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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尔
,

年 月

日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
,

父亲是一位生理学教授 年入哥本

哈根 大 学学 习 理 论物 理
,

年获得 硕 士 学

位
,

两年后 以金属的电子理论获得哥本哈根大

学博士 学位 一 年赴英 国剑桥大学

随汤姆 生研究
,

年转赴 曼 彻斯特大 学 进

修
,

并结识了卢瑟福 卢瑟福于 年 由实验

发现原子的构造是 由带负电的电子绕带正 电的

核转动
,

但用经典力学不能说明原子的稳定性

根据经典 电磁理论
,

这种模型 的原子其外 围的

电子将不断放出电磁波
,

最后能量全失
,

即与带

正 电的核合为一体
,

历时不到一秒钟 年

玻尔在英 国《哲学 杂志 》上 分 三期 发表 了题 为
“

论原子和分子结构
”

的论文
,

创造性地把卢瑟

福
、

普朗克和爱 因斯坦的思想结合起来
,

提出玻

尔模型 他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引人到原子结

构 中来
,

提 出了定态理论
、

量子跃迁等全新 的物

理概念
,

不但说明了原子的稳定性
,

而且理论上

的计算与实验所得的氢原子光谱线的波长完全

一致 这是通 向量子理论的重要台阶
,

从而奠

定了现代原子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同年他返 回

丹麦任哥本哈根大学讲师
,

一 年任曼

彻斯特大学讲师
,

年升任哥本哈根大学理

论物理 教授 年创立哥本 哈根理论物理

研究院
,

并 首任院长 该院创立不久就成 为全

世界理论物理 的研究中心
,

被人们看成微观物

理学 的
“

圣地
” ,

至今仍是 国际上很有地位的学

术 中心 他 年获诺 贝尔物理 奖 在 贺信

中
,

有人称颂他的成就
,

认为只有达尔文在生物

学中的成就可以与之相 比

年海森堡新量子力学的创立
,

可 以看

成对应原理 的
“

第二代
”

的诞生 量子力学 出现

以后
,

人们在它的物理诊释方面遇到了深刻 的

困难
,

玻尔在多年思索的基础上于 年正式

提 出了著名 的
“

互补原理
”

微粒子和波 的概念

是互相补充的
,

同时又是互相矛盾的
,

它们是运

动中的互补图像 指出了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

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
“

互补观点
”

后来发展成为

互补哲学
,

它大大触动了各种流派认识论的基

础
,

引起了迄今没有休止的学术大论战
,

其影响

之深远甚至远远不是相对论思想影响之所能 比

拟的

从 年代开始
,

玻尔和他的研究院在原子

核方面开展 了更多的研究
,

并于 年访间中

国 为 了说 明某 些 新 发 现 的核 反应
,

玻 尔于

年提出了核的液滴模型
,

他认为核就像液

滴一样具有边界
,

但是这些边界是易动的
、

流畅

的
,

并且能够 由于各种外在和 内在 的原 因而改

变形状 核液在液滴边界上的表面张力能使核

表面保持原样
,

核粒子 由引力结合在一起
,

这个

引力是不会被液滴外 的任何其他力量抵消的

核力将核液保持在这个液滴 内 玻尔提 出的这

第一种相对正确的核模型
,

大大推进
一

了当时的

核物理 学 特别是 当人们 发现 了重核 的裂变

时
,

玻尔和他的合作者们就借助于这种模型来

研究了裂变的机制和规律
,

于 年提出原子

核分裂理论
,

对核能的释放起 了关键性 的理论

指导作用 同年他升任丹麦皇家科学院院长

二次世界大战时丹麦被德国 占领
,

希特勒

开始迫害进步力量
,

玻 尔和他们进行 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 人们说
,

当时玻尔起 了
“

地下运输队

长
”

的作用
,

他组织 了专门的机构
,

把许多杰 出

的科学家从纳粹势力下救出来并输送到了世界

各地 玻尔有部分犹太血统
,

为 了避免纳粹迫

害
,

年在盟 国安排下搭机逃 到瑞典
,

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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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后抵达美 国
,

战后 年返 回丹麦
,

继续

主持理论物理研究院 早在原子武器刚刚被研

制时
,

玻尔就预见到了这种武器即将引起 的各

种问题 年给联合国写了一封公开信
,

希

望世界各国合作
,

和平运用原子能 年任

丹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

年获首届原子能

和平用途奖 于 年在哥本哈根去世

玻尔不仅在科学上
、

哲学上为人类作出了

伟大贡献
,

他的伟大性格也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

的
、

无 比亲切的印象 有人说伦福德伯爵是物

理学史上最难与人相处 的一个人 相反地
,

也

许说
,

玻尔是物理学史上 最能体谅别人
,

性情

最和善
,

最有幽默感的一个人 正是 由于玻尔

在物理上 的成就和他伟大 的人格
,

使得哥本哈

根理论物理研究 院成为 当时世界上 一流科 学

家的聚集地
,

他们半认真地 自称为
“

哥本哈根

家族
”

的一分子 可 以说很难找到一个 世纪

的物理 学家 和科学哲学家 是不 曾直接或 间

接地受到来 自哥本哈根 的深远影响的
,

尤其是

那些 当年有幸见过玻尔的人
,

大家都异 口 同声

地赞扬 了哥本哈根的气氛和精神
,

正 因为这种

气氛和精神
,

使得
“

哥本哈根家族
”

的成员 中不

止一 人获得诺 贝尔物理奖
,

如 狄拉克
、

泡利
、

海森堡等人 这一
“

家族
”

对物理学 的研究也

称为
“

哥本哈根学派
” ,

他们在量子力学的早期

发展 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

他们对量子力学的物

理解释从 年 以后逐渐为大多数物理学家

承认
,

尤其在 年著名数学家冯
·

诺依曼将

哥本哈根观点用严格 的数学形式予 以完整 化

和系统化
,

形成 了量子力学的完备性定理和测

量定理

当年那些到哥本哈根去 的
“

朝圣者
”

常常

说
,

他们到玻尔那里
,

本来是 准备去见一位伟

大的学者
,

但是
,

伟大学者他们见到 了
,

另外
,

也许 更重 要 的是
,

他们 还 见 到 了一 个伟大 的

人 如果人们承认确实存在一个
“

哥本哈根家

族
”

的话
,

玻尔当年就是
“

家长
”

了 但是
,

玻尔

最不寻常的特点
,

就是他一点也不像通常意义

下的
“

家长
”

无论在科学研究 中还是在 日常

生活中
,

他从来不颐指气使
、

装腔作势
,

当然也

不会言不 由衷地插科打浑 他是 世界上数一

数二 的大学 问家 但他永远是群众 中的一员
,

而绝不高踞于群众之上 他和任何人接触
,

从

来没有那种
“

降尊纤贵
”

的 自我意识 正 因为

没 有架 子
,

青年人 的任何举动都不 会
“

冒犯
”

他 按照他 自己 的说法
,

他
“

不 怕在青年人面

前暴露 自己的愚蠢
”

当年玻尔手下 的一群青年人
,

绝大多数都

不是循规蹈矩的文弱书生 他们大多懂好几国

语言
,

能够演奏各种乐器
,

除了物理学本身
,

还

具备绝不仅仅是一知半解的哲学和文学方面的

修养和爱好 他们各 自有 自己 的个性
,

互相容

忍
、

互相欣赏
、

互相渗透 例如重核裂变的发现

者之一
·

费里什
,

本人就是一个相 当
“

调皮
”

的人物
,

但是就连他刚到哥本哈根时都觉得那

里有许多
“

怪人
”

那里有爱作打油诗
、

爱画漫画
,

专门搞
“

小动作
”

来 出别人洋相 的伽莫夫 有 白

天 睡觉
,

晚上 工作
,

丢三落 四
,

胡子遨遏的普拉

才克 有语言犀利
、

思想锐敏
、

批评别人不 留情

面
,

并以损害仪器 的
“

泡利效应
”

而 闻名于世的

泡利 有为了打赌而 当着新婚夫人的面脱 了衣

服在 闹市区游泳过河 的卡斯密尔 有以逗人生

气为乐事
,

不拘任何礼节的朗道 如此等等 而

最妙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了不起的大物理学

家
,

他们当中有不少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在那大
“

家族
”

的
“

胡闹
”

中
,

玻尔不但不对

他们进行什么
“

说服教育
” ,

而且往往 自己也跟

着干 他在这些人 中感到舒服
,

如鱼得水
,

而且

人们如果郑重起来他就不高兴 例如
,

按照伽

莫夫 的回忆
,

有一次参加舞会 回来
,

时已深夜
,

走过一家银行
,

忽然有人说那银行 的墙壁可 以

爬上去
,

于是他就去爬
,

而
“

家长
”

玻尔也试着去

爬 有两个治安人员看见了就跑过来
,

后来发

现是
“

玻尔教授
”

才放了心
,

这样 的故事也是非

常多的
“

哥本哈根家族
”

的另一特点就是最没有
“

门户之见
”

在这一点上
,

它最不像一个
“

家族
”

了
,

它的成员来 自世界各国
,

后来又散往五湖四

海 他们把哥本哈根的作风和精神带到了世界

各地
,

而
“

家长
”

玻尔也获得 了
“

科学国际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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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学中的 巾帼英雄 丽丝
·

迈特纳

程 民 治
巢湖师专物理系 安徽

核物理学 中的杰 出女先驱
,

终身未嫁
、

被人

们称为
“

嫁给科学
”

的人 —丽丝
·

迈特纳
,

曾对自己也是对她的志同道合者献身

于科学 的一 生
,

作过极其精辟的概 括和总结

她借用 了集科学和艺术于一身的歌德的话说
“

舒展幸福 的 目光
,

回顾走过的道路 往昔发生

的一切
,

都同样美好幸福
”

是 的
,

迈特纳在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学

生涯 中
,

虽然遇到过很多的挫折
,

但她却从来没

有被这些 困难和不幸所吓倒和征服
,

依 旧毅然

决然地沿着崎岖的科学道路走到底
,

将为科学

奉献视作人生最大的快乐 不仅取得了显赫的

科研成果
,

而且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学者 的高

风亮节

一
、

坎坷的人生 执著的追求

迈特纳于 年 月 日出生在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律师的家庭
,

她 的父母都是

思想开放的犹太人 少年时代的迈特纳就立志

学 习 自然科学
,

下定 决心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她在国民学校和市立学校毕业并经过家庭教育

之后
,

用 了八个学期学 习 了物理 学
、

数学 和化

学 年
,

她 以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

神
,

冲破 了 当时妇女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世俗

偏见
,

取得 了维也纳大学的人学资格 年

月
,

当她大学毕业时
,

就 以优异的成绩成 了维

也纳大学历史上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女

性

迈特纳在维也纳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一

年 中
,

接触到了刚刚兴起的放射性科学
,

而这种

研究后来就成了她一生主要的 目标

年夏
,

迈特纳到 了柏林
,

在 当时世界

上最有名气的物理学家普 朗克指导下学习
,

主

修理论物理学 从 年至 年
,

她一直

是普朗克的助手

年 月底
,

在一次物理会议上
,

迈特纳

认识了从英国卢瑟福实验室回来的奥托
·

哈恩

博士 两人一见如故
,

迈特纳当即决定同哈恩

一起
,

继续进行放射性研究工作 不幸
,

由于迈

特纳是女性
,

她又一次为此受到洁难 当时任

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所长的费歇尔不允许女子

进他 的实验室 于是
,

哈恩和迈特纳只好找 了

一个空 闲的
“

木工房
” ,

并于 年 月开始

了他们 日后长达 年 的共 同研究 年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即使在此期间
,

自愿到

奥地利兵营野战医院当 射线透视操作员的迈

特纳和应征人伍的哈恩
,

仍然在生活异常艰苦
、

每天工作长达 小时的情况下
,

利用偶然短暂

的休假
,

两人同时到柏林去做一点关于放射性

的实验工作

年
,

迈特纳被委以重任
,

成为凯撒
·

的美名

在缅怀伟大的物理学家玻尔的时候
,

我想
“

哥

本哈根家族
”

群体对物理学的伟大贡献与
“

哥本哈

根家族
”

的气氛和精神是分不开的 他们尽管来

自不同国家
,

有年长的
,

也有年轻的
,

性格上的差

异很大
,

但在他们的
“

家长
”

玻尔的影响下
,

他们之

间能和睦相处
,

彼此渗透
,

取 长补短
,

形成一个和

谐的整体 这种气氛和精神也为他们发挥突破常

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营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他们

平时互相争论
、

切磋
,

以及不顾世俗之见敢于标新

立异
、

勇于探求真理的学风也 自然形成了一种国

际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 这种气氛和精神对科

学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这一

点无疑是需要我们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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