希成
Zhang Xi-cheng

男 24 +北京大学 Brown

陈建国
Chen Jian-guo

男 25 +北方交通大学 Illinois

程浙明
Cheng Zhe-ming

男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高  宏
Gao H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Duke

胡宇明
Hu Yu-ming

男 21 +南京大学 UCL A

潘力文
Pan Li-wen

女 25 +北京师范大学 Johns Hopkins

章启明
Zhang Qi-ming

男 23 +南京大学 Penn. St ate

牛  谦
Niu Qian

男 22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蔡永明
Cai Yong-ming

男 33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Pennsylvania

何红星
He Hong-xing

男 35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朱晓东
Zhu Xiao-dong

男 21 +上海交通大学 Purdue

沈  群
Shen Qun

男 21 +北京大学 Purdue

赵  平
Zhao Ping

男 24 +北京大学 Yale

陈  吟
Chen Yin

男 24 +兰州大学 Iowa St ate

陈  泉
Chen Quan

男 39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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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杨永年
Yang Yong-nian

男 36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

Pitt sburgh

邓  华
Deng Hua

男 27 +清华大学 CUNY

汤雷翰
T ang Lei-ha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arnegie-Mellon

尹儒英
Yin Ru-ying

男 38 +四川大学 Pitt sburgh

林海青
Lin Hai-qi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何  雄
He Xong

男 37 +八机部 Syracuse

林民跃
Lin Min-yao

男 22 +复旦大学 CUNY

谢爱华
Xie Ai-hua

女 20 +浙江大学 Carnegie-Mellon

吕  丹
LüDan

男 20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何礼熊
He Li-xiong

男 36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Oregon

盖  炜
Gai Wei

男 19 +兰州大学 Illinois Inst

朱  刚
Zhu Gang

男 39 +兰州大学 Pitt sburgh

李  明
Li Mi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ashington

张兴国
Zhang Xing-guo

男 36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

Penn. St ate

李  正
Li Zheng

男 22 +北京大学 Penn. St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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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崔胜亭
Cui Sheng-ting

男 2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tevens Inst .

邵仁�
Shao Ren-fan

男 36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Stevens Inst .

王  宁
Wang Ning

男 34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

Purdue

杨德平
Yang De-ping

男 24 +南京大学 Connect icut

钱治碇
Qian Zhi-ding

男 39 +上海冶金研究所 Virginia

魏苏淮
Wei Su-huai

男 23 +复旦大学 William-Mar y

曹宗建
Cao Zong-jian

男 35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Indiana

周  晨
Zhou Chen

男 26 +复旦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李立峰
Li Li-feng

男 23 +哈尔滨工业大学 Arizona

宋  燕
Song Yan

女 37 +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

Minnesota

吕伏龙
LüFu-long

男 40 +西北大学 Rut gers

胡少萍
Hu Shao-ping

女 19 +北京大学 Purdue

肖  钢
Xiao Gang

男 21 +南京大学 Johns Hopkins

王尧荣
Wang Yao-r ong

男 24 +上海交通大学 Purdue

张  强
Zhang Qiang

男 25 +复旦大学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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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胡  越
Hu Yue

女 19 +北京大学 Cornell

金海涌
Jin Hai-yong

男 22 +浙江大学 CCNY

韩家亮
Han Jia-liang

男 27 +中南矿冶学院 Duke

张  潮
Zhang Chao

男 25 +华东师范大学 CUNY

金龙焕
Jin Long-huan

男 34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

Pitt sburgh

顾友谅
Gu You -liang

男 35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Purdue

黄进初
Huang Jin-chu

男 37 +同济大学 New York

马提则
Ma T i-ze

男 25 +南京大学 Iowa

崔洪亮
Cui Hong-liang

男 24 +长春光机学院 Stevens Inst .

李  瀛
Li Ying

女 21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张  洁
Zhang Jie

男 23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Utah

周孜冶
Zhou Zi-ye

男 20 +南京大学 Purdue

张奇伟
Zhang Qi-wei

男 2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陈出新
Chen Chu -xin

男 23 +南京大学 Arizona

江红星
Jiang Hong-xing

男 23 +复旦大学 Syra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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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沈光甫
Shen Guang-fu

男 33 +复旦大学 New York

夏克青
Xia Ke-qing

男 23 +兰州大学 Pitt sburgh

胡  泊
Hu Po

男 29 +中山大学 Houst on

徐教林
Xu Jiao-lin

男 40 +北京航空学院 Georgia

何  宇
He Yu

女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Ohio St ate

林乃国
Lin Nai-guo

男 35 +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

Minnesota

漆纳丁
Qi Na-ding

男 36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olor ado

张化一
Zhang Hua-yi

男 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张鸿麟
Zhang Hong-lin

男 37 +三机部 Penn. St ate

章杨忠
Zhang Yang-zhong

男 39 +西南物理研究所 T exas , Aust in

郭  鸿
Guo Hong

男 25 +四川师范学院 Pitt sburgh

顾晓悦
Gu Xiao-yue

女 35 +复旦大学 Bost on College

陈  星
Chen Xing

男 24 +武汉大学 MIT

蔡  青
Cai Qing

男 24 +南京大学 Montana St at e

龚兆新
Gong Zhao-xin

男 26 +吉林大学 Rut 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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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孙国政
Sun Guo-zheng

男 35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Iowa

陈牛牛
Chen Niu-niu

男 21 +北京师范大学 Virginia

马思丰
Ma Si-feng

男 25 +复旦大学 Stevens Inst .

袁绥华
Yuan Sui-hua

男 36 +西安交通大学 Ohio St ate

姜学沛
Jiang Xue-pei

男 34 +上海冶金研究所 Penn. St ate

梁意高
Liang Yi-gao

男 20 +南京师范学院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陈东敏
Chen Dong-min

男 23 +山东大学 C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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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第二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文小刚
Wen Xiao-g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rincet on

干 政
Gan Zheng

男 1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rincet on

李源民
L i Yuan -min

男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arvard
( Applied)

陈开友
Chen Kai-you

男 21 ,北京大学 Columbia

吴 彦
Wu Ya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er keley

张绳百
Zhang Sheng-bai

男 26 ,吉林大学 Ber keley

白玉生
Bai Yu-sheng

男 27 ,浙江大学 Harvard

薛维革
Xue Wei-ge

男 21 ,北京大学 MIT

谢 明
Xie Ming

男 22 ,武汉大学 Stanford

褚汉友
Zhu Han-you

男 25 ,华中工学院 Illinois

高建平
Gao Jian-ping

男 27 ,浙江大学 Brown

杨 颉
Yang J ie

男 25 ,南京大学 Princet on

于大海
Yu Da-hai

男 20 ,北京大学 Princet on

肖跃明
Xiao Yue-ming

男 23 ,复旦大学 MIT

891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冯季渝
Feng J i-yu

男 24 +清华大学 CIT

匡宇南
Kuang Yu-nan

男 19 +武汉大学 Yale

赖肇伟
Lai Zhao-wei

男 20 +浙江大学 Chicago

严永欣
Yan Yong-xi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T

王学森
Wang Xue-sen

男 20 +复旦大学 Maryland

邵志峰
Shao Zhi-feng

男 22 +南京大学 Chicago

梁守丹
Liang Shou-dan

男 20 +北京大学 Chicago

杨超平
Yang Chao-p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arnegic-Mellon

庞  阳
Pang Yang

男 18 +复旦大学 Columbia

张晓鹤
Zhang Xiao-he

男 23 +浙江大学 C. I. T

汤也可
T ang Ye-ke

男 28 +复旦大学 Color ado

于  刚
Yu Gang

男 22 +武汉大学 Cornell

薛九枝
Xue Jiu-zhi

男 19 +兰州大学 Color ado

王学文
Wang Xue-wen

男 25 +复旦大学 Iowa St ate

曹  岳
Cao Yue

女 24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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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吴  煦
Wu Xu

男 32 +复旦大学 Rut gers

邓要兵
Deng Yao-b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nnect icut

高伯才
Gao Bo-cai

男 23 +南开大学 Ohio St ate

杨  斌
Yang Bin

男 23 +北京大学 UCSD

王建生
Wang Jian-sheng

男 21 +吉林大学 Carnegie-Mellon

崔津河
Cui Jing-he

男 25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黄良康
Huang Liang-kang

男 26 +南京大学 Johns Hopkins

胡小平
Hu Xiao-pi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倪本文
Ni Ben-wen

男 28 +南开大学 Yale

王  主
Wang Zhu

男 20 +南京大学 New York

卢健平
Lu Jian-pi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CNY

袁建杨
Yuan J ian-yang

男 22 +南京大学 Maryland

刘  江
Liu Jiang

男 24 +南开大学 Carnegie-Meller

李晓林
Li Xiao-lin

男 24 +武汉大学
Columbia
( Applied)

马延军
Ma Yan -ju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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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吴  谦
Wu Qian

男 21 +北京大学 Maryland

王十庆
Wang Shi-qing

男 22 +武汉大学 Chicago

高汝山
Gao Ru-shan

男 27 +浙江大学 Rice

刘惠春
Liu Hui-chun

男 21 +兰州大学 Pitt sburgh

沈杰锋
Shen Jie-feng

男 21 +武汉大学 Pitt sburgh

刘国强
Liu Guo-qiang

男 23 +南京大学 Pitt sburgh

刘维宁
Liu Wei-ning

男 19 +武汉大学 Rice

陆郝安
Lu Hao-an

男 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张增辉
Zhang Zheng-hui

男 20 +华东师范大学 Houst on

陈  韩
Chen Han

男 18 +兰州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姜秀广
Jiang Xiu-guang

男 20 +南开大学 Ohio St ate

左  明
Zuo Ming

男 22 +武汉大学 New York

钟健晖
Zhong Jian-hui

男 25 +南京大学 Brown

陈  韦
Chen Wei

男 24 +复旦大学 UC, Irvine

刘  欢
Liu Hua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10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朱一夫
Zhu Yi-fu

男 25 +兰州大学 Virginia

沈  勇
Shen Yong

男 19 +南京大学 Virginia

陆  宁
Lu Ning

男 20 +复旦大学 New York

李问天
Li Wen-tian

男 22 +北京大学 Columbia

裴世铀
Pei Shi-you

男 25 +复旦大学 Carnegie-Mellon

陈出新
Chen Chu -xin

男 25 +南京大学 Utah

程纪平
Chen Ji-ping

男 25 +北京大学 SUNY, Buffalo

谢心澄
Xie Xin-che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高  潮
Gao Chao

男 24 +兰州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陈征宇
Chen Zheng-yu

男 20 +复旦大学 Maryland

刘肇怀
Liu Zhao-huai

男 24 +中山大学 Utah

刘  迎
Liu Ying

男 20 +兰州大学 Carnegie-Mellon

王肃文
Wang Su-wen

男 22 +南京大学 Duke

林  �
Lin Hong

男 21 +北京大学 New York

范国友
Fan Guo-you

男 22 +武汉大学 Arizona Stat e

20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向清三
Xiang Qing-san

男 24 +北京师范大学 UC Irvine

殷  实
Yin Shi

男 20 +四川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冯元平
Feng Yuan-ping

男 24 +兰州大学 Illinois Inst .

楼  亮
Lou Liang

男 27 +复旦大学 Indiana

蒲以康
Pu Yi-k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T

王一成
Wang Yi-cheng

男 21 +浙江大学 William-Mar y

吴建群
Wu Jian-qun

男 22 +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刘  俊
Liu Jun

男 21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陈健生
Chen Jian-sheng

男 22 +北京大学 New York

彭征宇
Peng Zheng-yu

男 22 +北京大学 Carnegie-Mellon

黄岩民
Huang Yan-min

男 22 +北京大学
Pennsylvnia
Stat e

周志敏
Zhou Zhi-min

男 20 +复旦大学 Houst on

李湛明
Li Zhan-ming

男 19 +中山大学
Brit ish columbia
(加拿大)

严  立
Yan Li

男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陈  玮
Chen Wei

男 22 +南开大学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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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卢晓明
Lu Xiao-ming

男 25 +南京大学 Arizona Stat e

钟  放
Zhong Fang

男 24 +南京大学 Duke

吕  �
LüZhe

男 24 +武汉大学 New York

蔡  茅
Cai Mao

男 19 +南京大学 Kentucky

窦  群
Dou Qun

男 19 +北京大学 Iowa St ate

杨立友
Yang Li-you

男 20 +上海交通大学 Rut gers

张振宇
Zhang Zhen-yu

男 24 +武汉大学 Rut gers

钱晓文
Qian Xiao-wen

男 18 +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梅  凭
Mei Pin

女 25 +北京大学 Rut gers

骆洪德
Luo Hong-de

男 25 +郑州大学 Kentucky

潘  程
Pan Cheng

男 25 +北京大学 Virginia

朱晓荣
Zhu Xiao-rong

男 20 +南京大学 Utah

罗  红
Luo Hong

男 20 +南开大学 Purdue

唐文青
T ang Wen-qing

女 25 +华东师范大学 Michigan St at e

肖  敏
Xiao Min

男 22 +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40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盛擎光
Sheng Qing-guang

男 31 +复旦大学 Virginia

董洁林
Dong Jie-lin

女 22 +中山大学 Carnegie-Mellon

陈剑平
Chen Jian-p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李  强
Li Qiang

男 22 +武汉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陈沪东
Chen Hu-dong

男 25 +复旦大学
Dart mout h
College

严  东
Yan Dong

男 20 +南京大学
Brooklyn College
CUNY

宋  毅
Song Yi

男 24 +南京工学院 Ohio St ate

汪小武
Wang Xiao-wu

男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李惠生
Li Hui-sheng

男 28 +北京大学 Utah

阙伟明
Que Wei-ming

男 20 +南京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俞  楠
Yu Nan

男 21 +南京工学院 Arizona

杨邦毅
Yang Bang-yi

男 29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Penn. St ate

李  焱
Li Ya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ooklyn College
CCNY

吕  凡
LüFa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ice

陆  彬
Lu Bin

女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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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帅以国
Shuai Yi-guo

男 24 +武汉大学 Montana St at e

杨  强
Yang Qiang

男 20 +北京大学 Maryland

李  涌
Li Yong

男 21 +北京大学 MIT

何小刚
He Xiao-ga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awaii

杨明宏
Yang Ming-hong

男 20 +北京大学 Kent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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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第三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应志强
Ying Zhi-qiang

男 22 ,北京大学 Cor nell

陈永聪
Chen Yong-co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llinois

敖 平
Ao Ping

男 19 ,北京大学 Illinois

邹 舟
Zhou Zhou

男 19 ,北京大学 Princet on

文志敏
Wen Zhi-min

男 20 ,南开大学 Pennsylvania

马 宏
Ma Hong

男 20 ,复旦大学 CIT

肖国庆
Xiao Guo-qing

男 20 ,北京大学 Stanford

史安昌
Shi An-cang

男 23 ,复旦大学 Illinois

彭正伟
Peng Zheng-wei

男 19 ,北京大学 CIT

李可可
L i Ke-ke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lliniois

张 涛
Zhang T ao

女 20 ,北京大学 Stanford

陈 侃
Chen Ka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Ohio St ate

郝 �
Hao Xin

女 22 ,北京大学 MIT

吕 良
LüLiang

男 22 ,北京大学 Mar yland

70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徐佩蓉
Xu Pei-rong

女 19 +北京大学 Cornell

刘伟强
Liu Wei-qiang

男 22 +北京大学 UCSD

陈  亮
Chen L iang

男 20 +南开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范农强
Fan Nong-qiang

男 20 +复旦大学 Berkeley

郭  骏
Guo Jun

男 20 +浙江大学 Northwest er n

严  晓
Yan Xiao

男 23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

Pennsylvania

傅胜奇
Fu Sheng-qi

男 20 +武汉大学 Columbia

王  健
Wang Jian

男 22 +北京大学 Pennsylvania

吴  镭
Wu L ei

男 19 +北京大学 Chicago

高明沈
Gao Ming-shen

男 21 +北京大学 Columbia

樊一中
Fan Yi-zhong

男 27 +上海师范学院 Cincinnat i

邓越凡
Deng Yue-fan

男 20 +南开大学 Columbia

尹凤林
Yin Feng-lin

男 20 +南开大学
Columbia
( Applied)

欧阳峰
O Yang-feng

男 22 +复旦大学 Brandeis

傅国勇
Fu Guo-y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 Au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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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孟瑞斌
Mong Rui-bi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Oregon

张卫平
Zhang Wei-Ping

男 20 +北京大学 Pennsylvania

祝  泉
Zhu Qua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ice

伍仲信
Wu Zhong-xin

男 20 +清华大学 Yale

蔡云海
Cai Yun-hai

男 21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钱  宁
Qian Ning

男 20 +复旦大学 Johns Hopkins

陈  群
Chen Qun

男 20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Yale

张兴云
Zhang Xin-yun

男 22 +北京大学 UCSD

吕  玫
LüMei

女 20 +清华大学 Stanford

许  丹
Xu Dan

男 21 +清华大学 Cincinnat i

陶志超
T ao Zhi-chao

男 19 +武汉大学 Bost on College

宁小辉
Ning Xiao-hui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陈  哲
Chen Zhe

男 21 +复旦大学 CCNY

杜孟利
Du Mong-li

男 20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William-Mar y

李颖红
Li Ying-hong

男 22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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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罗明星
Luo Ming-xing

男 19 +北京大学 Pennsylvania

刘  森
Liu Sen

男 22 +清华大学 Brandeis

陈持平
Chen Chi-ping

男 20 +北京大学 Stevens Inst .

张裕宏
Zhang Yu-hong

男 21 +复旦大学 Houst on

张华中
Zhang Hua-zhong

男 21 +南开大学 Roches ter

冯一平
Feng Yi-ping

男 20 +清华大学 Penn. St ate

冯国富
Feng Guo-fu

男 26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庞  怡
Pang Yi

男 21 +复旦大学 Maryland

黄志宏
Huang Zhi-hong

男 20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Penn. St ate

靳国熙
Jin Guo-xi

男 20 +南开大学 Purdue

胡洪耀
Hu Hong-yao

男 20 +清华大学 Arizona

陈  旭
Chen Xu

男 19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李启明
LI Qi-ming

男 21 +吉林大学 Iowa St ate

蔡韶阳
Cai Shao-yang

男 20 +复旦大学 SUNY Albany

罗  静
Luo Jing

女 20 +南京大学 Brown

01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彭建良
Peng Jian-liang

男 20 +南京大学 SUNY Albany

刘  斌
Liu Bin

男 20 +北京大学 Johns Hopkins

何忠祥
He Zhong-xiang

男 19 +四川大学 Hawaii

耿朝强
Geng Chao-qiang

男 21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岑建敏
Chen Jian-min

男 22 +北京师范大学 Bost on College

陈昌华
Chen Chang-hua

男 20 +清华大学 Utah

余日赐
Yu Ri-ci

男 19 +山东大学 Hawaii

裴益川
Pei Yi-chuan

男 20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Johns Hopkins

杨志宇
Yang Zhi-yu

男 21 +复旦大学 Purdue

孙跃敏
Sun Yue-mi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 St ate

钱启德
Qian Qi-de

男 21 +复旦大学 Purdue

张自力
Zhang Zi-li

男 18 +山东大学 Johns Hopkins

阚啸波
Kan Xiao-bo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oust on

刘立忠
Liu Li-zhong

男 18 +北京大学 Pitt sburgh

文  新
Wen Xin

男 20 +北京大学 Brand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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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杨宇农
Yang Yu-nong

男 21 +北京大学 Maryland

林  海
Lin Hai

男 21 +北京大学 Rut gers

韩先明
Han Xian-ming

男 19 +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
机所

Color ado

范伟成
Fan Wei-cheng

男 26 +上海师范学院 Houst on

钱耀进
Qian Yao-jin

男 21 +复旦大学 Michigan St at e

陈子平
Chen Zi-ping

男 19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黄志军
Huang Zhi-jun

男 19 +北京大学 Houst on

张子平
Zhang Zi-ping

男 21 +北京大学 Purdue

孙永和
Sun Yong-he

男 19 +安徽大学 Utah

张晓光
Zhang Xiao-guang

男 18 +北京大学 Northernwes t

季向东
Ji Xiang-dong

男 20 +北京大学 Drexel

王  玲
Wang Ling

男 27 +清华大学 Pitt sburgh

陈  宇
Chen Yu

男 22 +吉林大学 Montana St at e

李晓宇
Li Xiao-yu

男 21 +北京大学 Duke

王力波
Wang Li-bo

男 19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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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颜迎东
Yan Ying-dong

男 20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Carnegie-Mellon

朱大鸣
Zhu Da-ming

男 26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

Michigan St at e

王忠林
Wang Zhong-lin

男 21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Arizona Stat e

王允愈
Wang Yun-yu

男 21 +复旦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王志强
Wang Zhi-qiang

男 21 +浙江大学 Ohio St ate

白  岗
Bai Gang

男 20 +清华大学 Syracause

陆志伟
Lu Zhi-wei

男 20 +南京大学 William-Mar y

丰意青
Feng Yi-qing

女 21 +复旦大学 SUNY Albany

祝  红
Zhu Hong

女 20 +复旦大学 Connect icut

端木  Duan Mu
震宇  Zhen Yu

男 21 +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机所

Montana St at e

梁  敢
Liang Gan

男 26 +北京大学 Rut gers

经天纬
Jing T ian-wei

男 21 +吉林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夏维柱
Xia Wei-zhu

男 21 +南开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吴鑫娣
Wu Xing-di

男 19 +复旦大学 Rut gers

陈宗华
Chen Zong-hua

男 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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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皮  洪
Pi Ho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St at e

黄汉丁
Huang Han-ding

男 20 +北京大学 Stevens Inst .

张洋凌
Zhang Yang-li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arnegie-Mellon

樊一兵
Fan Yi-bin

男 21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蒋一枫
Jiang Yi-feng

男 19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高以天
Gao Yi-tian

男 23 +南开大学
Queens College
CUNY

彭练矛
Peng L ian-m ao

男 20 +北京大学 Arizona Stat e

孙  毅
Sun Yi

女 21 +北京大学 New York

左福林
Zuo Fu-lin

男 20 +南京工学院 Ohio St ate

李  刚
Li Gang

男 22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Pitt sburgh

孙  严
Sun Yan

男 26 +浙江大学 Houst on

张继明
Zhang Ji-m ing

男 25 +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Kentucky

沈志勋
Shen Zhi-xun

男 20 +复旦大学 Rut gers

赵铁成
Zhao T ie-cheng

男 20 +南开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章  宏
Zhang Hong

男 20 +浙江大学 Bost o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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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第四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李兆平
L i Zhao-ping

女 19 ,复旦大学 CIT

叶焕春
Ye Huan-chun

男 19 ,北京大学 Ber keley

王 宁
Wang Ning

女 20 ,北京大学 Ber keley

阚 睿
Kan Rui

男 20 ,北京大学 Princet on

陈 巍
Chen W ei

男 20 ,复旦大学 Ber keley

江 凡
J iang Fan

男 21 ,北京大学 Illinois

黄 湖
Huang Hu

男 21 ,北京大学 Roches ter

吴晓毅
Wu Xiao-yi

男 21 ,复旦大学 Columbia

吴爱群
Wu Ai-qun

男 19 ,吉林大学 Columbia

何安明
He An-ming

女 21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黄焕忠
Huang Huan-zhong

男 20 ,复旦大学 MIT

陈晓东
Chen Xiao-dong

男 20 ,复旦大学 Ohio s tat e

仇 霞
Qiu Xia

女 20 ,南京大学 Pennsylvania

纪 泓
J i Hong

男 18 ,北京大学 Pennsylvania

51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周志翔
Zhou Zhi-xiang

男 21 +复旦大学 Yale

李  琦
Li Qi

男 21 +北京大学 Maryland

区泽宇
Ou Ze-yu

男 19 +北京大学 Roches ter

陈  旗
Chen Qi

男 20 +复旦大学 T exas , Aust in

富  强
Fu Qiang

男 21 +北京大学 Brown

洪  涛
Hong T ao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orthwest er n

姜礼强
Jiang L i-qiang

男 21 +北京大学
Queens College
CUNY

胡  晖
Hu Hui

男 21 +北京大学 Utah

睢智峰
Sui Zhi-feng

男 23 +复旦大学 Montana St at e

张宇恒
Zhang Yu-heng

男 20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邢国强
Xing Guo-qiang

男 20 +北京大学 Rice

张建之
Zhang Jian -zhi

男 21 +复旦大学 Yale

熊  泉
Xiong Quan

男 21 +清华大学 Brown

段陕林
Duan Shan-lin

男 19 +北京大学 Pitt sburgh

阮聚爱
Ruan Ju-ai

男 24 +山东大学 Pitt sburgh

61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鲁  勇
Lu Yo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Ohio St ate

王锡棣
Wang Xi-di

男 21 +吉林大学 UCSD

应书谦
Yin Shu-qian

男 20 +复旦大学 Washington

蒋力峰
Jiang L i-feng

男 24 +上海师范学院 Maryland

苏其昌
Su Qi-chang

男 21 +南开大学 Roches ter

陈西明
Chen Xi-m ing

男 21 +山东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费  翔
Fei Xiang

男 21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高家红
Gao Jia-ho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UNY Buffalo

江  源
Jiang Yuan

男 21 +北京大学 CCNY

应勤耘
Yin Qin-yun

男 22 +复旦大学 SUNY Buffalo

江智华
Jiang Zhi-hua

男 19 +吉林大学 Ohio St ate

周金宝
Zhou Jin-bao

男 21 +复旦大学 Rut gers

林树杰
Lin Shu-jie

男 19 +北京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黄卫东
Huang Wei-dong

男 20 +北京大学 Indiana

张  鹏
Zhang Peng

男 20 +中山大学 Vanderbilt

71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李允中
Li Yun -zhong

男 20 +北京大学 Purdue

周焕祥
Zhou Huan-xiang

男 18 +武汉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骆  丁
Luo Ding

男 19 +武汉大学 Color ado

陈  捷
Chen Jie

男 21 +北京大学
Virginia
Poiytechnic Ins t .

汪自强
Wang Zi-qiang

男 20 +清华大学 Columbia

柳  榕
Liu Rong

女 22 +复旦大学 Iowa St ate

丁玉洁
Ding Yu-jie

男 21 +吉林大学 Purdue

王向荣
Wang Xiang-rong

男 20 +武汉大学 Roches ter

安国中
An Guo-zhong

男 21 +武汉大学 Washington

谭正泉
T an Zheng-quan

男 20 +北京大学 Connect icut

张  毅
Zhang Yi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邱子强
Qiu Zi-qiang

男 21 +北京大学 Johns Hopkins

邓冬平
Deng Dong-ping

男 20 +浙江大学 Carnegie-Mellon

桑叶明
Sang Ye-mi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孙赞红
Sun Zan -hong

男 21 +复旦大学 Stanford

81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赵  勤
Zhao Qin

男 20 +上海交通大学 Purdue

林  峰
Lin Feng

男 21 +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
机所

CCNY

许瑞明
Xu Rui-ming

男 19 +浙江大学 Brandeis

杨登科
Yang Deng-ke

男 21 +清华大学 Hawaii

徐京伟
Xu Jing-wei

男 21 +北京大学 Purdue

马  青
Ma Qing

男 21 +浙江大学 Pitt sburgh

金  威
Jin Wei

男 20 +吉林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刘  毅
Liu Yi

男 20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陈端品
Chen Duan-pin

男 20 +浙江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李  宏
Li Hong

男 19 +武汉大学 Pitt sburgh

王  敬
Wang Jing

男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 ve

吴舒武
Wu Shu -wu

男 18 +浙江大学
Wiscons in-

Madison

旷  冶
Kuang Ye

男 20 +北京大学 Pitt sburgh

麻建杰
Ma Jian -jie

男 20 +武汉大学 Rice

陆  平
Lu Ping

男 19 +南京大学 Arizona Stat e

91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曾晓成
Zhen Xiao-cheng

男 21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王晓青
Wang Xiao-qing

男 21 +北京大学 Illinois Inst .

吕利民
LüL i-min

男 19 +郑州大学 Pitt sburgh

钱  强
Qian Qiang

男 21 +上海交通大学
Wiscons ion-

Madison

许鸿铭
Xu Hong-min

男 21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巫志飙
Wu Zhi-biao

男 21 +吉林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陈宇明
Chen Yu-m ing

男 20 +吉林大学 Michgan Stat e

范朝亮
Fan Chao-liang

男 21 +南京大学 SUNY Albany

徐志华
Xu Zhi-hua

男 20 +南京大学 Houst on St ate

许明德
Xu Ming-de

男 19 +南京大学 Montana St at e

侯  力
Hou L i

男 19 +吉林大学 Carnegie-Mellon

陶农建
T ao Nong-Jian

男 20 +安徽大学 Arizor a Stat e

周俊伟
Zhou Jun-we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刘  锋
Liu Fe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CNY

徐文约
Xu Wen-yue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tevens Inst .

02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甘哲宏
Gan Zhe-hong

男 19 +浙江大学 Utah

谢万芬
Xie W an-fen

男 18 +清华大学 Rice

刘书敦
Liu Shu-du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程爱兰
Cheng Ai-lan

女 20 +北京师范大学 Penn. St ate

朱  阳
Zhu Yang

女 21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张千帆
Zhang Qian-fan

男 19 +南京大学 Carnegie-Mellon

张  淮
Zhang Huai

男 22 +北京师范大学
Wiscons in-
Madison

黄亿韵
Huang Yi-yun

女 21 +南开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左建民
Zuo Jian-min

男 21 +南京大学 Arizona Stat e

陈  宜
Chen Yi

女 21 +北京大学 Michigan

罗立凡
Luo Li-fan

男 22 +清华大学 New York

朱小雄
Zhu Xiao-xiong

男 20 +复旦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周  斌
Zhou Bin

男 20 +武汉大学 Kentucky

马长林
Ma Chang-lin

男 21 +北京大学
Brit ish Columbia
(加拿大)

袁文波
Yuan W en-bo

女 20 +南京大学 Dre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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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高  波
Gao Bo

男 20 +浙江大学 Nebraska

慕新东
Mu Xin-dong

男 20 +北京大学 Oregon

孙道品
Sun Dao-pin

男 21 +中山大学 Oregon

周国平
Zhou Guo-ping

男 20 +复旦大学 Bost o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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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第五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冯 平
Feng P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arvard

林 宏
L in Hong

男 21 ,北京大学 Ber keley

段吉民
Duan Ji-mi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llinois

黄 明
Huang Ming

男 20 ,北京大学 Cor nell

叶长远
Ye Chang-yuan

男 20 ,复旦大学 MIT

汪林望
Wang Lin-wang

男 20 ,上海交通大学 Cor nell

邵 斌
Shao Bin

男 20 ,南京大学 Yale

顾向光
Gu Xiang-guang

女 21 ,复旦大学 CIT

汪晓红
Wang Xiao-hong

男 20 ,北京大学
Columbia
( Applied)

刘 枫
L iu Feng

男 19 ,北京大学 Illinois

李 强
L i Qi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 yland

徐一之
Xu Yi-zhi

男 22 ,复旦大学
Stanford
( Applied)

金 超
J in Chao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 nell

黄 虹
Huang Hong

男 20 ,清华大学 Columbia

32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杨仲侠
Yang Zhong-xia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 Aust in

夏晓光
Xia Xiao-gua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ale

陈  宏
Chen Hong

男 19 +南京大学 Columbia

方  严
Fang Yan

男 20 +复旦大学 UCSD

李小健
LI Xiao-jia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郭进频
Guo Jin-ping

男 20 +北京大学 Penn. St ate

刘玉茗
Liu Yu -ming

女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俞晓弘
Yu Xiao-hong

男 21 +北京大学 William-Mar y

王小芳
Wang Xiao-fang

女 19 +南京大学 Columbia

钱中山
Qian Zhong-sha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丁  建
Ding Jian

男 22 +北京大学 Brown

董大伟
Dong Da-wei

男 21 +北京大学 CIT

林  玮
Lin Wei

男 21 +南京大学 Northwest er n

戴  瑾
Dai J in

男 19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刘亦心
Liu Yi-xin

男 20 +南开大学 New York

42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李  浩
Li Hao

男 20 +北京大学 New York

何三雄
He San-xio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orthwest er n

朱志庆
Zhu Zhi-qing

男 19 +南京大学 Connect icut

成  朋
Cheng peng

男 20 +北京大学 Stanford

张曙丰
Zhang Shu-fe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金家华
Jin Jia -hua

男 19 +南京大学 Penn. St ate

黄孝培
Huang Xiao-pei

男 21 +北京大学 UCSD

吴晓忠
Wu Xiao-zh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niv. of Chicago

王今朝
Wang Jin-zhao

男 21 +华东师范大学 T exas A & M

张贵华
Zhang Gui-hua

男 18 +复旦大学 New York

吕南姚
LüNan-yao

男 21 +南京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汤  平
T ang Ping

男 19 +复旦大学 Washington

赵  阳
Zhao Yang

男 22 +北京大学 New York

杨于民
Yang Yu-m in

男 21 +复旦大学 UCSD

皮  波
Pi Bo

男 19 +复旦大学 Michigan St 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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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江风岩
Gang Feng-yan

男 20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李  勤
Li Qin

男 20 +复旦大学 Washington

吴志强
Wu Zhi-qia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刘海英
Liu Hai-ying

男 21 +吉林大学 Minnesota

李贺生
Li He-sheng

男 21 +北京大学 Color ado

陈  话
Chen Hua

男 21 +北京大学 Utah

谭雪青
T an Xue-qing

男 21 +北京大学 Pitt sburgh

徐荒尖
Xu Huang-jia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it ish Columbia

王青楠
Wang Qing-nan

男 20 +北京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王才艺
Wang Cai-yi

男 20 +华东师范大学
Hunt er College
CUNY

邓勋明
Deng Xun-m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胡  平
Hu Pi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万季春
Wan Ji-chun

男 22 +南京大学 Minnesota

沈立鸣
Shen Li-m ing

男 20 +复旦大学 Minnesota

姜  强
Jiang Qiang

男 21 +复旦大学 Rut gers

62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刘  津
Liu Ji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urdue

于  波
Yu Bo

男 21 +北京大学 Pitt sburgh

朱  帆
Zhu Fan

男 20 +武汉大学
Michigan St at e
Univ.

肖启凡
Xiao Qi-fan

男 22 +复旦大学 SUNY Albany

陈  建
Chen Jian

男 21 +南开大学 Rice

周  雨
Zhou Yu

男 17 +南开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魏  星
Wei Xing

男 21 +北京大学 Utah

卢  刚
Lu Gang

男 21 +北京大学 Iowa

陈启彪
Chen Qi-biao

男 21 +北京大学 Drexel

李永生
Li Yong-sheng

男 19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陈晓亮
Chen Xiao-liang

男 19 +武汉大学 T exas , Aust in

李  纯
Li Chun

男 21 +北京大学 Northwest er n

胡  捷
Hu Jie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andeis

丁一农
Ding Yi-nong

女 21 +吉林大学
Pennsylvania
Stat e

李  斌
Li Bin

男 21 +南京大学 New York

72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杨  铸
Yang Zhu

男 20 +北京大学 Brandeis

李伟雄
Li Wei-xiong

男 21 +复旦大学 Carnegie-Mellon

朱显州
Zhu Xian-zhou

男 18 +北京大学 Duke

雷  宁
Lei Ning

男 22 +复旦大学 Rut gers

王慧文
Wang Hui-wen

男 21 +北京大学 Brooklyn CUNY

张志中
Zhang Zhi-zh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郭伟强
Guo Wei-qiang

男 20 +中山大学 Vanderbilt

江鸣亚
Jiang Ming-ya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sylvania

杨  桦
Yang Hua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张  侠
Zhang Xia

男 21 +北京大学 Rice

赵治平
Zhao Zhi-ping

女 20 +清华大学 Yale

魏  巍
Wei Wei

男 21 +上海交通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姜庆堂
Jiang Qing-t ang

男 21 +北京大学 Rut gers

于  放
Yu Fang

男 21 +北京大学 Minnesota

龚文光
Gong W en-gua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St at e

82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姜伟成
Jiang Wei-cheng

男 20 +中山大学 Vanderbilt

王之帼
Wang Zhi-guo

女 19 +武汉大学 New York

王念勤
Wang Nian-qi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silvania

周其陆
Zhou Qi-lu

男 21 +华东师范大学 Pitt sburgh

顾  春
Gu Chu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林  玮
Lin Wei

男 19 +清华大学 Indiana

胡晓天
Hu Xiao-t ian

男 20 +武汉大学 Drexel

林  辰
Lin Che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ice

于让尘
Yu Rang-chen

男 22 +北京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黎晓良
Li Xiao-liang

男 21 +复旦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庄志明
Zhuang Zhi-m ing

男 22 +南京大学 Color ado

张  俊
Zhang Jun

男 21 +复旦大学 UC Irvine

王  云
Wang Yun

女 20 +清华大学 Carnegie-Mellon

胡晓晖
Hu Xiao-hui

女 22 +清华大学 Pensylvania

922



1985 年第六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任 勇
Ren Yo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rincet on

陈冠华
Chen Guan-hua

男 20 ,复旦大学 CIT

王 菁
Wang Qing

男 20 ,复旦大学 Illinois

顾有松
Gu You-song

男 20 ,复旦大学 Illinois

肖旭东
Xiao Xu-do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er keley

朱 敬
Zhu Jing

男 17 ,复旦大学 Ber keley

王登峰
Wang Deng-feng

男 20 ,清华大学 Princet on

曾树祥
Zeng Shu-xia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llinois

张晓冬
Zhang Xiao-dong

男 21 ,清华大学 T exas , Aust in

温国忠
Wen Guo-zhong

男 21 ,南开大学 Illinois

何小东
He Xiao-do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 nell

刘风川
L iu Feng-chuan

男 20 ,南开大学 Washington

董志华
Dong Zhi-hua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徐海明
Xu Hai-ming

男 19 ,复旦大学 Rice

032



(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陈  伟
Chen Wei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own

李  斌
Li Bin

男 20 +北京大学 Maryland

范成刚
Fan Cheng-gang

男 21 +复旦大学 Color ado

陈文杰
Chen Wen-jie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岑人岳
Cen Ren-yue

男 20 +复旦大学 Pr inceton

曹建树
Cao Jian-shu

男 20 +浙江大学 Columbia

王力军
Wang Li-ju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oches ter

陈  健
Chen Jian

男 19 +武汉大学 T exas , Aust in

周苏闽
Zhou Su-mi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赵家林
Zhao Jia-lin

男 22 +武汉大学 Northwest er n

王维健
Wang Wei-jian

男 21 +北京大学 Roches ter

杨晓渝
Yang Xian-yu

女 21 +北京大学 UC Irvine

华  龙
Hua L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韩继宁
Han Ji-n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孟国武
Meng Guo-wu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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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王光宇
Wang Guang-yu

男 22 +北京大学 UCSD

黄育红
Huang Yu-hong

女 21 +清华大学 Stanford

吴  畏
Wu W ei

男 20 +复旦大学 New York

孔  元
Kong Yuan

男 21 +清华大学 CCNY

刘楚蘅
Liu Chu-he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杨  泽
Yang Ze

男 19 +武汉大学 New York

刘卫宏
Liu Wei-hong

男 20 +北京大学 New York

何  松
He S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顾石群
Gu Shi-qun

男 21 +南京大学 Utah

张朝阳
Zhang Zhao-yang

男 21 +清华大学 Columbia

石向东
Shi Xiang-dong

男 21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Pennsylvania

王  乙
Wang Yi

男 20 +复旦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朱  畅
Zhu Ch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鲍学军
Bao Xue-jun

男 21 +北京大学 Carnegie-Mellon

毛德根
Mao De-ge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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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杨永安
Yang Yong-a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江兆平
Jiang Zhao-ping

男 21 +北京大学 Iowa St ate

徐  力
Xu L i

男 20 +北京大学 CCNY

周  平
Zhou Ping

男 21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彭英才
Peng Ying-cai

男 21 +清华大学 Louis iana St ate

陈  东
Chen Do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 Applied)

赵晓峰
Zhao Xiao-feng

男 20 +浙江大学
Queens College
CUNY

伍昌鸿
Wu Chang-ho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胡斌斌
Hu Bin-bin

男 20 +北京师范大学
Columbia
Astronomy

李  宁
Li N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B

郑道晨
Zheng Dao-che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ut gers

郑  薇
Zheng Wei

女 23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所

Yale

钱蓉臻
Qian Rong-zhen

男 22 +复旦大学 Utah

斯其苗
Si Qi-miao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汝  平
Ru Ping

男 20 +复旦大学 Dre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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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周  波
Zhou Po

男 22 +中山大学 Minnesota

潘泽歧
Pan Ze-q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山林华
Shan Lin-hua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胡远征
Hu Yuan-zheng

男 20 +北京大学 Arizona

李  锋
Li Fe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谢  平
Xie Ping

男 22 +清华大学 Michigan

沈天翔
Shen T ian-xiang

男 21 +复旦大学 Rice

何  磊
He Lei

男 20 +复旦大学 Minnesota

李竹君
Li Zhu-jun

女 22 +南开大学
Virginia
Polyt echnic Inst .

王循理
Wang Xun-li

男 21 +北京大学 Iowa St ate

王耘
Wang Yun

男 20 +北京大学 New York

袁建中
Yuan J ian-zhong

男 23 +北京大学 SUNY Albany

张正之
Zhang Zheng-zhi

男 20 +北京大学 Pitt sburg

李锦陵
Li Jin-ling

男 20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所

Washington

施  嘉
Shi Jia

男 21 +复旦大学 UC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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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陈  红
Chen Hong

女 20 +复旦大学 Roches ter

黄晓舟
Huang Xiao-zhou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ourt hern
California

董承志
Dong Cheng-zhi

男 22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Rut gers

许力学
Xu L i-xue

男 23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

UC Irvine

曹育群
Cao Yu-qu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ooklyn CUNY

彭卫国
Peng Wei-guo

男 22 +清华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王  石
Wang Shi

男 20 +北京大学 Arizona

王  勇
Wang Y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 St ate

王  琛
Wang Che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Virginia

王善祥
Wang Shan-xi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owa St ate

卢  杨
Lu Y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itt sburgh

周  鹏
Zhou Peng

男 17 +北京大学 Oregon

王景东
Wang Jing-d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陈友君
Chen You-ju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nnesota

张  杰
Zhang Jie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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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洪  坡
Hong Po

男 20 +北京大学 Northwest er n

蔡志雄
Cai Zhi-xiong

男 22 +华东师范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吴小页
Wu Xiao-yè

男 22 +上海交通大学
Queens College
CUNY

李  强
Li Qia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owa St ate

沙伟坚
Sha Wei-jian

男 21 +中山大学 Roches ter

何剑辉
He Jian-hui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 St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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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第七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洪江涛
Hong Jiang-tao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IT

陈冰青
Chen Bing-qi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rincet on

陈宗健
Chen Zong-jian

男 20 ,复旦大学
Stanford
( Applied)

朱学军
Zhu Xue-ju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llinois

曹一斌
Cao Yi-bi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IT

肖晓东
Xiao Xiao-dong

男 20 ,南京大学 Columbia

卢征天
L u Zheng-t ia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eago

万春成
Wan Chun -che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sylvania

应学军
Ying Xue-ju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 yland

张燕军
Zhang Yan-jun

男 20 ,华东师范大学 Washington

李 渊
L i Yuan

男 22 ,清华大学 Princet on ( E E )

乐连平
L e Lian-ping

男 21 ,复旦大学 Columbia

曾 辰
Zeng Che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 nell

吴旭东
Wu Xu-dong

男 22 ,北京大学 T exas , Au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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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涂予海
T u Yu-hai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邹兴宇
Zou Xing-yu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oches ter

盛  清
Sheng Qing

女 21 +北京大学 Cornell

董  辉
Dong Hui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席志刚
Xi Zhi-gang

男 23 +清华大学 Brandeis

王立伟
Wang Li-wei

男 22 +清华大学 Roches ter

车晓东
Che Xiao-dong

男 21 +复旦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巨能久
Ju Neng Jiu

男 21 +北京师范大学 New York

张大伟
Zhang Da-wei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L A

龚敏芳
Gong Min-fang

女 21 +复旦大学 Connect icut

戴微�
Dai W ei-shen

女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温科红
Wei Ke-h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 Aust in

赵惠林
Zhao Hui-Li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L A

傅海鹰
Fu Hai-ying

男 19 +南京大学 Washington

俞  雷
Yu Lei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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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谭  勇
T an Y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ashington

张天明
Zhang T ian-ming

男 21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Washington

岳  宁
Yue Ni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ylvania

孙  凯
Sun Kai

男 20 +南开大学 Iowa St ate

尤  力
You L i

男 22 +南京大学 New York

陈永清
Chen Yong-q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黎晓珍
Li Xiao-Zhen

女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ashington

鲍得海
Bao De-Hai

男 20 +清华大学 Chicago

陈  东
Chen D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熊  鹏
Xiong Pe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 Brown

刘向明
Liu Xiang-ming

男 1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 Aust in

周  敢
Zhou Gan

男 20 +清华大学
Color ado
at Boulder

陈训明
Chen Xun-mi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andeis

曾  宁
Zeng N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Arizona

朱  强
Zhu Qia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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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王瑞伟
Wang Rui-we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唐子翔
T ang Zi-xia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nnesota

苏  悦
Su Yue

女 22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周  斐
Zhou Fei

男 22 +北京大学 New York

袁卫三
Yuan W ei-sa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崔  伟
Cui We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胡克忠
Hu Ke-zh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孙亚雄
Sun Ya-Xiong

男 22 +北京大学 Arizona

滕忠坚
T eng Zhong-Jian

男 19 +福建师范大学
Southern
California

蔡  勇
Cai Yong

男 21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吴佐国
Wu Zuo-guo

男 1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陈积东
Chen Ji-dong

男 22 +北京大学 New York

仲未青
Zhong Wei-qi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St at e

王铁飞
Wang T ie-fei

男 20 +复旦大学 Minnesota

李志云
Li Zhi-yun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or ado,
B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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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宋凌峰
Song L ing-feng

男 21 +北京大学 Pennylvania

熊山卉
Xion Shan-hui

女 22 +北京大学 Northwest er n

欧阳  Ou Yang
劲松  Jin -song

男 21 +南开大学
Color ado,
Bounlder

强  皓
Qiang Hao

男 22 +上海交通大学
Brooklyn College
of CUNY

李  叶
Li Ye

男 21 +清华大学 Rut gers

王  平
Wang Ping

男 21 +北京大学 Penn. St ate

朱其富
Zhu Qi-fu

男 21 +武汉大学 Michigan St at e

杨  松
Yang Song

男 20 +北京大学 Cornegie-Mellon

陈展亮
Chen Zhan -liang

男 18 +北京大学 Iowa St ate

鲁贤平
Lu Xian-ping

男 20 +复旦大学
Color ade,

Boulder

张俊清
Zhang Jun-qing

男 20 +南开大学 Florida

赵欣欣
Zhao Xin -xin

男 20 +复旦大学 Rice

叶  军
Ye Jun

男 20 +复旦大学 Iowa St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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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第八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陈洛祁
Chen L uo-qi

男 17 ,复旦大学 Princet on

朱 俊
Zhu Ju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tanfood
( Applied)

戴 强
Dai Qia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tanford

朱长虹
Zhu Chang-ho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徐 行
Xu Hang

男 22 ,北京大学 Harvard

赖 东
L ai Do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 nell

毛淑德
Mao Shu-de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rincet on,

Astr onomy

吕 明
L u Mi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ost on

刘远明
L iu Yuan-ming

男 21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郑新苓
Zheng Xin-ling

男 21 ,北京大学 Illinois

黄 河
Huang He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rincet on ( E E )

王福强
Wang Fu-qia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罗 山
L uo Sha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 Aust in

张海云
Zhang Hai-yun

男 21 ,北京大学 Cor negie-Me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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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赵  阳
Zhao Yang

男 21 +浙江大学 UCSD

盛  佳
Sheng J ia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唐  海
T ang Ha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刘向阳
Liu Xiang-ya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吴秋文
Wu Qiu -we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吴卫东
Wu W ei-d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赵红胜
Zhao Hong-she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韦  丹
Wei Dan

女 20 +北京大学 UCSD

钱  筠
Qian Jun

男 19 +复旦大学 Roches ter

是瑞方
Shi Rui-fa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enn.

王宁军
Wang Nin-jun

男 21 +复旦大学 Roches ter

陈世杰
Chen Shi-jie

男 22 +浙江大学 UCSD

任  海
Ren Hai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梁屹铭
Liang Yi-mi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霍  焱
Huo Yan

男 19 +复旦大学 U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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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毛有斌
Mao You-bing

男 19 +复旦大学 New York

唐建新
T ang Jian-xin

男 21 +北京大学 Brandeis

陈文良
Chen Wen-liang

男 20 +复旦大学 Yale ( Applied)

陈  敬
Chen Jing

男 21 +北京大学 Maryland

杜云松
Du Yun -s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owa

张世伟
Zhang Shi-we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nell

姜伟东
Jiang Wei-d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ashington

李永鸿
Li Yong-hong

男 21 +复旦大学 New York

石  嵩
Shi So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it y College
of CUNY

张炳龙
Zhang Bing-long

男 23 +北京大学 Yale ( Applied)

罗  斌
Luo Bin

男 19 +浙江大学 Georgia

吕  宏
Lu Hong

男 21 +浙江大学 T exas A & M

刘  川
Liu Chuan

男 21 +北京大学 UCSD

王永强
Wang Yong-qiang

男 21 +南京大学
Color ado,

Boulder

贺宏伟
He Hong-we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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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王立顺
Wang Li-shu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orthwest er n

王  坚
Wang Jia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 Auts tin

徐晓勤
Xu Xiao-qin

男 21 +复旦大学 Jahns Hopkins

吴  英
Wu Ying

男 21 +北京大学 Duke

宋  �
Song Yang

女 21 +北京大学 Northwest er n

周  原
Zhou Yuan

男 22 +北京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杨  洁
Yang Jie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王金化
Wang Jin-hua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andeis

刘  涌
Liu Yong

男 19 +北京大学 New York

陈冠龙
Chen Guan-long

男 19 +复旦大学 Purdue

王金根
Wang Jin-gen

男 23 +北京大学 Iowa

郁新华
Yu Xin-hua

男 21 +北京大学 Michigan St at e

林新天
Lin Xin-tia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冷耀俭
Leng Yao-jian

男 22 +清华大学 Utah

蔡礼堂
Cai Li-t ang

男 21 +北京大学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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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陈洪奕
Chen Hong-yi

男 19 +复旦大学 T exas , Aust in

徐  昆
Xu Kun

男 21 +北京大学
Columbia,

As tronomy

孙国平
Sun Guo-ping

男 22 +复旦大学
Cit y College
of CUNY

邹晓勤
Zou Xiao-qing

女 20 +武汉大学 UCSD

郭  军
Guo Ju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潘  津
Pan Jing

男 20 +上海交通大学 Arizona Stat e

冯国顺
Feng Guo-shun

男 23 +南开大学 UC Irvine

黄明勋
Huang Ming-xun

男 22 +中山大学 Maryland

武克胜
Wu Ke-sheng

男 21 +南京大学
Wiscons in-

Milwaukee

牛立成
Niu L i-cheng

男 24 +清华大学 Chicago

叶  菲
Ye Fei

男 21 +复旦大学 Purdue

樊金国
Fan Jin-guo

男 21 +吉林大学 Minnesota

张振永
Zhang Zhen-yong

男 21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包国第
Bao Guo-di

男 21 +浙江大学 Ohio St ate

王  焱
Wang Ya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rookly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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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林丽仪
Lin Li-yi

女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oches ter

蒋文新
Jiang Wen-xin

男 20 +南京大学 Y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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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第九届经推荐出国的学生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杜 权
Du Qua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er keley

胡 越
Hu Yue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杨 昆
Yang Kun

男 21 ,复旦大学 Columbia

胡 臻
Hu Zhen

男 20 ,复旦大学 CIT

马正翔
Ma Zheng-xia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tanford

梁 骏
L iang Ju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r nell

陈林元
Chen L in-yua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llinois

郭稚安
Guo Zhi-an

男 22 ,北京大学 Harvard

陈光青
Chen Guang-qing

男 21 ,北京大学 CIT

曹 宇
Cao Yu

男 1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IT

林 钢
L in Ga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周 飞
Zhou Fei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Ar izona

陈卫东
Chen W ei-do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t ah

李勇军
L i Yong-jun

男 21 ,北京大学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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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肖  宏
Xiao Hong

男 21 +复旦大学 Berkeley

施向东
Shi Xiang-dong

男 20 +北京大学 Chicago

张瑞田
Zhang Rui-t ia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arnegie Mellon

杨  勃
Yang Bo

男 19 +清华大学 UCSD

刘  怡
Liu Yi

男 20 +复旦大学 Columbia

胡根泽
Hu Geng-zhe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owa

朱德才
Zhu De-ca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olumbia

钱永忠
Qian Yong-zho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杨大峰
Yang Da-feng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ale

徐志伟
Xu Zhi-wei

男 18 +北京大学 Roches ter

杨永宏
Yang Yong-hong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刘冬子
Liu Dong-zi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aryland

张东辉
Zhang Dong-hui

男 21 +复旦大学 New York

张为民
Zhang Wei-min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章文莉
Zhang Wen-li

女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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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朱学根
Zhu Xue-gen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邵剑锋
Shao Jian-fe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 exas A & M

谢  伟
Xie W ei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ort hen Califor -
nia

刘挺军
Liu T ing-jun

男 20 +北京大学 Virginia

吕忠林
LüZhong-li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严立新
Yan Li-xin

男 22 +复旦大学 New York

常晓燕
Chang Xiao-yan

女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张路群
Zhang Lu-qun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李  �
Li Yu

男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ew York

刘  力
Liu Li

男 21 +北京大学 Chicago

温  瀚
Wen Han

男 20 +北京大学 Maryland

查宇遥
Zha Yu-yao

女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王劲松
Wang Jin-song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施  忠
Shi Zhong

男 20 +复旦大学 New York

孙卫东
Sun Wei-dong

男 19 +复旦大学 Brookly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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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夏  斌
Xia Bin

男 22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顾铁儿
Gu T ie-er

男 20 +复旦大学 Penn. St ate

翟成兴
Zhai Cheng-xing

男 20 +北京大学 Washington

张佳伟
Zhang Jia-wei

男 18 +复旦大学 Virginia

谢维泽
Xie W ei-ze

男 20 +北京大学 Purdue

李闻硕
Li Wen-shuo

男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龚承乾
Gong Cheng-qian

男 21 +复旦大学 Duke

刘  庆
Liu Qing

女 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nnesota

王  洋
Wang Ya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higan St at e

戴宏杰
Dai Hong-jie

男 22 +清华大学 Columbia ( App)

宓  群
Mi qun

男 21 +复旦大学 Pr inceton ( E E)

王晓中
Wang Xiao-zh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Northnest em

王信东
Wang Xing-dong

男 21 +北京大学 Iowa St ate

匡二家
Kuang Er -jia

男 20 +北京大学 UC Irvine

许春辉
Xu Chun-hui

男 21 +复旦大学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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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国内所在单位 美国所在学校

邓  非
Deng Fei

男 20 +复旦大学 Michigan St at e

王辅明
Wang Fu-m ing

男 22 +吉林大学 Washington

江  彤
Jiang T ong

男 20 +武汉大学 Northwest er n

张  忠
Zhang Zhong

男 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nnest ot a

王栩菁
Wang Xu-jing

女 22 +南开大学 T exas A & M

骆小春
Luo Xiao chun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cago

孙振宇
Sun Zhen-yu

男 20 +复旦大学 Cornegie-Mellon

蔡天武
Cai T ian-wu

男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oches tor

何继忠
He Ji-zhong

男 21 +北京大学 Ohio St ate

姜霁东
Jiang Ji-dong

男 19 +浙江大学 Ohio St ate

刘伟文
Liu Wei-wen

男 21 +北京大学 Yale

柯  庆
Ke Qing

男 22 +复旦大学 Roches tor

臧  军
Zang Jun

男 21 +复旦大学 Brooklyn College

王  峰
Wang Feng

男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nnesota

宋红江
Song Hong-jiang

男 26 +云南大学 Arizona St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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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总结



CUSPE A 十年

1988—1989 年度考取 CU SPEA 的学生, 现已都在美国的一

些大学里安排就绪。为中国培养一代物理学家这一极其特殊的篇

章, 至此全部结束。

1979 年, CU SP EA 项目开始选送了两批学生共 18 人赴美学

习。这两次遴选是 CU SPEA 项目的雏型。受这两次成功经验的鼓

舞, 我在 1980 年展开了这个项目的全面招生计划, 到目前为止,

CU SPEA 学生共计有 915 人。参加 CU SPEA 的考生, 大多数是通

过客观性竞争考试预选出来的各大学毕业班的学生。由于中国政

府和各大学的大力协助, 以及美国一些大学的热情支持, 尽管

CU SPEA 项目和中美两国的常规选派与招生方式截然不同, 十年

来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

现在回顾一下当时全面实施 CU SPEA 计划的情况或许是很

有意义的事。1980 年 2 月 1 日我向 53 所美国大学物理系发出过

一封信, 信上说:

“现特函商贵系参加为选录中国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制定入学

标准的工作。如您所知, 中国尚未开始执行 GRE 考试, 而大量中

国学生愿来美国学习, 无疑到明年人数还会增加。在这方面, 哥伦

比亚大学物理系已采取了一项临时性的招生措施, 结果证明相当

成功。如这项措施在美国大学里通用, 可能也会比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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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采用的方法是自己命题, 程度相当于研究生第一年的资

格考试。⋯⋯

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令人相信, 在中国执行 GRE 考试之

前, 我所谈的考试方法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参加今年秋季

CU SPEA 考试的学生, 将来自 1977 年中国恢复了正规的高校四

年制教育以来的首届毕业班。鉴于这一重要事实, 我们深感我们物

理系不应是惟一的能招收到中国高才生的单位。”

当时提出的该项方案原是临时性的, 实际执行的期限比最初

的设想要长得多。几年前中国开始了 GRE 和 T OEFL 两种考试。

而且, 过去十年里, 在中、美两国, 个人间与院校间的联系已大量建

立起来。很自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现在应该与其他外国学生

办理同样的申请赴美入学手续。

诚然, 由于 CU SPEA 所取得的成功, 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这个

项目能继续为社会服务。但 CU SPEA 与中、美两国的常规招生方

式均截然不同, 使之延续进行, 确需精心减少差异。最近几年, 虽做

过多方努力试图对这个项目加以调整, 以期在 1989 年后仍能继

续, 遗憾的是, 始终未能奏效。

回顾以往, 我不禁想到 CU SP EA 项目与众不同的一些情况。

有些已是众所周知, 有些则不尽然。从美国方面说来, 我们看到了

美国一些大学的热情相助, 为了使来自远方的异常优秀的学生入

学, 他们自愿放弃正规的招生方式。同时历年负责 CU SPEA 面试

的教授们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

工作使参加招生的学校准确地了解到学生的情况。不仅如此, 他们

每个人在面试中还特别注意考查了考生的个性特点。在中国方面,

通过邓小平主席, 方毅① 副主席, 严济慈副委员长, 以及黄辛白先

生和吴塘先生, 我们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和中国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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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 从而持续长达十年之久。在这一期间, 中国正经历着迅速

的变革, CU SPEA 项目仍得以按计划顺利地进行, 这是很可贵的。

我个人认为, 还应值得提及的是参加阅卷工作的中国物理学家们。

每年在王竹溪①、马大猷②、沈克琦③ 和赵凯华④ 教授的带领下, 六

十多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了阅卷工作, 考生就是由他们培养出来

的。为了选拔最优秀的年轻人才使之得到国外很好的深造机会, 尽

管这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学校有可能流失人才, 他们对 CU SPEA 项

目始终如一给予无私帮助的精神是真正了不起的。这一点, 会永远

证实物理学家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

CU SPEA 学生的确代表了中国知识青年的精华, 在全美国物

理学界的帮助下, 他们受到了第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在今后的

十年或二十年, 这些 CU SPEA 学者的贡献无疑将不仅对中国科学

事业的发展, 而且对国际物理学的发展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我

们祝愿他们成功, 并期待着这一独特项目的丰硕成果。

1989 年 3 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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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猷 , 曾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王竹溪 ,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



回顾与展望

十年前, 在我国改革和开放的大潮中, 政府决定打开向西方国

家派遣留学生的门。当时派遣的渠道还不通, 有待于探索, 出国留

学人员的英语基础也有待于提高。就在这样的形势下, 李政道教授

创议举办 CU SPEA 项目, 为中国培养一批物理人才。当时, 中国如

何从报考中选拔派遣优秀的大学生出国?美国的大学如何接受?经

费待遇如何解决以及如何管理? 等等, 都没有现成的办法和制度,

而且有些还需要突破两国的已有做法。这种种方面的问题, 无一不

是靠李政道先生通过在哥伦比亚大学试点取得经验, 并与中国教

育部、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的有关院校多次商量后, 终于开辟了这条

畅通的路子。“得道多助”, 这个中美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 得到了

中美各方面许许多多人的支持, 中国的青年学生勤奋学习积极报

考。于是, 考选、接收、经费和管理等等, 逐步形成可行的制度。

这个项目执行了十年, 现在即将顺利完成。在这里, 我们要多

多感谢中美各有关单位和大学的学者专家们的参与和努力。李先

生的创议和对这一项目自始至终亲自推动实施, 更是感人至深, 令

人难忘。他从中国的四化建设需要出发, 从物理科学的发展出发,

下决心在为中国培养新一代物理学家方面尽一分心力; 他仔细地

调查研究中美双方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许多创新的办法, 以沟通中

美两国进行交流的渠道; 他亲自负责 CU SPEA 项目在美国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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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各种组织联系工作, 诸如与各校协商接收学生事宜, 了解留

学生到校后的安置情况, 帮助处理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有时还

亲自找留学生座谈; 他考虑到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如何找到合适的

岗位, 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又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所有

这些, 李先生花费的心血是很可观的。据我了解, 在这个项目的执

行过程中, 有一段时间, 几乎每天要占用李先生的一小半时间。十

年过去了, 回顾我们与李先生所共同从事的这个项目, 留下了许许

多多十分美好的回忆。

现在, 第九届 CU SPEA 留学生的派遣即将完成, 虽然目前我

们还远远不能看到 CU SPEA 项目的全部成效, 但是我想, 我们已

经可以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其一, 大批物理学人才正在优越的条

件下接受着严谨而良好的培养, 未来的物理学界精英, 必将会出现

在中华民族之中, 今天我们已初步看到一些可喜的成果; 其二, 这

一项目的推出与实施, 促进了中美高等教育和科学界——特别是

物理科学界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其三, 交流了中美高等学校物理教

学的情况, 推动了我国物理学科的教学改革。

通过 CU SPEA 项目的实施, 我们将可以预见中美高等教育界

交流合作的未来。我深信, 中美之间, 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

式的而且更加有效的合作交流阶段必将会到来。CU SPEA 项目的

精神和做法, 今后也许还会出现在类似的交流项目之中。我们通过

CU SPEA 项目派出的留学生, 对祖国四化事业的贡献, 对世界科

学事业的贡献, 必将会一天天显示出来!

198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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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总结

基 本 情 况

CU SPEA 项目 1980 年建立, 1988 年是最后一期, 前后举办了

九期, 共有 897 名学生经推荐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再加上 1979 年

两次试点性考试选取的 18 人, 通过这个项目派出的留学生总计有

915 人。

这些学生, 分布在美国一些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中学习。据统

计, 在美国物理学方面名列前 30 名的大学( 如: 哈佛大学、加州理

工学院、康乃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

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乌班纳伊

利诺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等) 学习的学生, 占总人数的 56% , 在

名列前 50 名大学学习的学生, 占了总人数的 80% 。他们在学习中

可以接触到国际上一流的物理学教授, 活跃在物理学中最引人注

目的各个领域。他们所从事研究的领域分布较宽, 既有基础性的物

理学的前沿学科, 也有属于应用基础的学科。总的说来, 符合我国

今后科技发展的需要。

前不久, 有位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曾向我国学者询问:

在国际物理刊物上为什么最近几年由中国学者署名发表的论文忽

然多起来了?这说明, 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 我国对外交流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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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从文献中也可看出, 包括这批 CU SPEA 学生在内的新生力

量正在成长, 且已开始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他们中的不少

人, 有机会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有些学生已在本学科崭露头

角, 引人注目。

这些学生, 到目前为止学成回国的还不多。据估计, 今后回国

服务的学生将会逐年增多。

历 史 回 顾

CU SPEA 项目,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78 年底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回顾当时的

情况, 由于十年动乱, 我国的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 科研水平

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很大,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人

员出现了很大的“断层”, 普遍感到青黄不接。因此, 扩大对外交流,

利用国外的条件, 培养一批适应国际科技发展形势的优秀人才, 就

成了当务之急。当然, 立足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 始终是

我们主要的根本途径, 但是选派一批有志青年到科技先进国家去

学习, 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这在当时来说, 尤为重要。

解放以后, 我们与西方长期很少交往, 科技教育界相互缺乏了解,

中美之间尤其如此。CU SPEA 项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为

了建立起我国与美国高等学校之间的正常交流, 于 1979 年酝酿试

点, 1980 年正式建立起来的。

CU SPEA 项目的倡导者, 是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这一创议, 得到了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完全赞

同, 并获得了国家教委( 教育部) 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十年

来, 在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的合作和领导下, 这个项目顺

利地实现了预定的计划目标。与 CU SPEA 项目密切相关的, 李政

道教授还积极倡导与促进了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 并创办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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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同时,

由于 CU SPEA 项目的影响, 中美之间还出现了生物化学、化学和

数学等学科的联合考试。它们的形式和规模都不尽相同, 但在各自

领域内, 为我国培养急需的高级人才, 为促进中美间的文化学术交

流, 都做出了贡献。

CU SPEA 项目在国内的工作, 是在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的

领导下进行的。日常工作, 委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具

体实施。每年的阅卷工作, 是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

山大学、吉林大学等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

研究生院的物理学家、英文教师共同承担的。王竹溪、马大猷、谈镐

生、沈克琦、赵凯华教授, 先后主持了历年的阅卷工作。根据考生的

考试成绩, 由以严济慈教授为主席, 钱三强、王�昌、王竹溪、黄昆、

马大猷、朱洪元、谈镐生、陈佳洱及各个有关高等学校的教授和国

家教委有关领导组成的 CU SPEA 委员会, 每年开会审查、确定名

单, 向美方推荐。从报考、阅卷到确定名单, 全部过程都由专家和专

业人员主持决定, 没有任何行政方面不恰当的干预, 严格公正, 杜

绝一切不正之风, 赢得了中美有关高等学校及我国青年学生的高

度信任。这是 CU SPEA 委员会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引以为荣和十分

自豪的。

初 步 评 估

CU SPEA 是我国近年来有组织有计划派遣留学生的一个重

大项目。它起步早, 时间长, 人数多, 影响大。一个学科有组织的派

出近千人, 这在我国派遣留学生史上是少有的。它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初步考虑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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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要从长期效应来估价 CUSPEA 的意义

CU SPEA 对我国科技和教育的影响, 我们认为是积极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积极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示出来。回顾我国派遣

留学生的历史, 人们熟悉的有: 早期东渡日本, 赴法勤工俭学, 以

及利用“中美庚款”、“中英庚款”基金留学欧美。所有这些, 对于我

国汲取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对于我国的革命成功,

对于吸收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国前后回国

的留学生、学者和后来的大批青年留学苏联、东欧, 对于我国发展

尖端技术和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建设,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现在, 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物理学界的各个热点上

学习和工作, 这对我们国家今后所产生的影响, 可能今天还难以做

出估计。如最近就有相当一部分 CU SPEA 学生转入超导研究, 有

的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即是一例。

2. 要充分估计物理学在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

用

物理学既属基础学科, 又与应用技术密切相连, 近代技术发展

史上的多次重大突破, 正是起源于物理学。如原子核结构的研究导

致了人类利用核能时代的到来; 半导体的研究和晶体管的出现带

动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 在 CU SPEA 学生中, 有

一部分人从事物理学发展前沿的研究, 而更多的人是在应用物理

领域工作, 有的学生还转入应用性更强的其他学科。尽管他们所从

事的研究可能与直接应用还有一定距离, 或者说与我国现在的技

术和生产发展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 从长远的观点看, 我们

要在下个世纪上半叶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 正需要这样的一批

人才。他们可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充分发挥作用, 在缩小我国科

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方面, 他

们将会做出关键性的重要贡献。一旦将来科学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我国就能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 而不致总是落在后面跟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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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跑。

3. 推动了教学改革, 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CU SPEA 的物理试题, 是由美国各著名大学的物理教授轮流

命题的。这些考题的内容十分丰富,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很有启

发。就具体题目而言, 它们不同程度地具有内容新颖、思路灵活、注

意物理思想、重视实际应用、方法简便等特点。而就整体而言, 则表

现为: 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物理学的原理并不仅仅停留于各种符

号的组合, 而是要会用它去描述实际生活和科学实践中各种各样

生动的问题, 并通过这样的考试去锻炼和考核学生解决这种问题

的能力。美国的物理教授把基本概念、基本技能训练始终贯穿于物

理性、实在性和现代性的特色之中, 给学生以新意。他们善于把物

理前沿的新成就与对学生基础知识的要求联系起来, 纳入试题之

中。因此, 尽管在各门物理课的讲授中, 我国与美国不论在内容上

还是在深度上相差并不大, 但是学生的实际收获却有较大的差别。

正因为如此, CU SPEA 项目的实行, 对国内的物理教学改革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校都根据各自的条件进行教学改革的

试验。有的成立了试验班, 在教材和教学内容上注意吸收了美国教

材和试题的优点; 有的学校计划出版一系列课程的教材; 有的开设

了新课或讲座, 这些已经初见成效。CU SPEA 考试实行之初, 学生

对数量级估计、实验描述之类的题目很不适应, 现在这种状况已有

所改变。

不少学校反映, CU SPEA 项目的实施, 把竞争机制引进了物

理系的教学活动。虽然每年选拔走的是一小批, 却带动了一大批。

这些年来, 物理系学生在学习上刻苦、顽强、勇于拼搏是前所未有

的。社会上虽不时有各种风刮到学校, 但对物理系的影响较小。复

旦的同志讲: 有人说物理系的学生是为了出国而拼搏。实际上本

校每年能考上 CU SPEA 的不过十多人, 而参加拼搏行列的却有一

百多人。经过三四年的拼搏, 学生较普遍地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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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独立工作能力得到了较好的训练。

当然, CU SPEA 考试对国内的教学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这

主要有:

( 1) 冲击了国内的本科教学计划, 为了适应 CU SPEA 考试,

必须把主要课程尽量往前安排, 因此, 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 2) 影响了国内招收研究生的计划, 而且越是条件较好的学

样, 考上 CU SPEA 项目留美的越多, 研究生招生受的影响越大。

我国的教育工作、留学生工作, 在不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政

策的深入实施, 经济形势的好转, 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完善, 目前

在留学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将会逐步得到解决。我们深信,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凝聚力的民族, 中国在现

代化建设中将会日益强大。十多年来出国学习的大批留学生, 包括

CU SPEA 这支近千人的队伍, 大家以后的主战场是在国内, 他们

必将会为祖国的进步和富强, 并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做出新的

贡献, 谱写出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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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 A 与中国物理教学

CU SPEA 项目的实行, 前后已经十年了。这是中美两国教育

界之间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合作与交流活动。这一项目实行的

直接后果, 就是有九百多名中国学生, 远涉重洋, 攻读博士学位。但

是, 其影响所及, 决非如此。就我国来说, 全国数十所大学, 数以百

计的教师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一工作, 数千名学生直接参加了

CU SPEA 考试, 我们在物理教学中的优点和缺点都得到了充分的

显示。这样, 就不得不使我们从教学内容乃至师生的治学方法作出

相应的调整, 改革自己的教学。这无疑将会对我国的物理教学产生

长远的影响。

我国的大学教育是成功的。CU SPEA 物理试题的水平, 大致

相当于美国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我国大学的高年级( 四年级制

大学的三、四年级) 学生, 能以优异成绩通过这一考试, 而且每年都

有一些学生的一两门课程获得满分或近于满分, 有时甚至多达一

二十人, 这些都是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考生的答卷来看, 不少考生

概念清晰, 思路简洁, 确实要比参考解答更为巧妙。CU SPEA 学生

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后, 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研究工作也十分出色,

备受美国大学教授们的赞扬。有些未参加 CU SPEA 计划的美国大

学, 对于未获推荐而成绩也比较好的 CU SPEA 落选考生也很愿意

予以录取。我国大学教育重视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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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学生的基础扎实, 作风严谨, 得到了举世公认。

但是, 通过 CU SPEA 考试也的确暴露出我国物理教学中的一

些弊端。重理论轻实验, 重数学演绎而对给予学生清晰的物理图象

注意不够, 不能紧密联系近代物理的最新成就而不断更新教学内

容, 这些都是我国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毛病。当然, 各校的严重

程度不尽相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有教师方面的

原因, 也有学生方面的原因; 有传统教育思想上的原因, 也有现实

的教学条件乃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客观原因。但是, 长期以

来, 只提倡一种教育模式, 从教学大纲到教材, 都统得过死, 也不能

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CU SPEA 项目实行以来, 使我们直接面对

着内容十分丰富新颖、风格迥异的美国试题。每年有几十所院校数

百名学生直接应试, 其影响既广且深, 这是在教学中参考几本外国

教材所不能比拟的。

物理实验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方面的试题每年都有, 考生也

作了针对性的准备, 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原因是实验方面的训练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决非短期突击所能奏效的。许多学生对于

历史上一些著名实验的原理、方法、结论及其意义了解得很不确

切, 对一些重要的常见实验也不很熟悉。不少同学习惯于在教师设

计好的条件下做实验, 遇到需要自己动手设计实验( 例如确定样品

大小, 选择仪器、创造理想的测试条件) 时就感到束手无策。1988

年普通物理试题中霍尔效应一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的同学

只能笼统地回答说样品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不能太长, 也不能

太短, 仪器要合适, 等等。

与此相关的是估算数量级。这也是 CU SPEA 试题中的一个特

点, 也正是我们在教和学中的一个弱点。根据物理原理, 通过简单

的计算, 正确地估算出有关物理量的数量级, 既是一种能力, 也是

一种思考方法。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 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目

前的教学内容, 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是一个缺陷, 应设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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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生往往有个习惯, 喜欢用系统的理论工具去处理问题。

这在一般情况下或许还是可行的, 但对于较灵活的题就不一定能

奏效。在考试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不少考生对试题给出的物理条

件不作具体分析就写出几个基本方程, 不得要领地作数学演绎, 洋

洋大篇, 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和学生在大学中所受的训练, 特

别是在“四大力学”课程中所受的训练不无关系。公理化的理论体

系, 与之配套的数学工具, 以及标准化的解题程式, 无疑是物理系

学生所应受到的严格训练的重要内容。但是, 如果学生不会对具体

物理问题作具体分析, 对于丰富多彩的物理世界缺乏了解, 恐怕应

该说是更大的欠缺。

CU SPEA 试题中, 有些问题从物理概念来分析并不复杂, 属

于已学过的范围。但是由于不少学生对背景不大熟悉, 例如有关流

体力学、波动、等离子体等方面的问题, 常常感到无从入手, 值得引

起我们重视。在教学中, 同一问题, 既可以把原始的物理问题提给

学生(包括辅以适当的提示与引导) , 也可以由教师把物理问题消

化或抽象成一定的数学模型交给学生。这两者应有一定的比例, 而

且随着学生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提高, 应该逐步提高前一种类型

问题的比例。但当前的现状是: 学生平时所做的习惯, 多属于( 甚

至全是)后一种类型的。这样他们在接触前一类问题时, 往往就会

不知所措。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循序渐进地增加前一类问题, 包括

涉及不止一门课程的综合问题。

我们的物理教学还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当然, 就物理学的

基本规律的内容而言, 多数是经典性的, 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但

是如何通过近代物理的最新成就, 去阐述物理学的基本规律, 加深

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理解, CU SPEA 试题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这首先要求提高教师的水平, 改变教师中教学与科研隔绝的状况。

教师应当努力从近代物理的最新成就中, 提炼出具有基本训练意

义的问题, 引导学生不断开拓视野, 在生动活泼的学习中获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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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

当然, 应当说明, 这些年来, 以 CU SPEA 项目的实行为契机,

各校都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不尽相同的改革, 教师们也都从

CU SPEA 试题中得到启发, 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上面提到

的这些缺陷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正处于克服的过程之中, 这从

历年考生对 CU SP EA 考试的适应情况的改善就可以看出。

当此 CU SPEA 项目结束之际, 我们认为, 认真地总结一下这

一阶段的工作, 从中得出一些结论, 对我们下一阶段的教学改革,

是不无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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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历年参加物理阅卷的教师名单

北京大学

   �赵凯华 4林宗涵 �齐 辉 �黄 � D张之翔 �虞宝珠

舒幼生 秦旦华 林纯镇 许祖华 张德华 陈熙谋

胡望雨 赵光达 吴惟敏 胡慧玲 仇韵清 朱生传

吴崇试 肖 佐 高崇寿 杨泽森 胡济民 张启仁

周治宁 刘福绥 汪厚基 濮祖荫 钟毓澍 何雪华

楚珏辉 赵志� 杨威生 夏宗炬 夏蒙棼 刘丽玲

陈天杰 丁浩刚 王正行 钟锡华 励子伟 朱允伦

张承福 朱世嘉 严隽珏 陶如玉 王兰萍 郑春开

唐子健 林 勤 龚旗煌 卢大海 梁秀慧 林庆新

陈怀琳 侯馥兴 程檀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葛荣寿 陈崇光 刘世祥 丁亦兵 李名复 姚德成

江书定 朱美芳 金尚宪 赵保恒 张先蔚 高人和

周邦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康寿万 朱如曾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吴济民 张宗烨 徐德之 冼鼎昌 刘宪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伍乃娟 韩宝善 赖武彦 王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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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林沛文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李沛滋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夏建白

清华大学

张泽渝 张申余 何成钧 朱嘉麟 张 玫 陈学俊

许崇桂 张孔时 徐 湛 朱胜江 弁绪成 尚仁成

陈 杰 易宇萍 邝宇平 秦明华 李师群 王诚泰

董文达 陈维蓉 邓景康

北京师范大学

孙 岳 曾贻伟 汪洁英 王永成 王若桢 史天一

唐伟国 梁竹健 林振金 秦光戎 姜 璐 赵 峥

徐婉棠 杜为民 张静江 杨百瑞 江凯戈 孟宪仁

刘汉朋 白守仁 田晓岑 胡 岗 任燕如 孙荣山

彭芳林 蔡维礼 裴纯礼 王亚非

复旦大学

陆全康 蔡怀新 苏汝铿 郑广恒 陶瑞宝 周世勋

王兆永 孙 鑫 王炎森 郑永令 蔡圣善 陈炽庆

李洪芳 汪荣泰 潘正瑛 孙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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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陈之江 唐贤民 李子元 程 路 丁大风 杨振清

李育民 刘嘉欣 区镜添 潘维济 马光群 杨宝胜

潘忠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白贵儒 强元� 孙宗杨 徐克尊 朱栋培 陈宏芳

王仁川 汪晓莲 阮图南 曹烈兆 金怀成 任尚元

杨保忠 秦宗烨 翁惠民 张正平 朱士尧 叶云秀

章世玲 汪克林 赵叔平 杜英磊 阮耀钟 贾荣谊

邓新元

南京大学

肖福康 陈世民 梁昆淼 徐 游 王国荣 秦国毅

徐龙道 杨桂林 缪 源 叶权书 邢定钰 高美娟

朱沛臣 庞锦忠 金 新 于祖荣 秦允豪 沙振舜

卢德馨 邓 华 李 俊 薛登平

吉林大学

王明达 朱诚久 吴缅曾 傅英凯

北京工业大学

谢曼琪 罗贤民 余祖誉

山东大学

秦自楷 杨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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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学院

刘雪成 韩辉翼

北京工业学院

陈志高 朱伯申

天津大学

万良风 林家逖

武汉大学

张俊生 杨振凡 张哲华 刘觉平

中山大学

关 洪 黄冠涛 周义昌 谢 沧

厦门大学

郑建安 陈书潮

四川大学

刘监周

浙江大学

蔡玉领 董绍静

兰州大学

辛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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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沈珊雄 宓子宏

西北大学

钟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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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 A 考试与我国的英语教学

回顾自 1980 年开始执行了九年的 CU SPEA 英语测试, 它的

特点是兼有客观性与主观性测试的内容, 较全面地考查了考生的

听、说、读、写的技能。因此录取了的考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一般较

好。能做到这一点, 要归功于 CU SPEA 考试的总设计师李政道教

授。他安排了由美方派人来面试, 直接考查了考生的口头表达能

力。他对笔试部分也提出过要强调考核考生的笔头表达能力的建

议。这是为了被录取的考生能较快地适应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并能

胜任助教工作。事实上, 具备一定的外语口笔头表达能力, 也是今

天我们对国内研究生的要求。

组织大规模的考试( 每年四五百人到七八百人) , 一般很难做

到对每个考生都进行面试。CU SPEA 考试采取的办法是在进行包

括了听、读、写的综合水平测试后, 对符合推荐条件的考生进行面

试, 以便使接受考生的学校了解考生的英语水平, 合理地安排他们

在美国第一学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

CU SPEA 的英语综合水平试卷, 在听力部分一直包括了听

写。写作部分则由开始时的翻译逐渐改进为作文。从 1983 年起这

份试卷的项目及形式就完全固定下来了。内容分四大项: 听力, 结

构, 阅读理解 (包括词汇) 与写作, 这种含有主观性考核方式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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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确实给阅卷工作带来困难, 但我们仍认为这样的试卷能测出考

生的真实英语水平。比过去的 T OEFL 要能说明问题。( 在我国执

行的 T OEFL 自 1987 年起也增加了写作部分。)

正式的 CU SPEA 英语测试, 即作为大规模的对物理出国留学

生进行的英语考试, 一共进行了九年( 1980—1988) 。在这个过程

中, 它对我国英语教学起了推动作用, 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 一、

激发起一些大学生和有进取心的青年对学习外语的兴趣与要求;

二、促进了一些大学英语教学水平的改进与提高。

当时, CU SP EA 每年一度的考试, 除英语以外, 还有三门物理

试题都用英语, 并要求考生用英语解答。有志于参加这项考试的大

学物理系学生和同等学历的报考者, 为了能顺利通过考试, 一般都

做了认真的准备。除有 CU SPEA 项目的考试外, 后来又有相继而

来的其他学科的出国考试。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实施, 国际交流日

益频繁, 青年人出国的机会日益增多,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 社会上

形成了重视外语(特别是英语) 学习的风气。也因此促使不少学校

的外语教师积极探索教学方法上的改革。CU SPEA 考试对考生的

要求——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 及英语试卷的命题思想——

主、客观测试手段相结合, 对于课堂教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些

学校为了学生日后工作和进修的需要, 增设或加强了听力训练, 注

意了写作练习, 创造条件使学生得到简单生活口语的实践机会等

等。我国的公共外语教学, 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显地普遍地摆脱了

“语法翻译”的模式, 走向“交流实用”。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教学思想

上的突破。更可喜的是, 外语教学界对国内外各种外语教学思想及

方法的实践效果的学术探讨与交流, 也异常地活跃了起来。

CU SPEA 考试在激发校际间的竞争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报考这项考试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无疑都以考取学生的比例高为

荣。这是说明教学水平的标志之一。在通过帮助学生提高应试能

力的同时, 也帮助有关的系科和教师看到了课程设置和教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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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环节, 从而采取弥补措施来充实课程内容或改进教学方法, 发

挥潜力, 维护本校的优势, 提高本校的声誉。这种竞争, 对于改进和

提高教学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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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历年参加英文阅卷的教师名单

北京大学

   �毕金献 4钱景明 �王岷源 �沙露茵 D马 磊 �张万平

吴鲁忆 马秀芳 郭世明 王广泽 石春祯 解又明

孟继有 孙 玉 顾立光 李耀明 张砚秋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李 佩 吴桂林 鲁小文 黄宁而 忻 榕 邢国安

袁道之 刘文龙 张新祥 吴 宁 林贻纹 邓 爽

庄健生 林 海 肖朝良 蒋自薪 葛瑞禾 于振中

韩文盛 孙继平 张彩萍 王 冰 高晓兰 郭胜寒

孙 征 杨 佳 席光任 孙大进 张文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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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 A 早年历史
①

亲爱的李政道教授, 亲爱的同行们和朋友们, 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们很荣幸地受邀请到此做这样一次谈话, 以庆祝李政道教

授 75 岁寿辰。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将对 CU SPEA 项目作一历史的

回顾。这是李政道教授发起的中美合作研究生教育项目。

在进入本题之前, 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的研究生教

育, 作为此项目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学位授予法》是 1935 年 4 月

才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在此之前少数大学已招收物理学研究生, 如

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设立于 1925 年, 1930 年开始招收物理学研

究生, 1933 年毕业, 未授予学位。教会学校燕京大学 1927 年招收

研究生, 1929 年有二人毕业。《学位授予法》中规定的学位有学士、

硕士、博士三个层次, 实际上直至 1949 年仅授予过学士和硕士学

位。在硕士学位获得者中不乏优秀之士, 例如杨振宁和黄昆, 他们

于 1944 年分别获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张文裕、孟

昭英、葛庭燧等则是燕京大学的理学硕士。1949 年后中国废除学

位制度, 硕士水平的研究生教育继续进行, 只颁发毕业证书, 不授

学位。1981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公布, 8 月

2 日批准博士授予单位 805 个, 硕士授予单位 2957 个, 博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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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稿 , 这次从英文译成中文时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几乎所有大学开创者都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过科学研究工

作。在物理学方面, 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是李复几, 他是 1907 年在

英国获得的。李耀邦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那是

1914 年。据不完全统计, 1949 年前获各国物理学博士的人数为:

美国 116 人, 英国 26 人, 德国 12 人, 法国 9 人, 奥地利 1 人, 加拿

大 1 人。1949 年后只选派留苏、留东欧的学生, 攻读相当于 Ph . D

的学位。60 年代开始派遣少量学生赴欧留学。“文革”中留学工作

完全中断, 国内高等教育也遭严重破坏。70 年代末期虽高校教学

秩序开始恢复正常, 研究生教育与国外相比相去甚远。高水平师资

和科研人员严重缺乏, 迫切需要加速博士人员的培养。CU SPEA

项目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

CU SPEA 是 Ch ina-U nited St ates Physics Examinat ion and

A pplication 的缩称。它是李政道教授根据我国需要创议的, 经政

府当局批准后实施。美国方面由李政道教授主持, 中国方面由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在国家教育部领导下负责执行。每年

通过此项目选送百名上下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1979 年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在研究生院系统讲课,

在此期间李先生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他对他们进行口试, 并

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进行笔试。最后推荐

5 名学生于当年赴哥大学习, 哥大提供留学所需的资助。这开了中

美合作选送留美研究生的先河。

1979 年 11 月李政道教授向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教

授建议, 可选送更多的学生去哥大物理系, 遂于 12 月底在北京进

行了第二次选拔考试。参加考试者不仅来自中科院研究生院, 还来

自北京大学等高校及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等研究所。考试结果十分

令人满意, 因而不仅选送 3 人去哥大, 还另外推荐了 10 名学生, 分

别进入纽约市立大学 ( CU N Y . Cit y C. ) 、Virginia 大学、Ore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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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U t ah 大学、Carnegie-Mellon 大学和 P ittsburgh 大学学习,

并全部获得资助。这两批学生的选派实为 CU SPEA 项目的雏型。

由于中美大学间已失去联系多年, 当时中国也没有进入美国

大学所必需的 T OEF L 和 GRE 考试机构, 李先生创议的 CU S-

PEA 为中国大学毕业生赴美深造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其主要做

法如下:

1. 美方教授命物理考题( 美研究生资格考试水平) , 中方教授

命英语试题。中方负责推荐学生参试和考试的组织工作, 包括阅卷

评分等。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将获推荐, 学生自行选择学校,

他们可同时向几所学校提出申请。申请期间美方派教授二人及其

夫人来华对学生进行面试, 然后美国大学直接通知学生录取与否

及资助讯息, 最后由学生决定去何校入学。这种做法使美国大学有

了不通过 T OEFL 和 GRE 选拔学生的客观判据。

2. 李政道教授亲自拟定适合这种办法的申请表格。学生填就

后直接寄交美国大学物理系, 而无需按正常手续通过该大学的招

生办公室。

3. 按照常规美国大学物理系每年 2 月讨论审查研究生入学

申请, 但 CU SPEA 的入学审查较此为早, 1 月即对录取与否作出

决定。实际上 CU SP EA 学生享有了优先录取之利。

4. 美国接收学校提供学生在学期间的资助以及助教( T . A . )

或研究助理( R . A . ) 等职位。

5. CU SPEA 项目意味着中美双方教育、科学人员之间友谊

的结晶, 是两国热心学术交流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应提出

的是, 这项目体现了李政道教授为了中国科教事业煞费苦心的努

力, 也反映了李先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热切期望。为了项目的顺利

进行, 李先生每年访华时都与中方人员研究讨论有关事项, 提出建

议。在美国时更事必躬亲, 与各大学联系、组织命题、邀请来华面试

的教授、为申请者及已入学的 CU SPEA 学生解决他们遇到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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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每年他发出数百信函, 打数不清的电话。另外, 特别要感谢李

夫人秦惠�女士和李先生的秘书 Irene Tramm 女士, 她们对项目

给予了满腔热忱的支持与帮助。

美国 76 所大学参与了此项目。中国每年有 600 多名学生参加

CU SPEA 考试。在全国设了十多个考点, 由 CU SPEA 办公室派专

人携卷前往, 在各地大学的协助下组织考试。全部试卷在北京评

阅。英语试卷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教师命题

并阅卷。物理试卷由美国大学命题, 每年轮流由一所大学负责。阅

卷教师来自全国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所, 前后共有 70 多人参加。然

后由 CU SPEA 委员会决定本年度的推荐标准及推荐学生名单。委

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

任主席, 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家教委 (教育部) 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

及许多物理学家。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

大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

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

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所、高能物理所、物理所、半导体所、声学所、力学所、金属所、上海

技术物理所等。阅卷教师和委员会客观、公正评判和高度责任感保

证了此项目的顺利进行。

为了了解和评价 CU SPEA 项目进展情况, 1985 年 1 月教育

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派出访美代表团。代表团与美国大学的教授

接触, 并与来自 57 所大学的 450 名 CU SP EA 学生面谈。绝大多数

学生学习勤奋, 学业优秀, 获得好评。CU SPEA 项目原定期限为 5

年, 应在 1985 年终止。鉴于 CU SPEA 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继续派遣

留学生的需要, 教育部建议, 并经李政道教授同意, 此项目延长 4

年, 但每年选派人数适当减少, 由每年 100 多人减至 75 人左右。最

后一批学生的派出是 1989 年。包括 1979、1980 两批学生在内, 共

选派了 915 名学生赴美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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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长期封闭以后每年派出这么多的物理学留学生是空前

的, 对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通过这个项

目, 中国的教授和学生增进了对美国一流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物

理学前沿新进展的了解, 看到了中美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差距。学成

回国的 CU SPEA 学者在我们科研和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

仍留在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一支宝贵的力

量, 他们对世界物理学的发展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附录  各年入学的 CUSPE A 学生人数统计

序 美国大学和学院 79 �80 I81 �82 Y83 �84 i85 �86 y87 �88 �89 �总计

1 �Ar izona Stat e U . 0 �0 40 �2 D2 �3 T0 �0 d0 �1 t1 �9 �

2 �Boston C ol lege 0 �0 41 �0 D3 �1 T0 �0 d0 �1 t0 �6 �

3 �Brandeis U . 0 �0 40 �0 D3 �1 T2 �0 d2 �2 t0 �10 �

4 �Brown U . 0 �0 41 �2 D1 �2 T1 �3 d1 �0 t0 �11 �

5 �CIT 0 �0 42 �2 D2 �1 T2 �1 d2 �0 t3 �15 �

6 �Car negie- Mellon U . 0 �1 42 �7 D2 �3 T2 �1 d1 �1 t1 �21 �

7 �Case W ester n R eser ve U . 0 �0 40 �0 D0 �1 T0 �0 d0 �0 t0 �1 �

8 �CU NY , Brook lyn C . 0 �0 43 �2 D0 �0 T1 �1 d1 �1 t2 �11 �

9 �CU N Y. City C . 0 �3 44 �1 D1 �3 T0 �2 d0 �2 t0 �13 �

10 �CU N Y. Hunter C . 0 �0 40 �0 D0 �0 T1 �0 d0 �0 t0 �1 �

11 �C U NY . Q ueens C . 0 �0 40 �0 D1 �1 T0 �2 d0 �0 t0 �4 �

12 �C . of Wil liam & M ary 0 �0 41 �1 D2 �0 T1 �0 d0 �0 t0 �5 �

13 �Cornel l U . 0 �0 44 �1 D2 �0 T3 �1 d2 �2 t1 �16 �

14 �Columbia U . 5 �3 43 �4 D4 �3 T6 �6 d2 �6 t4 �46 �

15 �Dar tmouth U . 0 �0 40 �1 D0 �0 T0 �0 d0 �0 t0 �1 �

16 �Drexel U . 0 �0 40 �0 D1 �1 T2 �1 d0 �0 t0 �5 �

17 �Duke U . 0 �0 42 �2 D1 �0 T1 �0 d0 �1 t1 �8 �

18 �H arvard U . 0 �0 43 �2 D0 �0 T1 �0 d0 �2 t1 �9 �

19 �Indiana U . 0 �0 43 �1 D0 �1 T1 �0 d0 �0 t0 �6 �

20 �Iow a Stat e U . 0 �0 42 �2 D1 �1 T0 �4 d3 �0 t1 �14 �

21 �Il linois I T 0 �0 41 �1 D0 �1 T0 �0 d0 �0 t0 �3 �

22 �Johns H opkins U . 0 �0 43 �1 D4 �1 T0 �0 d0 �1 t0 �10 �

23 �L ouis iana Stat e U . 0 �0 40 �1 D1 �7 T3 �1 d0 �0 t0 �13 �

24 �M IT 0 �0 42 �5 D1 �1 T1 �0 d0 �0 t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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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 美国大学和学院 79 �80 I81 �82 Y83 �84 i85 �86 y87 �88 �89 �总计

25 �M ich igan Sta t e U . 0 �0 42 �4 D6 �4 T4 �2 d3 �1 t2 �28 �

26 �M ontana Sta t e U . 0 �0 41 �1 D2 �2 T0 �0 d0 �0 t0 �6 �

27 �N ew York U . 0 �0 46 �7 D2 �2 T8 �6 d6 �6 t7 �50 �

28 �N or thwes t er n U . 0 �0 40 �0 D2 �1 T3 �2 d1 �2 t2 �13 �

29 �Ohio Stat e U . 0 �0 42 �4 D5 �6 T0 �0 d0 �2 t2 �21 �

30 �P ennsylva nia S tat e U . 0 �0 45 �2 D3 �1 T3 �2 d1 �0 t1 �18 �

31 �P rinceton U . 0 �0 42 �4 D1 �1 T0 �3 d2 �3 t1 �17 �

32 �P ur due U . 0 �0 48 �1 D4 �4 T1 �0 d0 �2 t1 �21 �

33 �R ice U . 0 �0 40 �3 D1 �3 T3 �2 d1 �0 t0 �13 �

34 �R utger s U . 0 �0 43 �5 D4 �2 T6 �2 d1 �0 t0 �23 �

35 �Stanford U . 0 �0 41 �1 D3 �1 T2 �1 d1 �2 t1 �13 �

36 �S U NY . A lbany 0 �0 40 �0 D3 �1 T1 �1 d0 �0 t0 �6 �

37 �S U NY . Buffalo 0 �0 40 �1 D0 �2 T0 �0 d0 �0 t0 �3 �

38 �Stevens I T 0 �0 44 �0 D2 �1 T0 �0 d0 �0 t0 �7 �

39 �Syracus U . 0 �0 42 �0 D1 �0 T0 �0 d0 �0 t0 �3 �

40 �T exas A & M U . 0 �0 40 �0 D0 �0 T1 �2 d1 �3 t1 �8 �

41 �U . of Ar izona 0 �0 42 �3 D1 �0 T0 �2 d2 �0 t4 �14 �

42 �U . of Brit ish Columbia 0 �0 40 �1 D0 �1 T1 �0 d0 �0 t1 �4 �

43 �U C Berkel ey 0 �0 43 �2 D1 �3 T1 �2 d0 �0 t2 �14 �

44 �U C Irvine 0 �0 40 �2 D0 �0 T1 �2 d0 �1 t1 �7 �

45 �U C L A 0 �0 41 �0 D0 �0 T0 �1 d2 �0 t0 �4 �

46 �U C S D 0 �0 43 �1 D2 �1 T3 �2 d3 �8 t4 �27 �

47 �U C S B 0 �0 40 �0 D0 �0 T0 �1 d0 �0 t0 �1 �

48 �U . of Chicago 0 �0 43 �5 D2 �0 T2 �3 d4 �2 t8 �29 �

49 �U . of C incinna t i 0 �0 40 �0 D2 �0 T0 �0 d0 �0 t0 �2 �

50 �U . of Colorado 0 �0 43 �2 D1 �1 T2 �1 d4 �1 t0 �15 �

51 �U . of C onnect icut 0 �0 41 �1 D1 �1 T1 �0 d1 �0 t0 �6 �

52 �U . of F lor ida 0 �0 40 �0 D0 �0 T0 �0 d1 �0 t0 �1 �

53 �U . of Georgia 0 �0 41 �0 D0 �0 T0 �0 d0 �1 t0 �2 �

54 �U . of H awaii 0 �0 40 �1 D2 �1 T0 �0 d0 �0 t0 �4 �

55 �U . of H ous ton 0 �0 42 �2 D5 �1 T0 �0 d0 �0 t0 �10 �

56 �U . of Ill inois 0 �0 43 �1 D4 �1 T2 �4 d1 �1 t1 �18 �

57 �U . of Iowa 0 �0 42 �0 D0 �0 T1 �0 d0 �2 t1 �6 �

58 �U . of K entucky 0 �0 40 �3 D1 �1 T0 �0 d0 �0 t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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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 美国大学和学院 79 �80 I81 �82 Y83 �84 i85 �86 y87 �88 �89 �总计

59 �U . of Mar yland 0 �0 41 �7 D3 �2 T1 �3 d3 �2 t2 �24 �

60 �U . of M ichiga n 0 �0 41 �0 D0 �1 T0 �2 d0 �0 t0 �4 �

61 �U . of Minnesota 0 �0 42 �0 D0 �0 T4 �3 d2 �1 t3 �15 �

62 �U . of Nebr aska 0 �0 40 �0 D0 �1 T0 �0 d0 �0 t0 �1 �

63 �U . of Or egon 0 �2 41 �0 D1 �2 T0 �1 d0 �0 t0 �7 �

64 �U . of P ennsylvania 0 �0 43 �0 D5 �2 T3 �1 d3 �1 t0 �18 �

65 �U . of P it t sburgh 0 �1 46 �3 D3 �6 T3 �2 d0 �0 t0 �23 �

66 �U . of R oches t er 0 �0 40 �0 D1 �4 T0 �4 d2 �3 t3 �17 �

67 �U . of South ern Cal ifornia 0 �0 40 �0 D2 �1 T1 �2 d3 �0 t1 �10 �

68 �U . of T exas , Aus t in 0 �0 43 �2 D2 �3 T4 �2 d3 �3 t0 �17 �

69 �U . of U ta h 0 �2 41 �4 D2 �2 T2 �2 d0 �1 t1 �17 �

70 �U . of V irginia 0 �1 42 �6 D0 �0 T0 �2 d0 �1 t4 �16 �

71 �U . of W ashington 0 �0 44 �2 D1 �3 T2 �2 d6 �2 t3 �25 �

72 �U . of W iscons in, M adison 0 �0 40 �0 D0 �3 T0 �0 d0 �0 t0 �3 �

73 �U . of W iscons in, Milw aukee 0 �0 40 �0 D1 �0 T3 �2 d1 �2 t0 �9 �

74 �Va nder bilt U . 0 �0 40 �0 D0 �1 T2 �0 d0 �0 t0 �3 �

75 �Vir ginia P olyt ech . Ins t it ut e 0 �0 43 �3 D3 �1 T1 �2 d0 �0 t0 �13 �

76 �Yale U . 0 �0 42 �2 D2 �2 T3 �1 d0 �3 t2 �17 �

合   计 5 �13 I126 �124 m119 �108 }103 �95 y72 �76 �74 �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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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物理生涯五十年
①

我和政道之间的友谊是五十年前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开始的。

当时我们曾一起听吴大猷教授讲授量子力学。1946 年秋我们一起

坐船去美国留学。同行的还有华罗庚、曾昭抡两位教授和唐敖庆、

王瑞�、孙本旺三位同学。到美国后, 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 我随吴

大猷先生去密执安大学。两地相距不远, 政道常来 Ann A rbor , 或

是看望吴大猷先生夫妇并研讨科学上的热点问题, 或是参加密大

每年夏季举行的高层次讲座和研讨会。那时候, 杨振宁先生也在该

校求学, 常来密校。1950 年我回国后, 联系曾一度中断。1972 年起,

我们又在北京经常相聚。半个世纪过去了, 而今政道也已古稀之年

了, 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因此, 我非常高兴在此把我所知道

的政道青年时代的经历和学习情况, 和经柳怀祖、庞阳等几位朋友

帮助整理的政道五十年来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及二十多年来对祖国

事业的贡献, 作一简要介绍。

1926 年 11 月 25 日, 政道教授诞生于上海。他自幼喜爱读书,

父母对他爱看书的习惯也非常支持。

在以后的岁月中, 他一直保持这一幼年养成的习惯。在青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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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期博览的群书中, 他对爱丁顿( A . S. Eddington) 的《膨胀的宇宙》

留有深刻印象, 唤起他的想像力, 使他对科学更有兴趣, 同时博览

群书也使他对艺术和历史有很大兴趣。给我深刻启示的一点, 他每

读一本专著, 知道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后, 要先看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结论, 再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提出自己对问题可以如何解决的见

解, 与作者的工作论述进行核对、比较。

1941 年 12 月, 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当时, 他刚满十五

岁, 便只身离家从上海去浙江求学。在此后的三年里, 随着流浪的

生活, 由浙江经福建、江西、两广, 抵贵州进入浙江大学。不久, 狼烟

燃至贵州, 他又去了四川, 最后到达昆明, 转入西南联大求学。从浙

江至贵州的途中, 衣食全无保障, 疟、痢等疾流行。他时而单独, 时

而和其他爱国学生结伴, 主要靠徒步跋涉, 运气好时就搭一段“黄

鱼”车。途中还遇一次车祸受了重伤, 半年多卧床不起。

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条件很差, 学生宿舍、教室很简陋, 图书

馆照明也不好。当地茶馆晚上有汽灯, 而联大校舍中没有, 很多学

生便在茶馆买一杯茶, 这样可以占一位子坐一个晚上甚至一整天。

李政道入联大是二年级转学生, 由于他学习超前, 所以学校同意他

上大三和大四的课程, 对大二的课程, 则只需参加考试。

当时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都很差, 可是有王�昌、

束星北、吴大猷、叶企孙、赵忠尧、王竹溪等第一流的老师, 学习气

氛是很浓的。当年同学们对祖国未来充满了信心。

日本投降后, 1946 年吴大猷老师得到一笔经费出国研究, 可

有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先生选了政道和我。当时政道虽已具备很

好的经典和近代物理基础, 但名义上还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到芝

加哥大学后, 他因没有大学文凭( 其实因抗战, 他甚至连中学和小

学也没毕业) , 不能当正式研究生, 只能先当非正式生。但进入研究

生院不久, 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 很快得到了物理系费米 ( E. Fer-

mi )、泰勒( E. T eller ) 和扎克赖亚森( Zachariasen) 等教授的赏识,

782



很快成了正式研究生。

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由于有费米等一批杰出物理学家, 而成为

当时世界活跃的物理中心。当费米要政道跟他做博士论文时, 政道

很觉兴奋。此时, 费米除有理论方面的学生政道外, 还有两位实验

方面的学生, 斯坦伯格( J. Steinberger ) 和加文( R . Garwin )。费米

每星期和政道单独讨论半天时间。每次讨论费米都选提一些问题,

要政道在下一周内向他报告, 并共同讨论。往往很快就变成研究项

目。

当时的恒星演变理论认为, 恒星都是从小而热的白矮星开始

的, 这意味着白矮星的主要成分就该是氢。但政道用新的星体结构

稳性考虑, 他证明, 其氢的含量不大于 1% 。因此, 白矮星只能是恒

星演变的后期, 而不是开始。这一工作, 改变了当时对星体演变的

基本观念, 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

他和费米的讨论涉及广泛的物理领域, 诸如天体、流体、粒子、

统计、核物理等。在流体力学里, 政道发现, 要产生湍流, 必须在三

维空间。这是流体力学和湍流学中的一条重要定理。

关于弱相互作用普遍性假设的论文, 也始于同费米的讨论。政

道与泰勒的两位学生罗森布鲁斯( M. Resenbluth )和杨振宁一起,

对 β衰变、μ介子的衰变及俘获进行了整体分析, 发现这些过程都

具有相同的强度。他们同时预言, 这类相互作用可以由重的中间粒

子来传递。之后, 政道成功地预言了这中间玻色子的存在, 并取名

为 W (借用英文 weak 一字的第一字母)粒子。

费米的严格科学态度, 公正待人方法, 一直伴随着政道。他对

实验观测的一贯重视, 也来自费米。

政道对物理学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理论物理方面的

工作和对实验物理的推动。

1951 年他到普林斯顿后, 和杨振宁共同发表了两篇统计物理

方面的论文, 首次给出不同相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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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他们发现不同相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

拓的。相变是统计物理中的最基本问题。这一发现推翻了统计力

学由迈耶 ( M. Mayer )、玻恩( M. Born ) 和乌伦贝克 ( G. E. U hlen-

beck )等建立的相变基本观念, 对后来惰性气体的实验起了很大作

用。这两篇论文标志着统计力学对相变问题严格处理的新开端。著

名的李、杨单元定理就是在那时候证明的。1952 年他和 Low、

P ines 对固体物理的极化子 ( polaron ) 构造作出基本性的理论分

析。

李模型是政道 1953 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的第一项工作,

这是场论中少有的可解模型。政道证明, 在该模型下, 重整化可以

严格推导出来。由此可以验证, 在微扰论中, 重整化不一定正确。这

篇论文对以后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不久, 政道兴趣转向粒子物理。由于达立兹( R . H . Dalit z) 等人

的工作, 有关奇异粒子的 θ-τ之谜成为当时粒子物理的主要问题。

政道先后提出几种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实验观测又使他意识到,

必须对不同粒子反应过程中所有对称性的证据作仔细分析。

政道和杨振宁于 1956 年合作完成的论文“宇称在弱相互作用

中是否守恒的问题”, 给出了实验测量离散对称性 C( 电荷共轭 )、

P ( 宇称) 和 T (时间反演) 的严格条件, 指出已有的弱相互作用的

实验并未验证这些对称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

作用宇称是否守恒的实验途径。1957 年, 他们又提出二分量中微

子的理论, 对宇称不守恒作出了定量的预言。在另一篇论文中, 他

们对 T 和 CP 不守恒问题, 特别是中性 K 介子作了系统性研究,

也提出了如何可以实验证明。

1957 年 1 月, 吴健雄小组通过 β衰变实验, 得到弱相互作用

中宇称不守恒的明确实验证据。紧随吴健雄实验之后, 有近百个不

同实验得到同一结论。为此, 政道和杨振宁荣获 1957 年度的诺贝

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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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几年里, 政道将在弱相互作用研究中新的思想推广到

其他物理过程中。以对称性原理为出发点的研究成为 60 年代粒子

物理的主流。

1957～1960 年, 政道和杨振宁对量子统计力学进行了新的开

发。他们和黄克孙研究了玻色硬球系统的统计。同时, 政道和杨振

宁建立了统计物理中多体问题通用的理论框架。他们发现有相互

作用的玻色系统可以导致超流现象, 从而对氦Ⅱ的奇特性质有了

进一步了解。

政道较早强调了高能中微子实验的重要性, 并对早期实验作

了理论上的促进。1961 年, 他在题为“高能中微子实验”的论文里,

基于弱电统一的可能性, 给出 W 粒子质量的上、下限分别为 300

和 30 GeV。在另一篇与杨振宁合作的论文里, 计算了 W 粒子在高

能中微子束实验中的产生截面。这些计算是 60 年代寻找粒子的依

据。这一时期受政道影响的一批实验至今仍是弱相互作用的主要

信息源。

1964 年, 政道和诺恩伯格( M. Nauenberg) 对零质量粒子理论

中的发散作了进一步分析, 并引入一套解决该问题的系统办法, 有

关结论被称为 K LN 定理。这是一个目前强相互作用实验中不可

缺少的定理, 也是用高能喷注去发现夸克和胶子的理论基础。

同年, CP 不守恒的发现, 证明了 1957 年李、杨和 Oehme 的理

论建立之后, 政道提出一系列 CP 不守恒的模型, 并验证这些模型

和当时的实验测量是相容的。几年后, 他又在自发破缺的基础上提

出另一模型, 该模型至今仍是解决 CP 问题的可能性之一, 也是目

前建造 B 介子和 τ轻子-粲夸克工厂等大型加速器的主要研究目

标之一。

1969～1971 年, 政道同威克( G. C. W ick ) 提出一个解决量子

场论中紫外发散的方法——在希尔伯特空间引入不定度规。他们

发现, 这类理论和已有实验结果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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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 政道和威克开始研究自发破缺的真空是否可能在一

定条件下恢复破缺对称性。他们发现重离子碰撞中, 在原子核大小

的尺度上可以局部恢复对称性, 而且造成可观测效果。相对论重离

子碰撞这一领域可以说是由政道一手创造的。

政道与弗里德伯格( R . Friedberg)、希林( A . Sir lin) 在 70 年代

末找到一批场论中的经典解及其量子化解。政道称其为非拓扑孤

子, 建立了场论的一个新领域。接着, 他和弗里德伯格又将这种解

用来建立强子模型。

从 1982 年起, 政道对格点规范产生兴趣。为解决格点规范中

的费米子谱倍增和平移、转动对称性破坏两大问题, 政道和克里斯

特( N. H. Christ )、弗里德伯格提出随机格点的理论。他还进一步

提出一个问题: 时间和空间是否可以是离散的? 他们发现, 已有理

论都可以在离散的时空上描述。这套称为离散力学的理论可以是

经典的, 也可以是量子的。它是今后统一场论的可能途径之一。

1986 年, 收入了政道近 200 篇论文的三卷《李政道文集》出

版。此后的十年, 政道的研究课题包括孤子星、黑洞、凝聚态物理、

多体物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粒子物理和场论等, 这方面的 70 多

篇论文将收入《李政道文集》第 4 卷。

孤子星是非拓扑孤子和广义相对论结合的产物, 该领域是政

道 1986 年创立的。他和弗里德伯格、庞阳详细研究了孤子星的特

有性质, 发现它们可以有各种大小质量。最大质量远远超过钱德拉

塞卡极限, 因此是暗物质、类星体等的理论模型之一。

1986 年以来, 政道和弗里德伯格、任海沧在高温超导的研究

中, 探讨了凝聚态物理、多体统计等方面的问题。基于高温超导材

料相干长度短的特性, 政道对空间关联的库珀对作了分析, 并和弗

里德伯格一起提出玻色子-费米子超导模型, 该模型结合了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和 BCS 理论。接着, 又和弗里德伯格、任海沧一起对

该理论的实验观测作了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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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带电玻色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早在 1955 年沙

弗罗斯( M. R. Schafroth )就作过相当有影响的工作。但政道、弗里

德伯格和任海沧发现, 沙弗罗斯的结果由于忽略了静电交换能, 存

在大的错误。对这一基本性问题, 他们给出了新的正确解: 理想带

电玻色系统, 在低密度下并非超导体, 当密度超过某一临界值后才

成为第二类超导体, 其临界磁场远高于沙弗罗斯给出的值。

政道在超导研究中, 提出了一个场论中的基本问题: 什么情

况下一个复合粒子, 比如库珀对, 可以被看做是基本的自由度? 是

近似的, 还是严格的?政道对该问题作了解答, 并和弗里德伯格、任

海沧合作证明了一个严格的等同定理。根据这个定理, 可以把任何

纯费米系统当作基本费米子和基本玻色子, 两者之间有短距离的

排斥势。该定理为政道的玻色子-费米子超导模型确立了坚固的理

论基础。

目前, 政道正在研究量子色动力学真空和夸克禁闭的关系。这

项研究和正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造的相对论重离子加

速器有直接关系。

总之, 五十年来他的研究课题, 除高能、粒子物理外, 还广泛涉

及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广义相对论等领

域。对于自己的每项研究, 他都从基本的原理和假定出发, 推出所

有必要的公式; 对于别人的工作, 他则着重了解其中的未知与未能

之处, 并常以别人尚不知或不能的难题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所

以, 一旦进入一个领域, 他便能不受已有方法的束缚, 常常很快得

到别人没有的结果, 彻底地改变这个领域的面貌。对政道, 科学研

究的路总是自己重新开拓的, 结果又是别人过去没有得到的。

政道从事的是理论物理工作, 但他的理论物理生涯一直和实

验物理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在美国的物理学家, 他十分

热心为美国的物理学的发展而努力, 每当美国物理学尤其是高能

物理研究遇到困难, 他总是挺身而出, 向国会和政府据理力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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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还十分关心并尽自己力量支持和帮助其他国家的科学发展。在

国际物理学界, 他不仅是一位勤奋而有成就的学者, 而且是一个杰

出的勇士和活动家, 受到普遍的尊敬。全世界高能物理实验的发展

进程中都有他的足迹, 高能实验物理学家都和他有很深的友情。

随着 21 世纪的临近,“细推物理”半世纪之久的政道, 又把目

光投向下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正如政道常说的:“物理是我的生活

方式。”

1972 年, 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 政道和夫人秦惠�女士有

机会回国访问。看到当时国内科学、教育的状况, 他心中十分担忧。

在见到国家领导人时, 多次坦陈己见。当他在各地参观时, 看到为

样板戏训练人才的少年班, 觉得这也许是当时环境下培养科学人

才的一条可行之路。政道的意见遭到“四人帮”反对, 为此他还和

“四人帮”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后来毛泽东主席接受了他的建议,

促进了教育的部分恢复。

“四人帮”垮台后, 国内百废待兴。振兴教育更是其中一项要

务。政道便利用暑假回国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师生讲课, 全国

各校组织了约千名师生在北京友谊宾馆听讲。一个夏天, 开了“场

论与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两门课, 每天讲三小时。他由浅入深

地讲授, 系统地介绍了当代物理的最新发展。

国家开始选派年轻学生出国读大学, 并派遣教师、科研人员出

国进修。政道在美国专门设立了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领域的中国访

问学者项目, 在美国称为“李政道学者”。在他的安排下, 这些访问

学者都进入了高能物理的前沿领域, 为以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的建设和高能物理研究培养了人才。

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 为培养一流科研人才并为高校建立国

际联系, 政道认为, 最有效的方法是挑选优秀大学生出国攻读博士

学位。那时, 国内尚未开设 GRE 和 T OEF L 考试。由于缺少一个客

观可行的办法来评价中国学生, 美国的一流研究生院难以录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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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为此, 政道亲自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 CU SPEA) , 每年约有 100 名中国物理系高年级学生通过考试进

入美国一流的研究生院。

这一形式很快也被化学、生物等学科采用, 所有通过 CU S-

PEA 考试的学生都得到美方的全额奖学金。CU SP EA 和美国的

入学手续有些不同, 为了使中国学生能在大学毕业后立刻进研究

生院, 政道教授和他的助手特拉梅 ( T ramm) 女士, 每年都要花很

多精力和时间, 向 70 多所美国院校的招生部门作解释和安排, 有

关国内事务则由吴塘、沈克琦等先生协助组织。

从 1979 年开始到 1989 年结束, 通过 CU SPEA 考试共培养了

915 名学生。这些学生, 在美的学业大都在各校各系中名列前茅,

为祖国和母校争得了荣誉。其中的不少人在学业有成后, 又在各自

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杰出成绩。他们当中有些人已回国工作, 成为

所在单位的骨干; 更多的则周期性回国讲学, 成为沟通国内和国际

学术联系的重要桥梁。

1979 年 1 月, 在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政道和帕诺夫

斯基 ( W . K . H . Panofsky) 一起组织了第一次中美高能物理会谈。

会谈后, 两国正式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 至今已有十七年

了。通过这一合作渠道, 在政道的精心安排下, 美国高能物理实验

室和科学家为 BEP C 的设计、建造提供了大量技术上支持。

在北京建造能区为 3～6 GeV 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是

1981 年提出的, 在这项有关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和科技发展的关键

决策中, 政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力主整个加速器和探测器都

在中国建造。BEPC 于 1984 年动工后, 在四年内建成了。现在, 它

是世界上这一能区最先进的实验装置, 有 50 多位美国及其他国家

的科学家来进行合作研究。1992 年, BEPC 上有关 τ轻子质量的精

确测量, 被称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结果。

1985 年和 1986 年, 经政道建议, 中国建立了博士后制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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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还帮助设计了博士后制度。在博士后制度实行前, 国内青年科研

人员对研究单位选择余地很少, 不同单位间研究人员也很少流动。

博士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现在博士后的规模已

扩大了好几倍, 最初只有 250 名, 而 1996 年博士后名额已过 3000

名, 每年的新博士后就有近 1200 名。政道还积极推进我国自然科

学基金的设立并帮助提出自然科学基金的具体实施方案, 在中国

首次将同行评审引入科研经费的分配。十年来, 它已成为促进中国

基础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

让自己钟情的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是政道的一大夙愿。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促进科研人

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内的工作和交流, 组织海外中国青年

学者回国短期工作和讲学, 在他的努力下, 1986 年成立了中国高

等科学技术中心( CCA ST ) 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 BIMP) 。CCAST

的主要经费来自瑞士的世界实验室, 政道为主任, 原中国科学院院

长周光召为副主任。CCA ST 每年约组织 25 个工作月, 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近千名科研人员参加研讨, 讨论的课题除物理外, 还有环

境科学等内容。BIMP 则几乎每天都有学术报告会, 内容包括物

理、化学、生物和各种交叉学科。

政道曾在十年前, 六十岁生日时写的《六十回忆》一文中谈到:

“四十年前, 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 我获取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

金赴美留学, 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

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 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

要的, 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成功的机遇不可预定, 但它的几率却

可以大大增加。通过吴教授, 我方能得到这一机遇。我对这一机遇

的珍视, 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 CU SPEA 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

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

政道多年来为祖国、为科学所做的一切, 正是在给年轻一代创

造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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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 政道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倾注了诸多心血。

今天,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做出世界公认的一流高能物理实验;

博士后流动站设立愈益普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逐年大幅增长; 经

中美联合考试赴美学子学业有成, 逐步回国工作或定期回国讲学;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已在国际上享有相当威望; 北京现代物理

研究中心、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复旦大学李政道物理实验室先后成

立, 在这些世人有目共睹的进步当中, 无不包含着政道的建议、推

动和辛勤操劳。

政道不仅对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成就, 而且还对艺术和祖国的

历史文化有很浓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诣, 在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上有着

很深的研究。他常常和艺术家一起研讨, 是很多艺术家的好朋友。

特别要指出的是, 政道几十年的所有科学成就和为祖国科教

事业的贡献, 无不是在他最亲爱的夫人秦惠�女士全力帮助和支

持下取得的。政道的所有成就和贡献包含了惠�这位贤妻良母近

四十八年对政道个人和家庭乃至科学和祖国的奉献。正如政道常

说的, 他事业上的成功是和惠�分不开的。

使我们十分痛心的是惠�夫人已在 1997 年 11 月 29 日被病

魔夺去了生命, 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对政道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

他没有被打倒, 他坚强地、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了科学事业。以此来

寄托他对最亲爱的惠�夫人的哀思。

年已古稀的政道是科学上有很大成就的名人, 仍经常一天工

作十七八个小时, 每次回国更是繁忙, 但看到国内关于自己的报道

每每冠以“著名物理学家”的称号时常说,“如读者不知此人, 这‘著

名’二字就是虚的, 反之则是多余的”。国内熟悉内情的人常用“呕

心沥血”来说明他为物理科学和祖国科教事业的辛劳, 可他为科

学, 为自己血脉、亲情所系的故土工作时的快乐感的心声却蕴涵在

他十分喜欢的杜甫的诗句之中:“细推物理须行乐, 何用浮名绊此

身。”这也是政道治学为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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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CU SP EA 十年》第二版经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

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有关人员的努力, 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出版了。第二版比 1989 年的第一版增加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材料, 内容更丰富了。随着时光的流逝, 重新出版本书, 使年轻朋友

能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优秀年轻学子出国留学

的艰难情况。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 今天我们看到年轻学子出国留

学已经有了广阔的渠道, 已是很普通的事了。当年由李政道教授倡

导的 CU SPEA 出国留学的学子, 现已进入壮年, 很多已有所成就。

他们中一些人已回到祖国工作, 有的则短期回国服务, 有些则仍在

国外工作, 但也念念不忘为祖国服务。CU SPEA 在促进改革开放,

加快我国人才培养上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今天出版本书第

二版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下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本书第二版能如此快出版, 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尤

其是周月梅同志的帮助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华光、刘忠力、

何亚庆, 北京大学的甘子钊、熊光成以及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

季承、滕丽、吴少华等同志努力的结果。在此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

意。

编  者
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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