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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 日
,

是易辛教授诞辰 !� � 周

年的 日子
∀

两年前
,

在平静地渡过了他 #∃ 岁生

日后的第二天
,

易辛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家中去

世
∀

这位因为易辛模型而广为人知的物理学家
,

其生命的绝大部份时间与易辛模型没有关系
∀

易辛生 于德 国
∀

!# !# 年进人哥根廷大学

学习数学和物理
,

后来又在波恩大学及汉堡大

学继续学习
∀

在汉堡
,

他的老师楞茨建议他转

向理论物理
,

研究由楞茨在 !#�� 年提出的铁磁

性模型
∀

易辛将此题 目作为 自己的博士论文题

目
,

在研究了线性磁矩链的一种特殊情况之后
,

于 !# � % 年在汉堡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

易辛模

型这一名称的由来
,

缘于 ! #&∋ 年鲁道夫
·

派尔

斯的一篇题为
“

论铁磁性的易辛模型
”

的论文
∀

在经过了克莱默
,

瓦尼尔
,

昂萨格等大物理学家

的工作之后
,

这一模型变得重要而且为人们所

熟知
,

必须提到 的是
,

这一模型在研究铁磁和

顺磁的相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

对这些

成功易辛一无所知
∀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

易辛

先在 一所公 立 中学教 书
,

但在 不久后 的 ! # & &

年
,

由于希特勒的上台而被解除职务
∀

在 ! #&%

湖南大学物理系 长沙 % !� � ∃�

年一 !# & ∃ 年间
,

他在德国的一所犹太寄宿学校

任老 师及校 长
∀

! # & ∃ 年
,

那 所学校被纳粹 摧

毁
∀

!# & # 年
,

易辛和他的妻子被赶出德国
∀

他

们先在卢森堡避难并计划尽可能快地移往美

国
∀

!# % � 年
,

德国人侵卢森堡并于次年将所有

犹太人集中起来
∀

易辛和其他一些与非犹太人

结婚的人被强迫去拆铁路
∀

直到二战结束
,

他

们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
,

为了活下来而苦苦挣

乎(
∀

直到 ! # % ) 年
,

他们才得以到达美国
∀

先在

北达科它州立教师学院教物理和数学
∀

一年后

来到伊利诺斯
,

在布那德雷大学物理系任教直

到 !# ) ∋ 年退休
∀

今天的易辛模型根本不再是易辛博士论文

中的模样
∀

每年差不多有 !� �� 篇左右的论文

研究这一模型
∀

除了铁磁性之外
,

该模型还应

用于神经网络
,

蛋 白质折叠
、

生物膜
,

场论甚至

社会现象等广泛的领域
∀

由于易辛本人自从获

得博士学位后
,

再没有研究过易辛模型
,

因此每

当问起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模型时
,

易辛总

显得有些腼腆和局促
∀

不过他热爱教学
,

是一

位出类拔萃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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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原子 为人类服务的设想 正逐步成为现

实
∀

此外
,

航天技术和纳米技术 ∗或毫微技术6

在新世纪将得到更为广泛 的应用
∀

人类一方面

向广裹 的外层空间发展
,

另一方面则应用激光
,

同步辐射光
,

原子探针等现代技术的超细微加

工工艺
,

制造出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微型机器
,

如

超精密滤光器
,

光信号发送交换机
,

测血压感应

器等
∀

毫微技术的迅速发展
,

使人类对 自然的

认识和利用直接延伸到分子和原子的范畴
∀

科

学家对未来科技发展有一个共识
,

即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
,

航天技术和纳米技术将在新世纪 的

科技发展中唱主角
∀

生物技术将使农牧业
,

医

学
,

环保等领域产生一场革命 7 信息技术将进一

步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

航天技术将最终使人

类跨出自己的摇篮
,

移民地球以外的星球 7 纳米

技术将使人类能直接移动分子和原子
,

设计
、

制

造出所需要 的物质形态
∀

纵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邻学科的不

断进步
,

物理学
,

尤其是现代物理学
,

已经书 写

了辉煌 的一页
∀

在新的世纪里
,

物理学也必将

为人类文明列车的前进提供前所未有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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