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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岳韵恒先生传略

张景勋 姚 远 王都怀 顾向民

物理系

要

岳吉力恒先生 — 年
,

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
。

他精通法
、

英等

教种外语
,

早年 曾学习和工作在 巴黎大学研究室
,

在旋光研 究方面有重要的创造发明
。

他

学成 回国以后执教于 中法大学
、

西 北大学等校
,

并 以他广博的学识
、

严谨的学风教育和熏

陶 了几 代人
,

把 自己的毕生心 血 以 至 生命都奉献给 了祖 国
。

岳吉力恒先生在物理学研究方面
,

有着突出的成就
,

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

年代到

年代
,

他抱着科学救 国的信念赴法 留学
,

并以优异的学业和杰 出的创造发明为祖 国赢得

荣誉
。

岳先生在教育方面
,

身体力行
,

探索实践
,

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思想
,

是我国著名

的教育家
。

① 年代到 年代
,

他在主持西北大学校务工作期间
,

艰苦创业
,

呕心沥血
,

作 出了很大贡献
。

在今天庆祝西北大学创建 周年和重建 周年之 际
,

我们格外怀念这位

西北大学的创业者和先行者
。

岳韵恒先生经历了清朝
、

北洋政府
、

民国和新中国数代
,

他的一生向我们展示 了老一

代知识分子走科学报国之路的艰苦历程
。

岳劫恒
,

又名陋吾
、

鲁吾
,

年 月 日诞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一个书香门第
。

父亲

岳少农
,

曾担任陕西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

作为陕西省参议 出任北洋政府政事议理
。

由于深

感官府腐败
、

政治黑暗
,

自己又
“

无力 回天
” ,

他便愤然辞职返陕从事教育
。

岳劫恒从小在

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学习
,

特别喜欢钻研 国文和算术
。

岳吉力恒 以后 回忆说
“

我走 了研究学

术这条路
,

和父亲的训戒是分不开的
” 。

②

年 以前
,

岳劫恒居住在西安草滩区联合村
,

上过私塾 年至 年间随父母

在西安
、

北京等地居住
,

常常南来北往
,

生活很不安定
。

在北京居住期间
,

曾在北京师范

大学的附小和附中读书
。

年
,

他家在西安定居 以后
,

遂就学于西安市第三 中学
,

在校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

①张景勋等 近代教育家岳勃恒 《 高等教育研究 》 年第 期
。

②岳韵恒 《 自传 》 ,

年 月 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



尤 以算术
、

理化
、

英语等课程的学习成绩最为优异
,

连续 个学期均为全校第 名
。

据他

的同学姬德邻回忆说 岳吉力恒
“

在三 中求学时
,

勤苦过人
,

考试总是第
,

英语
、

数学
、

国文等程度不但是同班 中没有人敢与他比
,

即使全省同年级的学生
,

也没有听到过能比上

他的
” 。

乍
,

岳劫恒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

他学习非常刻苦
,

每天钻研书本
,

手不释卷
,

同学们说他
“

五分钟不看书就脑子疼
” 。

年
,

他 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并获学士学位
。

在校期间
,

他是共进社的积极成员之一
,

曾遭到北洋政府的缉捕
,

由于和父亲一起躲入天

津 日租界才幸免落难
。

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同年
,

岳吉力恒赴法国留学
,

在巴黎大学研究室一

边工作
, 一 边修完了巴黎大学本科生的全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

取得了优异成绩
。

他在国

外学习期间
,

生活非常节俭
。

从当时留下来的笔记和论文手稿来看
,

他为了节省纸张经常

一张纸作两张用
,

字写的极小极密
。

出国前
,

岳静恒只学习过半年法语
,

仅能懂得一般用

语
。

为了打通语言障碍
,

他一 回到下榻处就跟房东老太太学习法语
,

通过聊天方式掌握法

语的各种变化
,

终于能够熟练地运用法语
。

以后他谈到如何学习外语时
,

他说
“

最好的

方式是到生活中去
,

你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生动语 言
” 。

① 年
,

岳勃恒在巴

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

以后又在研究室工作 年
,

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

他

的博士论文题 目为《酒石酸几种复盐的实验研究及其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 》
,

是 由著名学

者
,

共同指导完成的
。

年
,

岳韵恒学成回国
,

在北平研究院任研究员
,

兼任中法大学 教 授 等 职
。

年
,

日寇入侵华北
,

北平危急
,

中法大学挽留岳韵恒继续任教
。

但他却辞职返回陕西
,

于

年 月和 年 月被西北大学的前身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先后聘为教授
,

并在 年担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
。

年
,

任西北大学教务长
。

西安解放前夕
,

在西

北大学的迁校和反迁校斗争中
,

他同其他师生一起抗拒国民党反动派的搬迁命令
,

终使西

北大学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岳韵恒先生被评为 一级教授 年
,

历任西北大学教务长
、

代

校务委员会主任
、

副校长
。

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
,

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

中国 自然

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
、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

中国民主同 盟 中 央 委

员
、

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
、

第二届全 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第二届全 国人 民 代 表大

会代表
。

尽管学校行政和社会工作极其繁忙
,

但他仍然在教学
、

科研方面做 出 了创 造 性

的成就
。

岳吉力恒在法国巴黎大学 留学和工作 年 、
,

为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

并以疽长光学和 射线分析著称
,

他在博士导师
· “ ”拓和 的指导下

,

对旋

光现象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

在 一 年间曾作 出两项发明
,

写出 余篇论文
。

他作出

的两项发明是 ‘ 含铝合金之利用旋光现象分析鉴定法 氛酸澎蚀玻璃之旋光

①根据岳忏先生回忆记录
。



性研究法
。

他写成的 多篇论文 中主要的有 《牡盐对酒石酸的作用 》 年
,

《铝

盐对酒石酸钠盐的作用 》 年
,

《氟酸之浸蚀玻璃之光学研究 》 年
,

《几

种酒石酸导 出化合物的晶体研究 》 年
。

这些论文刊登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法国《物

理学报 》
,

《物理化学学报 》
、

法国《科学院周报 》等杂志上
,

其中有 篇论文
,

英 国的

《科学文摘 》杂志作了专 门的摘要介绍
。

他的博士论文题 目为《酒石酸几种复盐的实验研

究及其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 》
,

这篇论文刊登于 年的法国《物理化学学报 》上
。

他的

博士论文和他所发表的其他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

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他在

当时所做 出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具体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他发展了 的连续变

化法
,

为之赋予新的方法和 内容 旋光法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在络合物方面的研究方

法上属于首创
,

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他所创造的研究方法在现在已经得到

了广泛地推广和应用
,

已成为分子结构研究上普遍使用的方法
。

现在
,

有好多学者在作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时
,

仍然使用他的方法和参阅他的论文
。

年
,

他从法国回国时
,

就由中法大学资助预先购置了先进的旋光仪带回国内
,

打

算继续进行旋光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

但当时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
、

当

时的工业基础
、

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使得他专 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想法难 以实现
,

国民

党反动政府腐败统治
、

日寇的侵略
,

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在客观上使他无法进行

科学研究 在当时他还产生 了一种错误的认识
,

认为
“

专门科学的研究是富裕国家才应当

开晨的 ,

像我们中国实在不必 但不妨有极少数人做一些研完工作
,

在国外有 名 的 杂 志

上发表几篇论文
,

表示我们 中国也有能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
,

给 国家装装门面
” 。

①他的

这些想法确实是极其错误的
,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意识的反映
。

由于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
,

影响到他一度主观上没有努力去创造条件
,

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年建国后
,

在党的教育下
,

他对上述错误思想有了认识
,

进行了 自我批评
。

特别

是 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
,

使他更加认识到在高等学校
,

特别是在综

合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

他在 年的一次讲话 中讲道
“

为了迅速把我国的科学

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
,

为了培养科学上的新生力量
,

扩大科学工作者的队伍
,

高等学校负有

比科学院更为重要的责任
·

。

因而在高等院校 中
,

教师首先要认真地胜利地完成教育任务
,

同时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

这两项工作是统一 的不是对立的
,

是相互配合的不是相互矛盾的
。

⋯ ⋯仅仅满足于教学任务的完成 而不参加科学研究
,

对问题难以深入了解
,

不 能 真 正 掌

握科学工作的方法和理论
,

也就不能提高教师的学术水亚和教学质量
。 ” ②在提高认识的

基础上
,

在党组织的支持下
,

他又
“

重理旧业
” ,

从 年开始恢复了他的科 学 研 究 工

作
,

首先从中国科学院北京物理研究所运回了他过去带回的旋光仪
,

他带领青年教师
,

亲

自动手抓紧筹建实验室
,

亲 自动手安装
、

调试实验仪器 其次是纽织和培养科学研究的队

伍
,

系上为他配备了助手
,

学校为他招收了研究生
,

由他指导和培养 并和化学系的教师

合作开展研究工作
。

他首先利用氧化钨和酒石酸组成胶体络合物
,

用旋光法研究这种胶体

络合物的旋光性质
,

得到几种酸强度的比较
。

他认为要得到各种酸强度的比较
,

必须在比

①岳韵恒 《 自传 》 ,

年 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

②岳韵恒 《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 》 , ,

年在西安航空学院的 讲话 现

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



较过程中使酸的强度不发生改变
,

即要用静力学的方法
。

而他应用旋光法所得到的结果和

静力学方法是一致的
。

接着
,

他和刘源发等人合作
,

根据连续变化法原理
,

利用旋光法和

电位滴定法测定了酒石酸及其盐类和氯化铁形成的络合物的组成
,

并对它们的反应情况作

了深刻分析
。

用电位滴定法肯定了旋光法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的正确性 , 并用旋光法探明铁

和酒石酸组成的络离子具有两个竣基
,

这是用新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
,

填补了 当时国内的

空白
。

之后
,

他又指导同增发
,

仍利用连续变化法
,

测量了酒石酸酞胺和酒石酸跳胺酸的

旋光度
、

吸光度和折光度
,

确定了这些络合物中酒石酸根和醇根的相互作用
。

他还利用连

续变化法研究了铜
、

镍
、

钻 和酒石酸组成的络合物的光学性质
,

并用此确定了各种

络合物的组分比和它们存在的条件
。

这一时期他与合作者及研究生等先后 写成 篇论文
,

其中包括 ①酒石酸一氧化钨组成胶体在强酸影响下的转变 几种酸强度的比较
,

西北

大学学报 》加 一 页 ②铜与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
,

《西北大学

学报 》地 一 页 ③酒石酸和铁盐的络合物旋光法和 电位滴定法的比较研

究
,《西北大学学报 分协 一 页 ④二价镍和酒石酸类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

究
,

《西北大学学报 》恤 一 页 ⑤连续变化法一研究溶液 中的络合物组成和稳

定度的一种新方法
,

《科学与技术 》地 一 页 ⑥钻和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

学研究
,

《西北大学学报 》犯 一 页 铜与酒石酸酞胺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

究 ⑧二价镍与酒石酸及酒石酸酞胺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
。

⑦⑧两篇发矛在《中国物

理学会 年论文摘要 》上
。

他的科学研究工作虽然只进行了二三年
,

但在所研究的领域

中取 得了很 大的成 就
,

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工作
。

年庆祝建国 周年前夕
,

徐光宪教

授在《科学通报 》上发表文章总结化学
、

化工方面的研究工作时
,

对岳韵恒先生的研究工

作做 出了高度的的评价
。

徐光宪在文章中写到
“

建国以来
,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

导下
,

己经开辟了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新领域
。 ” “

在络合物的光学研究方面共 有 篇 论

文
,

大部分是用连续变化法来决定络合物的组成
,

其中以西北大学岳劫恒等所做的工作比

较成一系统
。

他们选择了旋光度
、

光密度和折光度作为具有加合性的物理性质
,

研究了酒

石酸和铜
、

镍
、

铁
、

钻 等金属离子的络合物
。 ” ①

岳青力恒先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能够作出卓越的贡献
,

除了他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渊博的

知识外
,

还由于他有正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
。

首先
,

他坚持科学研究的选题要密切联系实际
,

为发展生产服务
,

解决生产建设所急

需解决的研究课题
。

他所进行的终合物的旋光性研究工作就是国民经济建设中 的 重 要 课

题
,

对于提取裂变物质铀
、

提取稀有元素
、

测定大分子的物质结 构 有 着 极 为 重 要 的意

义
。

他当时曾想到我国稀有金属比较丰富
,

进行这种研究工作会对开发利用稀有金属的 自

然资源作出贡献
。

以后他又得知西北地区石油资源丰富
,

想应用旋光法研究石油
,

为石油

生产做些工作
。

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
,

病魔 己夺去 了 他 的 生

命
。

他还主张对基础理论和长远研究的课题也不能忽视
。

第二
,

他认为
“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 ” “

这是完

成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
,

缺乏这两个条件
,

绝对不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建树
” 。

他指出

①徐光宪 关于在我国开展络合物化学研究的一些意见
, 《 科学通报 》 一 页

。



。

在科学研究工作过程中
, ‘

大胆假设
,

小心求证
’

的错误路线要坚决地加 以批判
。

一项

结论的提 出
,

必须再三审慎
,

在正面 以外
,

还应当有旁证
,

有反证
。

在结论的引伸和应用

匕 就是极为细微的和事实不相符合的地方
,

也一定要追究到底
,

必要时将对原来的结论

做出修正
,

以至完全放弃
。 ”

①

第三
,

他主张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

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

论 》和 矛盾论 》以及马列主义的哲学进行认真地学习
,

对唯物辩证法有较深的体会
。

坚

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

例如
,

他 曾讲到 在研究
“

工作的开始阶段
,

要从简

单的情况入手
,

尽量减少掺杂的各项因素
。

基本规律明确之后
,

再逐步考虑附加的条件
,

由简到繁
,

由粗到精
”

② ,

就是应用辩法法分清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对客观 二现律的影响
。

第四
,

他认为
“

在科学研究 中
,

必须有顽强
、

细密和穷追的精神
。 ”

他指 出
“ ‘

科学

事业上没有平坦的道路
’

的格言
,

在科学研究中更为切合实际
。

在科学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

绝对不会一帆风顺
,

达到 目标
。

无论在理论的推演或实验操作中
,

必不可免地要遇到一系

列的困难
。 、

二 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挫 了勇气
,

必然不能攀登科学的高峰
,

因而顽强的精神
,

是进行科研所必不可少的
。

科研又是非常细密的工作
,

在工作过程 中
,

任何细微的节 目
,

都要给 以充分的注意
,

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发现是 由工作中细微 而且在某种程

度上是意外的事件引起的
。

观察不细密
,

就不能观察出这些意外的事件
,

给它们以正确地

处理
,

因而引导到新的发现
。

因此
,

工作中细密的精神
,

是进行科研必备的品质
” 。 山 对

于细密的观察
,

他举例说
“

我 自己去做旋光现象研究时
,

以氟化锑和酒石酸作用发生下

列变化
一 》

表示 一 一 一 此项溶液经试验其旋光度以后
,

隔 了 几 日
,

又重新作原来 己配好溶液的旋光度
,

结果突然发现差别很大
。

经分析观察始知 道 是 溶 液

的玻璃瓶子
,

前后 的质料不同
,

上边反应放出的氟酸可以浸蚀玻璃
,

其变化可以表示如下

一叫卜 。

若玻璃含有
、 ,

或 则必须有反应
。 , , 争 。

。

一一卜 。

等
。

此项反应有快有慢
,

而取决于玻璃之质料
。

反应速度既然不同
,

复盐 的 生成

速度也不同
,

因而旋光度随之发生改变
。

利用这种结果
,

我们可以用光学方法研究玻璃抵

抗氟酸的情况
。

后来推广为研究含铝金属对于碱类浸蚀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 ”

④
“

穷追的精

神
,

就是工作要深入
,

对于一项问题
,

必须把事物的本质和它的规律彻底搞清楚
。

这样才

有可能扩大科学知识的范围
,

也才有可能把研究工作的成果
,

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
。

缺乏

深刻的钻研
,

浅尝 而止
,

这 一类的研究工作
,

在科学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 ”

⑥

第五
,

他主张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进行集体协作
,

集中大家的智慧
,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①②③⑤岳劫恒 《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 》,

年在西安航空学院的讲话
。

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

④岳劫恒 《 如何开展物理方而 的科学研究工作 》 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向题
。

他 指 出
“

在高等学校每一教研组中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题目
,

集中力量
,

研究互

相关联的若干问题
,

无论在人力或设备上均比较容易安排
,

有困难也容易解决
,

老教师着

重理论性的指导
,

年青讲
、

助有更充沛的体力和观察能力
,

应当多做具体的操作和调查工

作
。

在工作中进行切实的指导与合作
。 ” ①在另一次讲话中

,

他又指出
“

我们当前在科

研工作中常感到难 以展开讨论
。

感觉到
‘

同行
’

太少
,

就是因为从事同一范围的研究工作

的人不多
。

总的方向确定之后
,

参加工作的教师
,

应当结合 自己的专长和爱好
,

各选择一

项小题 目
,

分工合作
,

互相协助
。 ” ②他把物理系

、

化学系的部分教师组织起来
,

跨系合

作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就是集体协作
、

发挥 大 家 智 慧 的 典 型 事

例
。

岳劫值先生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
,

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特别是在

今天
,

对子我们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

济建设
”

的正确指导方针
,

为发展我国经济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具有现实意

义
。

岳吉力恒先生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

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

岳劫恒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
,

曾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政治活动
。

当时
,

映西旅京

学生组织了一个政治性团体 —共进社
,

岳吉方恒担任这个组织的会计工作
。

他与李子洲
、

魏

野畴
、

刘天章
、

杨晓初
、

杨克强等进步同学结为知己
,

还有他的同班同学邓文辉 和李大钊

一起遇难
、

张仲超
“

三 一八
”

死难烈士 等
,

常常在一起谈论国 家 前 途
,

截在一

起参加北京的各项学生政治活动
。

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
,

青年岳的恒逐渐走向 了 进 步 之

路
。

年
,

共进社被奉派军阀摧残解散
,

他也因此遭到缉捕
。

岳韵恒先生深感政治黑暗
,

思想上受到很大压抑
,

但他相信科学能够救 国
,

遂走上了学术之路
。

以后他远涉重洋
,

赴法

留学
,

学成回国后 即全身心地投入振兴 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事业之中
。

岳先生回国后任教的第一所大学是用清朝赔款创办的中法大学
,

该校规定教学必须使

用法语
。

他对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的这种奇怪规定非常反感
,

便坚持在 自已的课堂上用国

语讲授
,

为此多次与校方发生争执
。

日寇入侵华北后
,

中法大学不愿迁往内地
,

岳先生也

不愿留在北平为 日伪政权服务
,

便愤然辞职返映
。

这些都是岳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

岳静恒先生一度也 曾受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拓的鼓动
,

想申清

加入国民党
,

这反映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波动
。

但他后来
,

对国民党愈来愈感到失望
,

便

采取了对 国民党不附和的态度
,

而把新的犷 摄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

在学校工作中
,

对进

步学生持同情爱护的态度
。

年
,

西北大学学生为反对 国民党反动派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时
,

有些学生被捕
。

岳先生竭尽全力周旋解救
,

并且为一些被当局无理开除的学生进行辩

①岳韵恒 《大力培养科学研究人才
,

迎接 日益开展的科学事业 》 年 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

②岳劫恒 《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 》 ,

年在西安航空学院的讲话 现存

西北大学物理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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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

争取他们重新返 回学校
。

在又一次学运中
,

著名学者
、

西大校长马师儒的次女在北京

参与学运组织工作
,

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

她逃到陕西后继续参加西北大学学运
,

被胡宗南逮捕
。

岳先生为此多方活动
,

终以知名人士的身份
,

与马师儒一起联名保释其出

狱
。

在学运后期反动派大逮捕时
,

长子岳忏曾在家中掩护过进步同 学
,

岳 先 生 对 此 也

表示默许
。

他的一些学生回忆说 岳先生常常和进步学生在家中谈论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

事
,

教育学生们要热爱祖国
,

关心祖国的前途
。

年
,

西安解放前夕
,

国民党政府命令

西北大学南迁
。

岳先生对此持反对态度
。

他和杨钟健校长及全校大多数师生一起与前来监督

迁校的胡宗南代表进行巧妙地周旋
,

终于取得 了反迁校斗争的胜利
。

年 月西安解放
,

西北 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列队进城欢迎解放大军
。

岳韵恒也为

此感到非常高兴
,

尤其是他还见到了不少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不通消息的进步朋友
。

从此以

后
,

岳韵恒先生的思想有了极大转变
。

解放后
,

党和政府对他非常信任
,

让他担任西北大

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

为新中国建设出谋献策
。

从解

放之年起
,

岳先生参加了西安市的历届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
,

经常列席参加西北大

区军政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各种会议 年被推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西安

市人 民委员会委员 年被推选为全 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年被选为全 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

在此期间
,

他参加 了 年的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 参加 了 年的人民解

放军慰问工作
。

岳先生回忆说 在这些活动中
, “

各级领导同志的报告和来自各方面代表

的发言
,

无论在政策法令的体会上
,

处理问题的方法上
,

都对 自己有很大帮助
,

对 自己政

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 。

①

年至 年间
,

岳韵恒先生曾几次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

在 年 月 日的入

党申请书中写道
“

解放六年以来
,

我参加 了各项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
,

学习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理论 政治思想水平有所提高
,

深深地认识到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推翻封建主义势

力和帝国主义压迫
,

逐渐消灭剥削和贫困
,

走 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

一切完全要归功

于党
。

党过去在民主主义革命中
,

引导我国人民走 向胜利
,

党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

共产主义事业中
,

必然引导我 国人 民走向更大的胜利
。

我 目睹国家的新气象
,

欢欣鼓舞之

余
,

信心倍增
,

愿意在文教和科学工作 中
,

贡献 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

如果能在党的直接教

育下进行工作
,

当能更进一步锻炼 自己
,

督促 自己
,

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

为共产主

义奋斗到底
” 。

①

在新的时期
,

岳韵恒先生对党的文化政策有着很深刻地理解
。

他说
“

民忿文化的形

式是应当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文化
,

要根据我 国目前及 以后 的需要
,

取其适用之精华
,

摈斥

其不适用之糟粕
。

对于 自然科学我们要大部分吸收
,

对于社会科学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与社

会现实情况加 以选择
、

修改
,

全盘西化绝对不可
,

同时要推崇本国文学
” 。

①虽然经过了

数十年
,

但这些见解仍对我们具有一定 的启发
。

岳劫恒先生一生辛勤工作
,

承担 了繁重的教学
、

科研
、

行政和社会事务
。

他常常废寝

①岳吉力恒
②岳劫恒
③岳吉力恒

《 自传 》 ,

年 月 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

《入党申请书 》 ,

年 月 日 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对于新民丰主又下大学教育之管见
, 《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 ,

国立西北大学出版组

年 月 日
。

丈



忘食
,

昼夜不淳晚工作
,

连 详假 日
一

也很少休息
,

以致积劳成疾
。

年 月 曾诊断出他患有

严重的心血管病
,

但他瞒着家属和同志把检查结果锁进抽屉
,

继续坚持工作
。

年 月

日
,

岳劫恒先生在校务工作扩大会议上发言时
,

突然脑溢血碎发
,

经全力抢救无效而过

早地离开了我们
。

按照他生前的遗愿
,

中共陕西省委追任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

岳幼恒先生逝世以后
,

《陕西 日报 》
、

《西安晚报 》
、

哎人民 日报 》
、

新华社陕西分

社先后发表了岳先生逝世的消息
。

全 国人大常委会
、

民盟 中央
、

教育部
、

北京大学等很多

单位和个人发来了唁 电
,

西北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 了隆重的追掉会
。

正如周培源教授

所说 岳勃恒 的逝世
, “

这是教育界及物理界的极大损失
。

解放 年来
,

吉力恒同志真诚地

接受党的领导 积极提高阶级觉悟
,

忠心耿耿地为人 民教 育与物理学事业努力工作
,

做出

显著成就
,

最后并找到了光 芡的归宿
。

他为知识分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卞义的道路
,

树立了 良好榜样
” 。

①

岳吉力恒先生学贯 中西
,

造诣极深
,

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

也还是一位杰出的教

育家
。

他 以广博的学识
、

严谨的学风
,

教育和熏陶了几代人
,

尤其是在重建西北大学的历

程 中
,

他与西大同命运共患难
,

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

他对祖 国
、

对人民
、

对科学的深沉

热爱和无私奉献 他真诚坦荡
、

谦虚可亲
、

勤奋好学
、

海人不倦
、

艰苦朴素
、

勇挑重担的

人品和作风 他执著地追求真理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 是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

念的
。

岳劫恒先生身上集 中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很多优秀 品德
,

确不愧为我们教育工

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学习 的光辉楷模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

得到了岳韵恒先生的同学严济慈教授 长子兵件副教授 学生张庆篙教授
、

陈

运生教授
、

王诺副教授
、

杨蓓塘副教授
、

雷印生副教授
、

赵鲁卿副教授
、

昊震副教授 同事刘致和教

授
、

王昭洲先生
、

云学宾副编审等人的大力协助
,

并承蒙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
。

张庆篙教授
、

岳忏副教

授和陈岳副编审协助审阅了全文
,

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

对以上先生所给子的指导和帮助
,

在此深

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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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培源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和他本人给西北大学的唁电
,

年 月 日 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