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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走进联大名人旧居

喂马、刷马，然后骑马送两个女儿去上学，

有课时再前去西南联大上课。教授骑马上

课，讲授现代科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

一道风景线，物理系主任饶毓泰还戏称周

培源为“周大将军”。

世道艰难，周培源却迎难而上，他在

西南联大专门开设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

如弹道学等，钱三强夫人何泽慧和王大珩

均受业于此课程，有志于“以物理捍卫国防”。

考虑到湍流理论在飞机、导弹、舰艇研制上

的巨大作用，周培源便将研究重点从相对论

转移到流体力学领域的湍流理论。

除在西南联大授课外，周培源整日把

自己关在“闼翠楼”阁楼上，甚至与陈岱孙、

李继侗等一班好友达成默契：来去随意，

不必应酬接待。当时，刚诞下第三个女儿

的妻子王蒂瀓身体虚弱不堪，周培源又接

过家中重担。晚上女儿哭闹不停，他就抱

着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哄睡了女儿，再赶

紧开始湍流理论研究和备课。经过 3 年的

刻苦钻研，周培源的湍流研究实现了鱼跃

龙门的突破，他的第一篇湍流论文发表于

1940 年的《中国物理学报》，在国际上首

次提出需要研究湍流的脉动方程，为以后

湍流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女儿周如玲曾问周培源为何研究湍流，

他回答说，相对论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

作为一名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

挽救祖国，所以选择了流体力学。 

4 年多的时光说长不长，但那段特殊岁

月却让周培源与昆明产生了特殊的羁绊。

1985 年，周培源到昆明参加中国物理学

会物理教学研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

专程到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参

观，在与师生的座谈中，他曾深情地回忆：

“我对昆明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生中

最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是在西南联大

度过的。” 

与云南的不解之缘

 

2018 年 12 月，周培源旧居被九三学社中央

委员会列为“九三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小

楼内陈列了周培源生平事迹及其在西南联大任教

时的生活照片、趣事等。“这张流传甚广的周培

源骑马照，就是周培源四女儿周如苹 2004 年到昆

明拜访父亲旧居时交给我们的。”李利民指着挂

在墙上的照片说，“周如苹并不是在昆明出生的，

但因父母时常在家中聊起昆明，便也对这里产生

了感情。”

周如苹出生于 1948 年，这已经是周培源离

开山邑村 5 年后。但周如苹对山邑村的生活情景

了如指掌，如同亲身经历一般。她回忆：“父亲

母亲常常怀念云南的生活，认为这段日子是他们

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全家人与昆明人

共患难的日子……以致母亲曾多次表示，在她死

后想睡在滇池中。在家里，姐姐们常用昆明话交谈，

大姐如枚曾炫耀自己讲的‘马街话’特地道……

讲起她们小时候的故事绘声绘色，我特别爱听，

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新奇，有一种神秘感。因此

对昆明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亲切。”

周培源一生，师友无数，在昆明的几年间，

虽然生活极其艰苦，但风光明媚的山邑村，成了

许多西南联大教授聚会的场所。梁思成、林徽因、

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任之恭、李继侗等老

朋友，每到周末，经常到山邑村的小院聚会。不

大的五六间房子，晚上地上床上经常是睡得满满

的，陈岱孙的日记中时常出现“今到周家，次回归”

的记载。

曾经的时代烽烟已渐渐平息，如今的周培源

旧居虽经过修缮面貌焕然一新，但其中一砖一瓦

深处散发的历史气息一直没有散去。新为表，旧

为里，旧居里展示的一张张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

记录了一代科学人的高尚情操，生动呈现了周培

源先生勇攀科学高峰的执着追求和为祖国科教事

业耕耘一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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