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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科学】怀念吴承康先生

编者按：吴承康先生是我国著名高温气体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高

速高温气体动力学、低温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燃烧与能源科学等领域做出

了卓著的成就。2022 年12 月25 日，吴先生在北京不幸离世，但他的高尚品

德与学者风范永远留在后辈学子的心中。为了弘扬和传承吴先生所展现的中

国科学家精神，本刊将陆续发布力学所同志们撰写的纪念文章。

怀念吴承康先生

黄河激

西侧舷窗外酡红的晚霞如梦似幻、横贯地平，又倏忽散去，不复可见。

坐在从深圳返京的航班上，回想起去年四月申办第21届全国等离子体科

学技术会议时心里隐隐的期盼：如果吴先生和黄老师身体康健，可出远门，

一定请先生和夫人一起到广州南沙来参加力学所承办的这次大会。今天，大

会在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非常顺利、圆满地闭幕了。但先生却已经离开

我们几近一年。

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 

情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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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6年10月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潘文霞老师课题组工作

的。潘老师和孟显早早地为我安排好了办公地点——材料工艺小楼301号房

间。11月6日，第一天上班，我推开青绿色的木门，阳光洒落。潘老师告诉

我：这正是吴先生使用过多年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有朝东朝南的两扇大

窗，墙上的木质配电箱和窗机空调都曾是吴先生当时安装使用的。那天，潘

老师也领我去拜访吴先生。先生欢迎我到所里，并鼓励我要好好工作。

从那时起，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便一直有幸得到吴先生的关怀和帮助。

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不禁幡然心惊，似乎从第一次和先生见面甚至到现

在，我都并未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何其有幸，能跟随吴承康先生这样温文儒

雅的大家，学习、共事这么多年！

现在仔细回想，有许许多多和先生相处相交的点滴，汇在一起，似是细

雨润物无声，又似涓流荡涤身心。然而我一直是近情情怯的性格，害怕仔细

翻检过往细节，只愿远远感受着那柔和却永存的温暖，珍藏于心，却羞于与

人分享。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才动笔写下这些文字，纪念尊敬的吴先

生。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对这句话虽然有很多不

同的解读，但我更倾向于“要精益求精求知为学，要淡薄名利处世为人”的意

思。在我看来，吴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家。先生一生喜爱学习新知，专业学问

自不必说，其他领域也不例外。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帮吴先生“折腾”电脑，

软件、硬件一通捣鼓，每次都很惊讶吴先生对新软件的接受程度，只要有利

于提高工作效率，80岁高龄的先生都愿意学习、尝试，并能很快掌握、运用

自如。先生一生谦逊务实，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为机遇和微不足道的努力，从

不夸夸其谈。他在各种会议上很少发言，即便发言也都言简意赅、情深意

切。然而，当我们私下找先生请教时，无论是选题上的迷茫、理论推导的卡

壳、实验方案的选定，乃至生活上的困扰，先生却是滔滔不绝、不厌其烦，

总能以远见卓识拨云见日，引领我们不断前行。先生一生关爱提携后进，无

论是青年学子还是身边工作同事甚至服务人员，先生都是发自真心地尊重，

并为大家的每一分进步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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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性格内向，我对吴先生虽然满心尊敬、充满感激，但其实是疏

于问候的。然而，先生却是实实在在地惦记着我，让我至今感念。2015年，

吴先生提醒我在繁忙工作之余要主动放松身心，并推荐我听Susan Reed的

歌，说这是他和黄老师年轻时回国在船上听的，当时他们很喜欢这位年轻的

女歌手。2018年，我们在外场实验，中秋节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吴先生的邮

件，让我再次感受到先生的殷殷惦念。

吴先生的邮件让我何其惭愧！我自己疏于汇报，反而让先生挂念了；先

生对我，哪里还会有过意不去的地方，反而是我自己，才常感对先生过意不

去啊……

舷窗外夜空下的北京灯火璀璨。恍惚中，先生的琴声仍在天边宛转，先

生温暖的笑容宛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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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22 年吴先生在欧美同学会MIT 校友会上对新生的寄语

吴先生于1952 ~ 1957年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并于1957年

获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动力室、后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工作。2022年9月20日，吴先生发给孟显老师微信：“7月份，MIT校友会

聚会，送新生去新学年（现在年轻的归国校友不少，聚会有几十人）。他们

会长让我去讲几句话。我讲了十几分钟，其中大部分是讲不要受应试教育束

缚，要全面发展的意思。不知怎么有人把这一段弄成视频发上网了，我一个

侄女转给我了。我现在转给你看看，供参考。我想不要多传播了，但几点意

思可供学生们思考。视频好像把我讲话速度提高了不少，我讲话没那么快

的。我还讲了个如何对待逆境的例子（以前讲过的）。”这一段视频可能是吴

先生最后的公开讲话。视频中吴先生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讲了六点体会和

建议，体现了先生对青年学生的拳拳关爱。下文根据视频录音整理：

我们希望有全面的发展，那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

功，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确实是不变的真理。所谓基础，包括理论基础也

包括实验动手能力。就像我们MIT的校徽上，是一个脑和一个手两个方面。

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把学的东西用来解决问题。不然学了干什么呢？我

们应该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有的是实实在在每天遇到的世界上

实际的问题，也有我们科学的前沿、我们的新兴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解决问

题。这是我们学以致用的目标。

第三点，我们应该要有创新的思维，有独立的思考。我们不能认为书上

写的就是完全完美的、完全正确的，现有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我们不能有这

种思想。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想法。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怀疑一切，什么东西

都乱讲一通。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要在当时的理论基础、事实的

基础上，提出一些 新的想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来创造我们新的东西。

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培养锻炼我们自学的能力和习

惯。我自己也体会我自己在这方面有缺陷，也是受应试教育影响。真正的深

入的学问、真正的新的东西都是得自己学的，不是教授教给你的。教授给你

的是一把钥匙，把门给你打开。进去了，你怎么样子再深入，你怎么样子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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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新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学习、去自学。MIT有一条规定，就是课内1学时，

课外要增加2到3个学时。这一条我当时就没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就觉得我只

要听听讲课、做做习题，我考分很高就Pass了。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学到多

少东西。所以这一条自学很重要，是要一辈子坚持的东西。

第五点，就是要扩展我们的领域知识、人类兴趣的领域。这也是学校最

近做的、也是多少年来主张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现在世界上的科学技术发

展，也往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除此之外，尤其是还有一方面，好像有些

东西跟我们自己学的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学理工的，我们对人文科学、对

艺术、对其他的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吸收一些？当然不能样样我们都

来，但是根据个人的条件、个人的兴趣，我们还是要应该在我们自己专业范

围之外，再扩展一些学习的领域。这方面MIT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我现在知

道MIT有一个Course21，它里头有文学、历史、音乐、地理等等，还有好多

Program，有体育等其他的东西。所以MIT这个条件非常好。比如，MIT的

音乐教育是很有水平的，我当年也参加他们学生的交响乐团，教授都是特别

请的名教授。

第六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团队合作的精神和团队合作的技术技能。因

为现在的科学技术也好，其他也好，我们往往都不是单个人自己在里面奋

斗，而是要跟团队在一起。

这几点我们要是都能够投入功夫去学，那一定能有很好的发展。

（黄河激整理）

关于作者——黄河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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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从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到力学所工作，一直与吴承康先生同在一个

课题组，主要从事等离子体及其空天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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