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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 1933 年开始从事高等
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山大学、广东
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
院、暨南大学任职、任教，1952年
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1958年王
越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协助陶
铸校长，肩负重建暨南的重任，使
暨南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
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颓龄皓首
镜中看，百载沧桑岁又阑。表里山
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
2003年，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
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
一生。

爱国书生教书育人，
并走上革命之路

1903年 12月，王越出生在广
东兴宁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
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
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
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当
时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的教
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
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
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
路。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
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生活，
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
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援饥援溺
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他的
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

1926年起，王越先后在梅县
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
1930年至 1933年先后在燕京大
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的多位名师指导下从事教育心理
学和国学研究。1931年撰写了《人
格测量》一书，这是他早年从事教
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至 1946年，王越先后
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
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
教授。他目击时难，对日寇的野蛮
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

败，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
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阅读
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
步青年，并不顾个人安危从国民
党监狱中营救了十多名地下党员
和进步学生。

抗战胜利后，王越任中山大
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惧反动
政府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
领导中山大学师生罢教罢课，进
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
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
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
整，以期符合新时代之要求。他善
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
才，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

“暨大最需要的时候，
我不能置身事外”

1958年，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
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经上级任命，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
被陶铸从中大“挖来”任暨大第一
副校长，王越受命组建暨大，为暨
南大学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广州重建暨大，犹如在白
纸上画图，又逢“大跃进”时期，其
艰难可想而知，学校办学条件差，
基础薄弱，根据陶铸校长的意见，
学校成立了建校委员会，由当时
广州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
副校长是副主任委员之一。当时
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
劳动，忽视文化课的偏向。1959
年，暨大领导班子提出：“学校工
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王越强调，
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
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
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梁

奇达、史丹等校领导身先士卒，挑
泥巴、运砖瓦，带领师生员工利用
课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两个月
的时间挖出了一汪风光迤逦、垂
柳依依的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暨
南校园中最令人流连的风景，暨
南校友汪国真就曾在湖边沉思、
写作诗歌。暨大还于 1963年成立
了董事会，在当时，暨大是设立董
事会的唯一一所内地大学，至
1966年，暨大发展成为一所初具
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进入

蓬勃发展的阶段。
暨大在文革中被迫停办，王

越改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
任，主要任务是组织若干教授从
事翻译工作，协助高等教育部编
写教育大辞典，王越在此期间与
人合著中国教育史。这段时期暨
大的教师散落各处，不少人认为
前景不乐观，但王越坚信总有一
天暨大能再铸辉煌。

1978 年春，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恢复暨南大学，75岁的王越
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尽管是高
龄老人，但王越还是满腔热情投
入工作，住在校外的他每天徒步
走到暨大，参加会议、深入基层、
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为了引进
人才，他四处奔走、“三顾茅庐”，
感动和争取了许多知名教授学
者来暨大工作，如暨大医学院创
办者、药理学家罗潜，骨科学家
邝公道，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
师晦等。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曾
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王越道：
“老校长最为令人心仪的，是他那
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
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让人可亲
可敬的人格魅力。身为副校长，他
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
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
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
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
忠厚的长者。1978年暨大复办时
让老校长去动员那些在‘文革’中
伤透了心的教师们回暨大，有不
少老教师回来了。我想，这恐怕也
与王校长的这种人格魅力的影响
有不小关系。”
在 2006 年暨南大学百年校

庆时，年逾百岁的王越谈起当年
复办，深情表示：“暨大当时是白
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
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
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一语道尽
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和人
格风范。

大讲堂

自日本 9.0级大地震诱发福岛核电站危机以
来，核泄漏、核辐射、核安全、核恐慌……众多以“核”
为关键词的讨论声浪，在人们心中卷起层层阴云，
乃至流言四起，甚而有人担心起毁灭性的核爆炸。

借用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作品《当我谈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的书名，我们不妨自我发问，当我们谈
论“核”时，我们究竟谈些什么？原子核，对大多数人
而言，依然既熟悉又陌生。

日前，南开大学举办科普讲座，院士专家先后
登台为学子和公众“科普解惑”。

9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
泮文登上讲坛，以“核辐射离我们有多远”为主题，以
化学家的眼光和视角，深入浅出地介绍核知识，并
解析福岛核电站危机中的重重疑云，以期揭开包裹
在“核”之上的神秘面纱。

细说核裂变：
微小反应的庞大效应

申泮文从原子核裂变反应所需的基本元素铀
说起。铀是元素周期表中第 92号元素，意味着铀
原子核内有 92个质子。这个在自然界中能找到的
最重元素，天然存在着三种同位素，占 0.0056%的
铀-234，0.718%的铀-235以及 99.27%铀 -23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德国工作的奥地利女
科学家迈特纳与其老师奥托·哈恩等人发现了原子
核裂变反应，其中包括铀 -235与一个中子相撞之
后裂变为两个原子的现象。
铀 -235发生裂变，必须吸收一个运动速度

较慢的中子，让它慢慢地“溜”到原子核中。生成的
铀 -236不稳定，立刻就分裂成两个原子。92号元素
铀的分裂过程中，包含几个重大问题。
首先，铀 -235分裂成质子数之和为 92的两个

原子，变成两种元素。例如，可以分裂成钡（Ba，质子

数 56）和氪（Kr，质子数 36）；氙（Xe，质子数 54）和锶
（Sr，质子数 38）；锑（Sb，质子数 51）和铌（Nb，质子数
41）；碘（I，质子数 53）和钇（Y，质子数 39）等等。而这
些元素的同位素，通常具有放射性，有的放射寿命很
长，有的则较短。媒体中提到的碘 -131，就是裂变之
后产生的一种放射性很强的碘同位素，会对人体造
成放射性污染。
其次，裂变产生的两个新原子核，其质量之和少

于原来铀 -235的原子核质量，质量亏损将转变为
巨大的能量。依照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其产生的能
量相当于化学反应热的百万倍。由此，“裂变能”成为
原子弹的基础，也是原子能裂变反应堆放热的依据。

同时，在裂变反应中会产生 2到 3个多余中子，
经过一定控制，将其速度减慢后则又可以“钻进”铀
-235原子核中。这样一来，就将引发原子核分裂的
“链式反应”，又叫“雪崩式反应”。这同样是原子弹所
必需的条件。而对核电站而言，则需要控制中子，用
控制材料“吃掉”中子以减少“链式反应”，从而产生
稳定的热量，这是原子能反应堆的基本原理。
除此之外，核裂变反应中会产生辐射，为了不让

放射性裂变材料飞逸出来造成污染，因此核电站的
整个反应堆都必须密闭。
申泮文在讲座中提到，他对原子核裂变反应的

关注，始于 1945年 8月美军在日本上空投下的两颗
原子弹。
原子弹的威力震惊了整个世界。因核裂变反应

的发现对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诺贝尔评奖委员会
在 1945年 11月 15日宣布，将 1944年诺贝尔化学
奖授予德国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哈恩，而犹太人
迈特纳则未获提名。申泮文介绍说，科学界没有忘记
迈特纳，1994年，国际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通过决议，将第 109号元素命名为Meitnerium，以纪
念核物理学家迈特纳。

拆解核电站：控制系统是要害

二战结束之后，各国渐次开始对原子能和平利
用的探索研究。利用核裂变能量发电，是迄今最为重
要的利用方式。申泮文打开一张“压水型原子裂变堆
示意图”，解释核电站的核心结构部件及其运行原理。
由安全壳包裹的燃料棒、控制棒、重水、冷凝器、

水泵、蒸汽与冷热水循环系统等，构成反应堆的“核
岛”。
熔点高达 2800摄氏度的二氧化铀经高温、高压

熔接形成铀棒，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棒。其中所含
铀-235是经离心机等装置特别提炼浓缩而成，二氧
化铀仅占到整个铀燃料棒的 3%到 4%。铀 -235发生
核裂变反应，产生核电站发电所需热量。

在反应堆中，控制棒是“吃”中子的材料，通常
由金属镉或者硼的合金制成，通过对中子的吸收来
控制核裂变“链式反应”的速度，从而稳定释放“裂变
能”。在福岛核电站危机发生后，日本方面通过直升
机向反应堆喷水的同时喷撒硼酸，正是试图用硼自
然吸收中子。

核裂变产生的能量需要被水吸收，从而转化为
水蒸气携带的热能。由此，燃料棒、控制棒和水，均
被耐高压材料金属锆制成的外壳，密封在反应堆
“核芯”内。这样构成的一个“锅炉”，需要由控制棒操
纵机将水蒸气温度保持在 300摄氏度，实现自动定
温控制。另一方面，300摄氏度的水蒸气在密闭壳内
产生的压强将接近 86个大气压，这成为反应堆的
风险之一。
“压水堆”类型的核反应堆，水在其中充当传热

介质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作为中子的“减速
剂”。中子与水中的氢原子质量相当，二者在碰撞中
可以使得中子变慢，进而得以被铀 -235吸收持续
发生链式核裂变。

在自成体系的反应堆“核芯”之外，则是一整套
由水泵控制的水循环系统，通过热量交换最终带动
发电机发电。水经过热交换器和冷凝器等装置，循
环往复带走反应堆中不断产生的“裂变能”。

至此，控制棒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核裂变反应增多导致温度升高时，控制棒自
动伸入燃料棒之间吸收中子；而当温度降低，控制
棒则自动拉出，以增多核裂变反应的发生。

申泮文说，在整个核反应堆系统中，放射性物
质都被滞留在封闭安全壳内，所以核科学技术专家
认为核能为清洁能源是正确的。

随后，申泮文指出整个核电站的体系中，存在
着三个要害部位。

首当其冲的要害，是控制棒的自动控制系统。
如果无法操纵控制棒，中子会不断“繁衍”，不断的核
裂变反应就会持续生成热量。所以，控制棒是反应
堆的“心脏”。

其次，热量交换过程中，循环系统的两个水泵
也是整个系统的要害。申泮文形象地比喻到，如果
两个水泵停止工作，那就相当于人的“肠梗阻”，不能
把热量载运出来，那就麻烦了。

分析核危机：
洒水挡不住“中子造反”

申泮文指出，核电站能否安全运行有三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科学技术基础是否正确，二是规章制
度是否严密，三是管理是否合理。而在危机发生之
时，则需要找准并及时扑救关键险情，以防止灾难
的发生。
申泮文分析说，地震发生之后福岛市的电网瘫

痪是引发核电站危机的第一因素。反应堆控制棒的
自动操控系统和水泵，都要依靠电力带动，而地震引
发停电之后，核电站的备用电机据称均被海啸冲毁。
直至地震发生后的第九天，才最终接通电缆。
核电站反应堆不断升高的温度，表明控制系统

确实完全“失控”。中子在不断“繁衍”，铀 -235的核
裂变反应也在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水循环系统遭
到破坏，使得热量无法从“核芯”中被带出。
在这种情况下，申泮文指出最紧要的就是让中

子“繁衍”停止下来。对于因停电而无法运转的自动
设备，申泮文认为“凡是自动化的东西，都应该有手
动部分”，应该想办法手动解决控制棒的操纵，从而
让中子不再生成。
因停电导致的水泵无法工作则是另一个关键问

题，这使得整个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无法将冷水
注入循环系统。“其实可以用柴油发动机带动马达，
尝试把冷水打进去。”申泮文说，如果这个方法也无
法实现，则说明在设计上存在缺陷。
在申泮文看来，福岛的核危机持续很久未能

解决，暴露出了很多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他认
为用飞机洒水等方式来处理，是不能解决“中子在
里面造反的”。
而对于发生氢气爆炸的原因，申泮文根据自己

掌握的有限资料分析认为，从化学角度讲，随着温度
的不断升高，1000摄氏度以上的水，就会自发分解
为氢和氧。加之金属氧化物和锆壳的催化作用，也降
低了水的分解温度。同时，密封壳内的压力随温度升
高而不断增强，因此有可能安全壳被爆出了一个小
口，氢气随之外泄，在降温过程中与氧气自发结合便
会产生爆炸。

点评核恐慌：切勿“庸人自扰”

随着福岛核电站几台机组先后传出爆炸声，人们
对发生核泄漏的担忧也不断加重。恐慌情绪的蔓延，

让部分地区公众出现抢购碘片、碘酒、碘盐等行为。
针对吃碘片可以防辐射的说法，申泮文强调这

并不完全正确。争抢碘片、碘盐等含碘商品的逻辑
是，人的甲状腺需要碘，为了防止核裂变后产生的
碘 -131这种放射性碘被人体吸收进入甲状腺中成
为一个放射源，因此，可以服用碘片使得甲状腺中
的碘达到饱和，饱和之后，放射性的碘 -131就无法
进入人体。

500克食盐中仅有 15毫克碘化合物，要想通过
吃盐的方式让甲状腺中的碘得到饱和，则需要吃 6
公斤盐。“其实海水中的海带、鱼虾等水生生物都有
碘，甚至海风中也有碘。平常的食物、空气、土壤中也
都含碘。”申泮文表示，我们人体内并不缺碘。
申泮文强调说，碘仅仅是核裂变产生的众多放

射性元素中的一个，还有锶和钡等其他元素同样具
有放射性，如果被人体呼吸进入身体，有可能附着
在骨头中成为放射源，如此一来造成的伤害将会更
为严重。
对于人们因日本核危机产生的恐慌，申泮文希

望大家放心，切勿“庸人自扰”。
他呼吁大家以此为鉴，希望我们的核电站从此

次日本核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联合专家一起研究
分析真正的问题根源，并及早采取防御措施，避免
将来犯同样错误。
申泮文在讲座最后表示，因为福岛核电站的很

多实际情况尚不明朗，他只希望个人的分析能够与
大家交换意见，以使此次事件为我们的核电站发展
留下镜鉴。

渊本稿件未经申泮文本人审核袁郝俊/整理冤

108岁教育家王越：

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
阴彭梅蕾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高校规
定，在校研究生必须发表一篇与
本专业相关的论文，甚至有的学
校还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两篇或
者三篇论文，否则不准毕业。关于
研究生毕业是否实行与发表论文
挂钩的制度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进行的调
查显示，65.3%的人认为硕士生的
素质和学术水平并非只能靠论文
来体现。53.1%的受访者指出，既
然这一制度造成了诸多弊端，还
不如取消硕士生必须发表论文的
硬性规定。笔者认为，硕士研究生
发表论文的规定是该取消了。

要求研究生都发表
论文不切实际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后的教
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
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
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
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
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也规定，硕士研究生
“应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这两个条例
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
阶段时制定的，在精英教育阶段，
研究生数量少且是国家的重点培
养对象（如 1990年全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为 3.4%，在校研究生数
量为 9.3万人），研究生教育培养
的是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能力的人才，因此规
定在读研究生发表论文是合理
的。
本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进

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研究生教育
发展迅速，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
据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

育发展规划纲要》表明，2009年全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24.2%，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已经达到
140万人，高校已经不可能培养这么多的学术
型、研究型人才，我国也不需要这么多学术型、研
究型人才，大多数高校转而培养知识较广、有一
定研究能力的应用型研究生，如教育类研究生毕
业后多数人从事大学辅导员工作、管理工作等。
但是，很多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方式没有变，
仍然按照精英教育培养模式要求硕士研究生发
表论文。这是不合时宜，也是不现实的。

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只有 1000余种，按每
本期刊可以发表文章 20篇、每月出一期来算，其
容量可供 1 年发表论文 30 万篇左右，“僧多粥
少”的学术期刊市场已经形成。况且很多专业领
域的核心刊物只接受知名专家、学者的文章，加
上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学术期刊成为稀缺资
源，研究生们发表论文简直难于登天。

强制发表论文的危害性

本来硕士研究生应该具有宽广的知识面，要

将主要精力放在阅读相关理论知识和进行学术
研究上面，而强制发表论文的硬指标使研究生忙
于应付“发表论文”，没有时间阅读，没有精力搞
研究，进而影响了研究生质量的提高。
另外，强制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迫使研究

生们为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急功近利，弄虚作
假，论文的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导致高校内
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同时，这一规定的存在使不少
研究生转而投向花钱发表论文，这不但浪费了公
共资源，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学术界的公平和诚信。
实际上，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并没有法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
意见》都未对研究生发表论文作任何规定，这种
高校的“自主决定”实在是令人很无奈。
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评判权不在自己导师

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以收取版面费为目标的
期刊杂志编辑手里，这实在是一件荒唐的事
情。研究生从入学开始，就被发表论文所困扰
着，研究生的生活因高校硬性规定发表论文而
缺乏生机与活力，走进研究生群体，大家讨论
最多的话题就是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见面先
问“你发论文了么？”研究生的生活已经由论文
来控制了，如果研究生们天天为了论文而学习，
何不改名叫“论文生”？

应该怎样培养研究生

研究生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这是区别于本
科生的重要标志，但研究能力的高低，并不是靠一
两篇论文来判定的。针对目前存在的研究生发表
论文所引发的种种弊端，除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外，
多数高校应该取消强制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
对于取消后如何对研究生学术能力进行评价的问
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高校要改变对研究生的学术评价体

系，充分认识到“发表论文”并不是衡量研究生学
术水平的唯一标准，针对不同学校和学科的学
生，应采取不同维度的评判标准，如重点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为
主，应该有相关的论文要求，而普通高校重视硕
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和学术活动即可，重点把关
其毕业论文。
其次，高校要为研究生创造一个宽松、活跃

的学术氛围，让研究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探
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参加必要的科研活动，鼓
励研究生发表论文，提出新的观点。
再次，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要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明
确规定导师对研究生的相关权利和责任，真正让
导师在对研究生的评价中趋于主导地位。

最后，可以规定研究生参加必要的学术讲
座、学术报告、讨论班、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培
养其自学能力、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等综合素
质。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应将其主要精力用于专业
知识的拓展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

校已经在 2007年取消了“发表论文与研究生毕
业挂钩”制度，但这项决定并未得到推广，很多高
校仍然坚持着原来的规定。《中国青年报》的这次
调查报告无疑再次提醒我们，高校内部的很多不
合理机制仍在运行，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去行政
化”、“自主招生”，更要关注研究生的培养问题。
研究生的培养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未来
发展，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中要充分保障他们享有
学术自由的空间，使其具有学术独立和学术创新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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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泮文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尧无机化学家
和化学教育家尧南开大学教授遥

历经 108载风雨，著名教育家王越的生命时钟定格在 2011年 2
月 26日上午 10时 05分。王越逝世后，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
强、王刚、王岐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德江、朱镕基、李岚清等以
各种方式表示深切哀悼。
“辛勤育才教泽泰斗，淳朴修行人寰福星”，身在美国的学生用这

样的挽联痛悼老校长。

王越（右）与助手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南开大学申泮文院士：

从化学视角普及“核常识”

压水型原子裂变堆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