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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
·

戈伯特
·

迈耶
,

著名物理学家
,

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本文记述了她的生平以

及在受到歧视几十年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
#

为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
,

成为世

界妇女的楷模
#

一
、

哥廷根时代

∃%! & 年 & 月 ∋( 日
,

玛丽亚生于波兰卡托维

兹 �当时属德国∀
,

∃% ∃! 年
,

当玛丽亚  岁时
,

全

家移居哥廷根
,

她父亲被聘为哥廷根大学儿科

教授
#

玛丽亚是父母的独生女
,

父母都很疼爱

她
#

父亲对玛丽亚 的影响很大
,

父亲对她说
)

“

不要做纯粹的妇女 �意即那些仅对孩子们感兴

趣的家庭妇女∀
”

她和父亲一起寻找化石
,

研究

森林植物
,

观察 日食
#

她父亲总认为母亲溺爱

孩子
#

会抑制孩子天性
,

所以
,

当玛丽亚爬树

时
,

他总会叫她母亲走开
,

免得挫伤她女儿的兴

致
#

玛丽亚一生 中常常患头痛
,

但她父亲说
)

“

我们 已尽了一切努力
,

你要么病体缠身
,

要么

忘掉这些痛苦尽你所能继续追求生活
# ”

她决定

忘掉病痛
,

追求科学
#

尽管玛丽亚和她父亲都认为她将来会上大

学
,

但 当时哥廷根没有女孩子上的公共的
、

大学

预科学校
#

不管怎样
,

地方妇女参政协会还是

帮助玛丽亚和其他四位女孩通过了哥廷根大学

的入学考试
#

她后来 自豪地说
∗ “

想象一下
,

五

个女孩和数百个男孩竞争 +
” #

那个时候
,

美国

大学女性 占 ∃,�
,

但在德国却不到百分之一 哥

廷根在 ∃% ∋  年达到了其辉煌的鼎盛时期
,

这里

成了现代物理学发展 的中心
,

很多有名的物理

学家集聚在此
,

如希尔伯特
,

玻恩
,

夫兰克林
,

狄

拉克
,

奥本海默
,

费米
,

泡利
,

康普顿
,

维格纳
,

纽

曼等
,

玛丽亚和他们亲密相处
#

大学初
,

玛丽亚主修数学
,

到了高年级
,

在

玻恩的影响下
,

决定改修物理学
#

她特别喜欢

量子力学
,

在家里或和亲近的朋友
、

同学进餐时

经常讨论量子力学
#

玛丽亚说道
∗ “

量子力学是

年轻而又激动人心的学科
,

是非常精彩的
,

我喜

欢其中的数学
,

数学起初看来很困惑难解
、

物理

问题也很困惑难解
,

但困惑来 自自然问题
,

不是

人的心灵本身
,

物理学很富有挑战性
# ”

玛丽亚

性格开朗
,

学习优秀
,

喜欢运动
,

被认为是
“

哥廷

根大学最出色的姑娘
# ”

玛丽亚父亲去世后
,

她母亲开始接受寄宿

生 �这是哥廷根大学的传 统∀
#

约瑟夫
·

迈耶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的一位

毕业生
,

来到 了哥廷根
,

成 了玛丽亚家 的寄宿

生
#

约瑟夫被玛丽亚深深地打动
,

产生了爱慕

之情
,

他们彼此相爱
,

互相鼓励
,

于 ∃% �! 年 ∃ 月

∃( 日结为伉俪
,

� 月
,

玛丽亚通过了由三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
,

获哲学博士

学位
#

她计算了原子核外轨道电子向核附近轨

道跃迁时辐射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光子或量子

单位
#

她的计算被 &! 年代激光所证实
,

而且在

光学
、

原子物理和分子物理 中一直被引证
#

二
、

物理学志愿者

∃%� ! 年愚人节
,

玛丽亚随丈夫来到了美国
#

迈耶夫妇直接来到了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
#

玛丽

亚想和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竞争
,

她知道
,

在德

国她不可能会有事业
,

但在美国可能不一样
#

∋!

世纪 ∋ ! 年代
,

美国妇女获得了占 巧− 的博士学

位
#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尽管不是很情愿但还

是答应接纳她这位女性
,

但只能是志愿者
#

在这里
,

约瑟夫得到了一个助理教授职位
#

像大多数美国学院和大学一样
,

霍普金斯拒绝雇

佣雇员的亲属
,

特别是雇员的妻子
#

取而代之的

是
,

霍普 金斯称 她 为
“

友好 的伙伴
” 、 “

志愿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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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 “

同事
” 、 “

研究同事
” ,

却不发薪水给她
,

也

不把她列人学校名册中
#

这种反任人唯亲的制

度
,

直到 .! 年代才改革掉
,

却难为玛丽亚
·

迈耶

几十年
#

玛丽亚除做些义务性研究外
,

还抓住一

切时机从事 自己的研究工作
,

发表了 ∃! 篇量子

力学在化学方面应用的文章
,

并和约瑟夫一起
,

出版了《统计力学》
,

这本书畅销了   年
#

∃% � � 年
,

玛丽亚成了美 国公 民
,

而且做了

母亲
,

女儿玛利 安纳 出世
#

∃ % � � 年  月
,

德国

纳粹党的种族歧视法令迫使大批科学家逃离

德 国
,

其中有她的老师玻 恩
、

夫兰克林等
#

玛

丽亚接纳了好几位流放者
,

在支援移民宣誓书

上签名 了
,

并担任了帮助德国难 民基金 会的会

计
#

∃% � % 年
,

迈 耶夫妇迁居纽约
,

任哥仑 比亚

大学副教授
#

这时候
,

战争爆发
,

英
、

法 对德 国

宣战
,

日本袭击珍珠港
,

美国加人战争
#

珍珠港

事件后
,

玛丽亚有了她来美国后的第一份收人
,

在劳伦斯学 院业余教授数学和物理
,

在费米班

上做助教
) 在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 的情况下就

投人 了高机密的原子弹的研究
#

玛丽亚说
∗ “

突

然间
,

我感到严肃起来
,

我被认为是杰出的科学

家了
# ”

她领导了一个 由 ∋! 名科学家组成的研

究小组进行工作
#

她丈夫一周六天在外研制武

器
,

孩子们交给保姆照料
,

全家过着非常紧张的

生活
#

日本投降后
,

迈耶夫妇等一齐迁往芝加哥

大学
,

这里是 战后科学实验的中心
#

玛丽亚又

一次拿不 到薪水
,

成 了
“

志愿助教
” ,

后 来提升

为
“

志愿教授
” #

当时玛丽亚并不计较这些
,

芝

加哥是个科研的
“

大舞台
” ,

玛丽亚在舞台上扮

演 了重要 的角色
#

芝加哥也是第一个热情待

她 的地方
#

她说芝加哥是 哥廷根的再现
#

玛

丽亚主持 了一个理论物理 自由论坛
,

服务于国

会
,

帮助受雇职员
,

指导毕业生
,

为把芝加哥的

物理系学生提 高到举世 瞩 目的水平作出了贡

献
#

她 自豪地说
∗ “

我们仅对未来的海 森堡感

兴趣
# ”

在芝加哥大学义务工作同时
,

玛丽亚应她

以前的学生 /01 23
邀请

,

在芝加哥城外 阿贡 国

立实验室做半天带薪工作
,

/01 23 当时是实验室

理论部主任
,

后来指导整个实验室
,

就这样
,

学

生成 了老板
,

玛丽亚进人了一个新 的领域
#

而

且联邦政府资助了她的诺贝尔奖的项 目
#

三
、

建立原子核壳层模型

大学期间
,

玛丽亚从师玻恩
,

在数学和物理

学方面扎下论文很深的根底
,

尤其在量子力学

方面
#

后来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志愿者
,

接义务

研究
,

受理论物理学家赫兹费尔德影响
,

在量子

力学化学应用方面做了许多成果
#

∃% � % 年玛

丽亚来到哥仑比亚大学
,

兼做费米的助教
,

费米

建议她研究尚未发现的铀后元素的原子价与壳

层结构
,

在这项研究 中
,

玛丽亚显示了解决 问题

的特殊才干
,

利用原子的电子结构模型
,

对新的

稀土系列元素的化学特性作 出了准确的预言
#

∃%  ∋ 年春
,

她被招募到曼 哈顿计划 中来
,

领 导

一个小组研究铀的 & 氟化物的热力学性质以及

有关 同位素 的理论
#

∃%  4 年玛丽亚又应邀到

洛斯阿拉莫斯为泰勒的氢弹工作 了一个多月
,

负责研究物质在极高温下的辐射性能
#

战争结

束
,

迈耶夫妇迁往芝加哥
,

玛丽亚在芝加哥又只

得做志愿者了
,

同时在国立阿贡实验室 �洛斯阿

拉莫斯改名 ∀做半天带薪工作
,

开始了她的核壳

层模型的研究工作
#

战时的研究已取得了关于同位素的大量的

数据
,

为什么有些同位素丰富而有些则稀少呢 5

这是 问题 的关键
,

举例来说
,

为什 么中子数 ∃∋&

的同位素中子结合要 比同位素 ∃ ∋. 或 ∃∋( 的强

得多呢 5 某些元素的同位素之多以至当没有理

论能够加以解释
,

如含 4! 个 中子或 (∋ 个 中子

的原子核
#

迈耶想
“

这附加 的稳定性在元素递

增的过程中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 ”

但到底是如

何作用呢 5

带着这些问题苦思冥想
,

她终于发现了一

系列她称之为的
“

幻数
”
一 一 ∋

,

(
,

∋!
,

4!
,

(∋ 和

∃∋ &
#

质子数或中子数为幻数的原子核异常地

稳定
#

但为什么呢 5

她推想
,

核 内粒子运动在壳层上
, “

像个空

心的外层柔软的洋葱
”

她考虑了能级
、

自旋
、

动

量矩
、

势阱
、

束缚能
、

辐射衰变能和 同位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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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一旦缺了重要的数据
,

她就请求阿贡实验室

补上
#

她不仅是位解决问题的能手
,

还常常深

人到 自然的基本过程中
#

玛丽亚认识到
∗ “

这些

质子是怎样聚集在一起 的
,

它们之间又是怎样

作用的
,

质子又是怎样与核中不带电的中子作

用 的
,

这些是 原子核物 理 中最 大的秘 密
# ”

在

∃%  ( 年 的一篇论文 中
,

她完全掌握 了实验数

据
,

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原子核的统计
,

但没有用

任何理论解释其中的含义
#

一天
,

玛丽亚和费米讨论问题
,

费米离开接

了个电话
,

回来后顺便问她有没有 自旋一轨道藕

合的数据
#

这么一提一下就点醒了玛丽亚
,

她

回忆说
∗ “

他一提这
,

一切都感觉到点了
,

仅十分

钟
,

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 ”

玛丽亚产生了一个

近乎本能的反应
,

对她来说所有细节问题都可

以连起来了
,

费米这一提问
,

她便解决了由许许

多多细节构成的整个 问题
#

她 回家时得意洋

洋
,

非常兴奋
#

在费米的启发下
,

玛丽亚在平均

场中引人强的自旋一轨道祸合
,

计算了由此引起

的能级分裂
,

成功地解释 了所有的幻数
#

玛丽

亚指出
,

由于泡利不相容原理的限制
,

在平均场

中
,

核子依次填充低能态
,

对大部分核子
,

特别

是满壳层 的核子
,

由于它们周 围的能态已经被

其他核子占据
,

只要它们 的相互作用不足以使

它们跃迁到未被 占据的高能态上
,

它们能在相

互作用之后
,

仍然留在原能态上
,

使它们的剩余

相互作用无法表现出来
,

所以这些核子间的相

互作用 �短程作用∀可 以用平均场来描述 ) 而对

满层外的核子
,

它们之间的剩余作用主要使质

子或中子两两匹配成总动量矩为零的对
,

这样

原子核的 自旋和磁矩便 由最后 一个奇核子决

定
#

与此 同时
,

詹森也提 出了这样的单粒子核

的壳层模型
#

四
、

家族中第七代教授

玛丽亚没有和詹森争夺荣誉
,

詹森很受感

动
,

两人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
#

他们合著了一本

壳层模型的著作《原 子核壳层模 型 的基本 原

理》
#

正 如 詹森 所说
,

玛 丽 亚 写 了 这本 书的

(! −一 %4 − 的重点部分
,

他写信给玛丽亚称 自

己不配署名
#

玛丽亚没有把他的名字去掉
,

但

是她署名 自己第一作者
#

∃− � 年
,

玛丽亚和詹森获得了该年度的诺

贝尔奖金的一半
,

另一半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的维

格纳
,

他是玛丽亚哥廷根时的老朋友
#

当地报纸

头版 头条报道
“

路易斯 安娜母 亲得诺 贝尔奖

了 �6 78 99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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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后玛丽亚在芝加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新成立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供迈耶夫妇

俩全薪正教授职位
,

此前一天
,

芝加哥大学也提

供玛丽亚一份相 当的薪水
,

但 已经 晚了
,

∃ % & !

年迈耶夫妇迁到 了加州
,

在玛丽亚 4� 岁时
,

即

建立原子核壳层模型后 ∃! 年
,

她终于有了正规

的
、

全 日制的
、

带薪的大学工作
,

她圆了她父亲

的梦
,

成了她家族中的第七代教授
,

只是这来得

晚了些
#

刚到加利福尼亚
,

玛丽亚遇上车祸
,

身体上

受到重大 的打击
#

她的身体再也没有好过
#

尽

管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不能发表文章
,

但 一直对

物理学充满激情
,

如她所说
, “

如果你热爱科学
,

你真正想要的就是坚持工作
,

诺贝尔奖能使你

一阵激动
,

但那改变不了什 么
# ”

玛丽亚
·

戈伯特
·

迈耶于 ∃% . ∋ 年 ∋ 月 ∋!

日病逝于肺栓塞
#

科学家发现太阳系外两颗新行星

据《科技日报》报道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家们在业余天文爱好者的

帮助下
,

最近在太阳系以外发现了两颗新的行星
#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

迄今为止天文学家在太阳系

以外发现并得到证实的行星总数已达到 ∋ 颗
,

不过这

些行星距离恒星的距离与地球相 比不是太远就是太近
,

并都未发现有生命的迹象
#

这次发现的第一颗行星距金牛星座 &( 光年
,

其质

量与木星相等
,

很可能是一颗巨大的气体行星
,

没有坚

硬的表面
#

它同恒星的距离超过两亿公里
#

第二颗行

星围绕恒星公转的轨道是目前已发现的行星中最小的
,

只有日地距离的二十五分之一 这颗恒星距天鹅星座

方向 ∃4 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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