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
展科研攻关， 早在1965年就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原子钟 ，
稳定度达到六百年， 误差不
大于一秒；

他曾担任星载原子钟技
术管理组首席专家，参与对我
国北斗导航系统至关重要的
星载原子钟的研制，为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作出重要贡献；

他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
作期间， 提出了北大本科教
育改革十六字方针， 对北大
乃至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
深远影响；

他一生心系教育教学 ，
即使到耄耋之年依然走上讲
堂 ， 为 高 校 师 生 办 讲 座 ；
2023年3月， 91岁高龄的他还
来到北大教育论坛， 兴致勃
勃地讲述北大探索新型一流
综合大学的实践之路；

这位一辈子追逐时间 ，
生命早已超越时间的大先生，
他就是2023年全国 “最美教
师”、 我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
领域知名专家、 北京大学原
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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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西方对华科技限制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原子钟

1932年， 王义遒出生在浙江省慈
溪县黄山村， 早在中学时就接受了红
色启蒙教育， 逐渐确立革命的人生道
路。 1951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
学物理系，当时的新中国刚刚建立， 百
废待兴， 他迸发出满腔热情， 积极学
习专业知识和革命文献， 上大学刚满
一年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当时
清华大学本年级中第一个入党的学生。

1952年院系调整后 ， 清华物理系
并入北京大学， 王义遒随之来到北大
物理系， 由此展开与燕园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缘分。

毕业后， 他留校工作， 从事光学
方面的教学研究。 1957年他赴苏联留
学， 1961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 回
到北大无线电系波谱学教研室工作。

当时的无线电系系主任汪永铨劝
他投身国防科技事业， 进行原子钟的
研究。 他经过一番了解， 意识到原子
钟的重大意义———“在精确打击时代 ，
原子钟的作用和位置不亚于原子弹 。
在高速信息时代， 时间的精密同步和
测量起着关键作用。 对中国这样的大
国， 要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独立， 我
们必须建立自主的时间系统， 发展自
己的原子钟”。 于是他义无反顾， 选择
了原子钟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一开始， 王义遒等人准备研究铷
原子钟， 但是他们发现铷原子钟的研
究需要同位素的原材料， 在当时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对华贸易限制下， 这些
原材料很难获得， 由于铯和铷在物理
性能上很相似， 他们想铯或许可以代
替铷， 于是决定研究铯原子钟。

1963年下半年， 研究团队确定了
光抽运铯汽泡频标方案。 经过一番艰
苦研究， 王义遒于1965年成功主持研
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
铯汽泡原子频标， 通过数据比对， 原
子钟的稳定度达到600年误差不到一
秒。

1976年 ， 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出
我国第一批能规模生产的光抽运铷原
子钟， 这项高科技成果在几项国防科
研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1978年
共生产近200台， 1978年他被授予 “全
国科学大会奖”。

在专心科研的同时， 王义遒先后
讲授了 “核磁共振” “光的受激发射”
“量子电子学基础” “波谱学基础” 等
课程。 他还编著了 《量子频标原理》，
著有科学论文70多篇， 对中国波谱学
和量子频标领域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
进作用。 退休后， 他又编写了 《原子
的激光冷却与陷俘》 等教材， 并翻译
《原子与辐射的电磁相互作用》 等国外
优秀教材。

为北大发展殚精竭虑
提出本科教育改革十六字方针

1985年， 王义遒从科研工作转向
管理岗位， 担任了北大自然科学处处
长。 1986年， 他担任北大教务长 ， 此
后历任北大副校长、 常务副校长。

在教务长任期内， 为了推动高校
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 他和时任高教
所所长的汪永铨创办了内部刊物 《高
等教育论坛 》， 就是现在的核心期刊
《北大教育评论》 的前身。

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期间， 王义遒
为北京大学的发展殚精竭虑。 他认为
科研要 “顶天立地”， 做学问， 哪怕是
做基础研究， 既要瞄准学科前沿， 也
得瞄准国家的实际导向， 这样才能真
正有用， 否则的话就是纸上谈兵。 他
提出自然科学处的主要任务除了继续
重视基础科学， 还要和现实能够紧密
结合， “大力加强应用科学和新兴科
学， 注意发展边缘科学”。

他规划并推动大力发展交叉学科
中心， 在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北
大 “从无到有” 建立了15个国家级重
点或专业实验室和2个工程研究中心，
对此后北大学科和科研格局的形成奠
定重要基础。

上世纪80年代， 他针对北大毕业

生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调研， 从这些
调查中得出结论： 作为基础学科人才，
基础打得宽厚扎实是最重要的。 在学
校党委班子的支持下， 他提出深化教
学改革方案， 具体做法是 “强化基础，
淡化专业”， 允许学生根据自己情况转
系、 转专业； 高年级按照预设的考研
或工作去向对口培训 ， 多开选修课 ，
增加选择自由 ， 以便学到 “接口技
术”， 在人才市场上展现优势， 这就是
“因材施教、 分流培养”。 考虑到有些
学生急于 “下海” 创业， 学校允许他
们 “停学” 一段年限， 保留学籍， 将
来可以继续来校上学， 实行弹性学制。

1988年， 他提出北大本科教育改
革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 淡化专
业、 因材施教、 分流培养”， 这一方针
长期成为北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
导思想， 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也产生
广泛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管理上， 王义遒一直注重
优良学风的培育。 他与同事研究提出
“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 的北大学风，
希望北大人保持不求名、 不求利的纯
真求真学术风气。

退而不休
继续为科研和教学管理贡献力量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
年， 壮心不已”。 2000年， 卸任行政管
理岗位后， 王义遒坚持退而不休 ， 继
续为科研和教学管理贡献力量。

他担任了星载原子钟技术管理组
首席专家， 参与对我国北斗导航系统
至关重要的星载原子钟的研制， 为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作出重要贡献。

他先后发表了 《关于高等理科教
育改革的几点意见》 《21世纪的中国
高等教育追 求 什 么 样 的 教 育 质 量 》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 等
文章 ， 在全国高教界引起较大反响 ，
随后又有了 《谈学论教集》 及 《文化
素养与科学精神： 谈学论教续集》 二
集和 《文理 基 础 学 科 的 人 才 培 养 》
《大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等著作。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工作者，
王义遒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 尤其关
注文化素质教育、 大学文化精神研究
等方面， 致力于为莘莘学子和教职工
讲述北大校史和光荣传统 。 2021年 ，
他已达89岁高龄， 还能为北大师生主
讲 《北大首任校长的训词》 《昌平园
的记忆》。 2022年， 他走上讲堂作 “关
于材料学科与新工科建设” 主题报告，
收获热烈反响。

王义遒教授认为， 像北京大学这
样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应该发展科
技第一生产力 ， 培养人才第一资源 ，
增强创新第一动力， 要成为基础研究
的主力军和科技重大突破的生力军。

凭借在科研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
做出的突出贡献， 王义遒先后获得国
家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1988
年）、 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1993年和2001年）、光华科技
基金奖（1994年）等；1998年被评为全国
高等教育先进工作者；2019年荣获 “全
国时间频率领域终身成就奖”。

在今年9月由中央宣传部 、 教育
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闪亮
的名字———2023最美教师发布仪式 》
上， 被评为 “最美教师” 的他走上台
来 ， 叮嘱后来者一定要有家国情怀 ，
“知道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是怎么
来的， 我们要向哪一方发展。 在科研
上急功近利是不行的， 一定要安下心
来， 扎扎实实钻进去， 提出问题， 一
方面能够仰望星空， 一方面能够脚踏
实地。”

他语重心长地寄语新时代的教育
工作者， “当前我们国家迈入了新时
代， 我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要加强处惊不变、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的定力； 要加强勇于担当、 开拓创
新的能力； 要加强坚韧不拔， 攻坚克
难的毅力。 我也将为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进步鞠躬尽瘁， 不负时代， 强国
有我。” 这段肺腑之言， 也是他奋斗一
生的真实写照， 是对他作为大先生代
表最佳的诠释。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燕轩

———记2023年全国“最美教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

这位大先生，一生都在“追逐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