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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先生去世了
,

我国理论物理学界失去

了一 位杰 出的前辈
�

我失 去了一位尊敬的师

长
�

胡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
,

他的治学精神
、

扶

掖后人的高贵品质
,

令人终生难忘
�

五六十年代
,

我求学于北京大学
,

有许多老

师教过我
,

然而教我时间最长
、

影响最大的却是

胡先生
�

他是我的恩师
�

在大学学习期间
,

胡先生为我们教授基本

粒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课程
�

这两门课程比较

抽象
,

但先生总能以清晰而具体的物理图象
,

把

主要 的物理概念讲得十分清楚
,

并把具体的公

式推导留给学生课后去完成
�

这不仅让我们掌

握了这些物理概念
,

也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
,

因而他深得学生们的爱戴
�

在我的记忆 中
,

胡

先生总是在两节课的时间内很充裕地完成了全

部教学内容
,

从未发生过拖堂
�

在大学生活的最后 一年
,

学生都要做毕业

论文
,

我有幸在胡先生 的指导下作论文
�

胡先

生在 & 矩阵的研究 中有很 深的造诣
,

而我只是

个毫无科研工作经验的大学生
�

但胡先生对我

们很信任和放 手
�

论文题 目是
“
二一 二 &波 散

射
” �

他把他用场论方法进行 的部分理论计算

的手稿给我
,

让我继续做下去
�

经过反复的公

式推导
,

并和先生的讨论及至修改
,

我们终于完

成了此项理论工作
,

后来发表在
“

中国科学
”

杂

志上
�

胡先生就是这样直接把我这样一个年轻

的大学生领进了当时研究的前沿领域
,

培养了

我的科研工作能力
,

学到 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

的东西
�

大学毕业后
,

我 当了胡先生的研究生
,

对他

有了更多的接触
�

胡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既认

真又放手
�

他培养我们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定期

!两周左 右%召开学术讨论 会
�

除 了研究 生以

外
,

有时也有青年教师参加
�

每个人都要轮流

做报告
,

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

包括文献调研和

自己的研究工作
�

对于文献调研
,

报告人除了

要介绍别人的工作外
,

还一定要对别人的工作

作 出评价
,

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
,

并从哪些方面

是可以继续发展的
,

如果我们分析得合理
,

胡先

生就立即肯定并引导和鼓励我们
“

你们可以按

照你们的想法去进行试探
” �

这样也就产生了

研究题 目
�

一般过 了几个星期
,

试探工作总会

有些结果
,

于是再在讨论会上介绍和讨论
,

根据

其不同情况
,

胡先生作出判断
,

有的是可以告一

段落写成论文
,

有的是应继续深人
,

并明确了继

续深人的方 向和具体方法
�

如一个人感到力量

单薄时
,

大家可以 自愿加人
�

于是在这样 的研

究集体中形成了一个 良好的合作风气
�

胡先生

在学术上是很 民主的
,

他鼓励年青 的研究生们

创新和大胆发表意见
,

如果我们说错了
,

他总是

耐心地一一指出
�

∋# 年代初
,

基本粒子 对称性理 论发 展很

快
,

胡先 生带领我们及时把研究 工 作向 &从
,

&认
,

&砚
(

等对称性理论方向集中
,

为我们参加

层子模型的理论工作作 了学术上的准备
�

∀) ∋∗

年成立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论协作组
,

由高能所
、

数学所和北京大学物理系组成
,

北大是我们这

支在胡先生带领下由年青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

生气蓬勃的队伍参加
�

并和兄弟单位合作
,

在

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内
,

在层子模型理论研究

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胡先生是我科研工作的启蒙老师
,

我在北

大的十年 中
,

有 一半的时间是在胡先生直接指

导和培养下从事科研工作的
,

他不仅教给了我

书本知识
,

更重要 的是培养了我独立从事研究

工作的能力
�

后来
,

由于客观原因
,

我离开了粒

子物理 界
,

从事物理 领域其他方 面 的研究工

作
�

然而在北大期间
,

胡先生的教 导使我终生

受益匪浅
�

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
�

他献身

科学
、

勤奋工作
、

学风民主的高贵品质以及他注

现代物理知识



深情缅怀胡宁教授

—
胡宁教授

�

追思座谈会纪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

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

著

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先 生因病不幸于 ∀)) 年

∀( 月泛∋ 日逝世
,

为了缅怀胡宁先生对中国科学

和教育事业的贡献
,

学习胡宁先生的高风亮节
,

北京大学物理系于 ∀) ) ∃ 年 ∀ 月 ∀( 日在北京大

学召开了悼念胡宁教授的追思座谈会
�

前来参加会议的有彭桓武
、

唐有棋
、

徐 光

宪
、

洪朝生
、

林群
、

章综
、

白以龙
、

李家明
、

欧阳钟

灿等十六位中科院院士
,

在京的理论物理
、

高能

物理学家
,

胡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
,

共计八十余

人
�

会议由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甘子钊院士主

持
�

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 出席 了会议
,

并

讲了话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科院院士苏肇冰
、

杨立铭
、

戴元本
、

何柞麻
、

冼鼎昌
,

胡宁先生的同

事和学生赵光达
、

杨国祯
、

郑志鹏
、

马 中骇
、

黄

涛
、

高祟寿
、

张肇西
、

邝宇平
、

彭宏安
、

宋行长
、

张

元仲
、

曾谨言
、

郭汉英
、

杜东生
、

邹振隆
、

朱重远
、

吴岳良
、

刘寄星
、

胡希伟
、

朱允伦等共 (∋ 人
�

现

将会议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

一心报国的国际知名学者

赵光达教授全面介绍了胡宁院士在量子场

论
、

粒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方面所作出的开拓
,

性贡献
,

戴元本
、

冼鼎昌院士
、

彭宏安教授都谈

到他们在开始学习量子 场论 时所读的最早的

−
. / 01 .2 和 3452 6 的两本量子场论书中

,

都多次

引用 了胡 宁先 生 的工 作
�

尤其是 胡 宁先 生

∀)7 ∃ 年在 & 矩阵理论方面的工作
,

对 ∗# 年代兴

起 的色散关系理论有重要意义
,

因而被博戈留

波夫的量子场论经典著作引用
,

也是色散关系

理论的必读文献
�

邹振隆教授则强调了胡宁先

生在双星引力辐射方面开拓性理论工作的重要

性
,

而双星辐射 的观测 ∀ ))( 年获得 了诺 贝尔

奖
�

彭宏安还谈到邓广铭教授写的一篇
“

胡适

在北京大学
”

的文章中提到
,

胡适在 当北大校长

期间
,

∀ ) 7  年曾打报告建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第

一流的物理学者
,

使他们能专心研究最新的物

理学理论和实验
,

并训练青年学者
,

把北大作为

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

以为国家将来 国防工业

之用
�

他所开列的名单如下
+

钱三强
、

何泽慧
、

胡宁
、

袁家骆
、

昊健雄
、

张文裕
、

张宗健
、

吴大酞
、

马仕俊
�

他认为以上九人可谓集全国之选
,

其

所以必须他们集中到北大
,

是为了发挥最大的

优势
,

收得最大的成效
�

这件事后来没有办成
,

但足以说明胡宁先生当时的学术地位
�

邝宇平

教授谈到他在美 国康奈尔大学访间时
,

一些老

的教授和秘书都还对胡宁先生有很好的印象和

评价
�

黄涛教授谈到他 ∀ )  ∃ 年到东京参加 国

际会议时
,

在酒会上看到不少外国物理学家看

到 瓦
/ 8 95 的名字

,

立刻流露出对胡宁先生肃

然起敬的表情
�

高崇寿教授也谈到西欧中心原

理论部主任 : 4/ 9 ; < . 在做研究生时胡先生已

是研究助理
,

曾跟胡先生做过工作
,

对胡宁先生

很熟悉和尊重
�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胡宁先生在

当时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

在国外

有很好的条件和发展前途
�

但在祖国解放后不久
,

为 了振兴新中国的

科学事业
,

胡宁先生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
,

决心 回国
,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
,

中美关系很紧

张
,

他冲破重重阻拦
,

绕道从加拿大回到百业待

兴
、

条件艰苦的新 中国
�

充分表现出胡宁先生

的爱国精神
,

回国后为在我国开展理论物理和

重创新的治学方法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

我深深哀悼胡先生的去世
,

更感 自己责任

重大
,

唯有继续为我国科学事业奋斗
,

才能告慰

我的恩师
—

胡宁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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