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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埮院士

永 远 的 回 忆 与 勉 励
——忆我的科研启蒙老师陆埮院士

◎ 马寅哲

2014 年，陆埮老师走了。当时，由
于身在国外，要不是偶然在一个同学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还不知道。就在几
个月前我还跟陆老师通过一次话，现在说
他走了，简直不敢相信。在我心中，陆老
师一直是一个精力旺盛，工作永不停息的
“铁人”。除了满头白发，他科研生活的
节奏完全和年轻人一样，让你完全感受不
出来这是一个 80 岁的老人。陆老师在世
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他参加的学术会议实
在是太多、太累，能否推掉一些，多给自
己休息时间 , 但是他总是不肯，总是想再
多发挥一些余热。这次去苏州、常熟开会，
走到南京南站的台阶上摔了一跤，竟然变
成诀别！

闭目而思，与陆老师交往的种种往事
回荡在脑海中，久久不能忘却。他为人正
派、以身作则、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散
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

最初认识陆老师是我上大一那一年的
下半学期，当时我是南京大学物理系的本
科生。物理系举办了“物理学与交叉学科
论坛”活动，经常请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专
家学者给本科生做科普性质的报告。当时
陆老师来讲的时候，正值 2002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揭晓，他就以此为题做了一个
《中微子失踪之谜与 2002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他说 2002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之一小柴昌骏 (Masatoshi Koshiba)，
其实做学生时候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东
京大学物理系最后还是接受了他。所以陆
老师说，很多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一开始
就表现出来，培养人才要不拘一格。无独
有偶，2012 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给了一
个叫 John Gurdon 的英国人，此人在高中
时期的生物学成绩是最差的，但后来终究
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个事
实再次验证了陆老师的话。

我的本科读的是物理学专业，对天文
了解甚少，通过陆老师的介绍，我开始对
天体物理感兴趣。我读大二的时候正值美
国宇航局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 (WMAP) 卫星释放第一年的观测结
果（2003 年），这个卫星测量的是宇宙大
爆炸早期残留下来的光子（学名叫宇宙微
波背景辐射）。精确测量这个光子的角度
分布律可以用来测量宇宙的组分，而结果
是测量到的宇宙暗能量和暗物质的密度同
之前利用超新星测量出来的相一致。因此
人们说，WMAP 使人类进入精确宇宙学时
代。当时国内的宇宙学研究刚刚起步，细
致地了解宇宙学前沿的专家学者还不是很
多。经过物理系的邀请，陆老师又在 2003
年中秋节的夜晚来到了南京大学的浦口校
区，给我们做了一个生动的报告《暗物质
和暗能量》。那天晚上同学们都很兴奋，
因为这个报告代表了物理学的最前沿。那

一次我才真正了解到“时空度规”、“宇
宙膨胀历史”、“微波背景”、“中微子
的退耦”、“大爆炸核合成”等听起来很
玄乎的概念，而在陆老师的演绎之下显得
非常清晰而流畅。

2003 年的那个中秋节的夜晚我终生
难忘，因为在那天晚上我终于选择并明确
了我的研究兴趣，至今始终未变。之后我
便积极地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各种铺垫性
准备。当时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学科重点
是凝聚态和微电子物理学，当时我很难在
我的兴趣方面找到“知音”，所以我去旁
听了很多天文系的课程。2004 年年初，跟
随着天文系的黄永锋教授（陆老师的学生
之一）我第一次系统性地学习了宇宙学。
那个春天真是一个紧张、丰富、充实的春
天：在课程之余我仔细研读了陆老师的《宇
宙——物理学的最大研究对象》一书，以
及北京大学余允强教授的《物理宇宙学讲
义》。我对宇宙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框架
开始有了一些认识，这为我后来阅读文献
奠定了基础。

大三的下半学期，是决定人生转折的
时期。因为即将毕业，摆在物理系同学面
前的几条路：出国、保研（保送读研究生）、
考研、找工作，总得选择一样。在人生抉
择的时候，我再次想到了陆老师，希望他
能给我一些指点。当时正值 2005 年五一
劳动节期间，我给陆老师家里打电话，周
老师（陆老师的夫人）接了电话，说陆老
师因为后背长了一个脓疮而住进了江苏省
人民医院。但周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我，
而是让我在 5 月 4 日的下午去医院找陆老
师交流。这也是我开始真正意义上和陆老
师交往。

当时陆老师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天体
物理学家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居然在
生病时期还愿意见一个本科生，这让我受
宠若惊。那天下午我特意买了很多水果，
以表达我对陆老师的尊敬和感谢。我去的
时候大概下午 2 点多，陆老师还在午睡，
我本来想在门口等一下，怕打扰老人休息。
周老师却让我进屋坐（陆老师住的是单间
病房），说不用怕声响。过了不一会儿陆
老师醒了，说“小马来了”，“等一下啊，
我上个厕所就来”。他丝毫没有院士的架
子，一下子让我放松了下来。

落座之后就是近 4 个小时的长谈，从
物理、天文的学习，谈到宇宙学近些年来
的进展，以及未来的人生规划；从对事物
的直觉与判断，到聪明与毅力之间的关系。
虽是天文专家，陆老师的知识面和兴趣非
常之广，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东西他都懂，
不禁让我又增添了一层敬佩。谈话的具体
内容我现在不记得了，但是有两个重点我
记得：一是他说，宇宙学的研究需要很多
不同的背景知识，比如粒子物理、场论、
等离子体物理、流体力学、光学和射电天
文观测，但是不要等所有的东西都学过了
再去研究，因为到那时候有意思的东西已
经被别人做完了，你就没东西可做了。搞
研究要讲究“拿来主义”，随时用随时学。

二是谈到未来的毕业以后的规划，他说要
以学习和研究为第一，不论在国外还是国
内，首先要保证专注地学习和研究。这两
点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陆老师顺便抱怨了一下当时医院的设
施：这里不能上网！因为陆老师想看预印
本网站（arXiv）上面的论文 。而医生却
回答说，医院病房就是没有网络。陆老师
问：“那你们自己难道不上网吗”？医生
回答说：“我们只上医院内部网”。这让
他很无奈。其实，在住院期间，陆老师还
在不停地工作，阅读论文，指导学生科研。

谈着谈着，已经接近了傍晚时分。夕
阳透过窗帘洒在了洁白的床单上，整个房
间顿显空旷而又静谧，陆老师的这种刻苦、
专注、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而又和蔼可亲
的大师形象在我心中久久伫立。我突然意
识到我应该怎么做了，也意识到我想要成
为什么样的人。走的时候，陆老师和周老
师执意要我把买的水果拿回去，让我分给
宿舍的同学们吃。那个下午，我收获了非
常珍贵的精神食粮。

2005 年 9 月我获得了南京大学的向外
单位保送研究生资格，而陆老师的一封推
荐信把我推荐到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读硕士。有一个细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陆老师已经是院士，我在给他的推荐
信草稿里，落款写着“陆埮，中国科学院
院士”，而他自己把推荐信改过之后变成
“陆埮，研究员”。这么一个谦虚的细节，
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在此之后我也经常能在各种会议上见
到陆老师，而陆老师也是越来越忙：他主
持成立了南京大学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
“粒子－核－宇宙学联合研究中心”，所
以各种事务让他繁忙不止；他要带研究生，
带领他的团队进行宇宙学的前沿研究；他
又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各
地方的讲学报告邀请不断，从大学讲坛到
研究所的专业论坛，从中学生科普报告到
科技馆的纯粹针对大众的报告，只要有请
他从不回绝，他太想发挥余热而再多做一
些事情了！很多这种报告没有任何实际性
的“好处”，而他也像对待他的科研一样，
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准备。不会因为邀
请单位的等级差别或者接待条件的好坏而
有任何怠慢。他对待任何单位，任何个人
都是那么的朴实、诚恳。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句他对年轻
人不遗余力的支持、鼓励、提携和帮助。
2007 年年底，我准备申请出国留学，我希
望能够学习国际上最先进的宇宙学观测技
术和数据分析方法，陆老师热情地推荐了
我。我当时对于申请出国实在心里没底，
一下子就投了 20 所学校。而这些学校对
于推荐信的细节要求各有不同，陆老师不
辞劳苦为我准备好每一封推荐信。我记得
有一天晚上他向我核实一个细节，都已经
晚上 11 点多了，我们还通了一次电话。
当时的陆老师已经 75 岁，都这么晚了还
在为一个晚辈的事情忙，实在让我感动不
已。2008 年我扬帆起航，去英国剑桥大学
留学，其中陆老师帮了很大的忙 。

到这里，你也许觉得陆老师就是一个
工作狂，木讷的老学究，但是我告诉你错
了。陆老师也有很有趣的一面，他的生活
幽默、轻松，不乏时尚元素，充满着学术
气息。陆老师和周老师生有二子一女。三
个孩子的名字都和陆老师的老本行——原
子核物理直接相关。在核物理中，天然锂
元素有 2 种同位素：锂 6 和锂 7，前者比
后者轻，但轻的锂 6 恰是释放能量巨大的
核聚变反应的重要同位素。于是，“轻锂”
成了老大的学名。老二“轻铀”的由来也

是类似，指的是轻的铀 235，而这也恰是
产生核裂变反应的重要同位素。至于女
儿“轻铱”的名字则来源于他的一篇论
文《穆斯堡尔效应》，该效应是穆斯堡
尔通过研究铱 191 与伽玛射线的散射而
发现的，而铱 191 也是轻的同位素，挺
有意思的吧！

另外，陆老师是很早使用电子幻灯片
powerpoint 的学者。上面提到陆老师 2005
年 5 月初住院的时候发现病房里面不能上
网，但他第二天就去电脑城买了一个无线
上网卡，开始在病房里面读论文、发邮件、
工作。我记得他电脑的屏幕保护页面（即
电脑一段时间不动，会有屏幕保护页面闪
出来）上都是近代大物理学家的名字，什
么“爱因斯坦”，“朗之万”，“居里夫人”，
“李政道”，“麦克斯韦”，“汤姆逊”，
“卢瑟福”……哈哈，连屏幕保护也离不
开物理，可见陆老师的生活是和学术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

出国之后，我虽与陆老师的联系没有
以前频繁，但是每一次回国我都去南京看
望陆老师，以及看望南大很多其他老师。 
而每一次陆老师都很热情地接待到家里
坐，问问我在国外的研究课题，让我讲给
他听。年过八十的他时刻希望自己紧跟着
科研的最前沿。

最后一次见到陆老师是2013年年底。
他仍旧住在南京大学汉口路的老楼里面，
房间陈设依然极其普通，巨大的书柜里面
装满着各种科学书籍。虽然有几年没见，
但是陆老师的工作强度一点也没有减弱下
来，见到我的时候他还在电脑前干活。我
们谈了我在国外做博士后的一些情况，以
及国内天文学的一些新的发展。聊天之后，
他和夫人还请我们一起在楼下的饭馆吃了
晚饭。临走时，陆老师送我一本他的新版
《物质探微——从电子到夸克》，在扉页
上面写上“送给马寅哲博士，请指正，陆
埮”。这么大的院士却写着“请指正”，
陆老师谦逊的品格可见一斑。

信笔写来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就是想
表达作为晚辈对陆老师的一种尊敬、一种
感激和一种缅怀。简单概括，就是他把毕
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他的
一生都与学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简练、
深刻、质朴、淡泊，这也就是陆老师独特
的学者品格和强大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最后，我只想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
遥望着天宇间，那颗闪烁着的“陆埮

星”，既是回忆，也是勉励。
（作者是南京大学物理学系 2006 届

校友）

人物链接：
陆埮（1932.2-2014.12），著名天体

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第五、六、七
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研究员。江苏常熟人，1957 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1 年起任南京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 年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2012 年，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将 91023 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陆
埮星”。

陆埮长期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教
学与科研，十分注重理论与观测相结合，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粒子物理、伽玛射线
暴、脉冲星、奇异星和宇宙学等多个方
面，提出和发展了多项新理论和新模型，
特别是伽玛暴和致密星理论成果有力推
动了高能天体物理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