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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

爱因斯坦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

表了题为
“

由于光在引力场中的偏折而使得星

球的作用类似透镜
”

的短文
(

这篇短文现被 认

为是引力透镜领域的开山之作
(

∋ ! 余年来
,

很

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发表那篇短文的原因
(

几

位德国史学工作者
,

从以色列的爱 因斯坦档案

馆中
,

找到并研究了当年爱 因斯坦计算有关引

力透镜现象的草稿
,

弄清楚了爱因斯坦发表那

篇短文 的经过
(

之后
,

在英国《自然》杂志  % % )

年  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

原来其中

还有一则饶有兴味的小故事
(

早在  %  # 年
,

爱因斯坦就完成 了全部计

算
,

但由于他认为
“

没有多少机会观察到这一现

象
”

而没有发表它
(

直到  %&∋ 年
,

一位捷克工程

师兼业余科学家
,

∗ 卫+ , −
·

. / 0 +1设法弄到了

一小笔钱
,

去美国的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
,

面请他考虑由于引力的作用星球对光线的类透

镜作用
(

爱因斯坦这才又重新作了他  %  # 年已

经做过的计算并将结果写成短文寄给了《科学》

杂志
(

同时还给该杂志主编去 了一封信
,

信中

说
2 “

让我为您能合作发表这件小 东西而感谢

您
,

这是 . /0 +, 先生极力要求我发表 的
(

它没

有什么价值
,

但能使这 个可怜的年轻人高兴
” (

事实上
,

由于观测技术的进步
,

引力透镜现象在

 % ) % 年 已被观测到并 已成为天体物理研究 中

的一个重要领域
(

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出一些物理学

大师的研究风格
(

他们对自己研究成果价值的

判断
,

常在于它能不能解决具体而实际的物理

问题
(

在这方面
,

还有一个泡利和 中微子的故

事
(

当泡利提出中微子思想后
,

他并没有为拯

救了原子核刀衰变时的能量与动量守恒定律而

高兴
(

他反而 向人提起过他为提出这一思想而

懊悔
,

因为他觉得 中微子与物体相互作用的可

能性极小
,

没有观测上的意义
(

后来
,

科技水平

的发展终于找到 了中微 子
(

现在
,

中微子物理

已成为核物理
、

高能物理及天体物理中的不可

缺少的研究内容
(

有注意到 3
。和 3

4
峰

(

在论文中
,

他们错误地用

线性链性簇解释新的质量谱
(

他们也许在实验

技术上还不够成熟
,

但更重要 的是理论上的失

误
,

他们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

·

&
(

想象力是科学家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
(

科学探索的对象是未知的物质世界
(

浩浩天

体
、

微微粒子
,

看不见摸不着
,

无法直接感知
,

只

有通过仪器获取信息
(

信息越全面
,

探索对象

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人
(

这时科学家要把各种信

息搭接起来
,

没有想象力是很难前进的
(

举一

个分子生物学重大发现的例子
(

当克利克和沃

森在建造 5 6 7 �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模

型时
,

就是根据已知的实验事实
,

综合各方面的

研究成 果
,

反复推敲并用硬纸 析搭建而成的
(

显然在他们成功的经验中
,

想象力是不可缺少

的重要因素
(

富勒烯的发现说明
,

现代科技的突破 口往

往 出现在学科的交叉点上
(

喘的发现不仅是

化学和材料科学的新进展
,

也是凝 聚态物理学

的重大成果
(

对于化学和材料科学来说
,

富勒

烯展现的是一个崭新 的领域
,

而对于物理学来

说
,

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 门 �凝聚态物理 ∃

里面 的一个分支 �团簇物理 ∃所得到 的一项成

果
(

然而
,

虽然是一个小分支的成果
,

却有可能

引起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变革
(

这一点正好说明

了物理学在科学技术中的基础地位
(

 !卷�期 �总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