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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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和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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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年在 2 矩阵理论方面的工作
,

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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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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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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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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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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

为培养现在这样一支

有一定水平的理论物理队伍作出了重大贡献
�

为振兴祖国理论物理
、

高能物理操尽心血

苏肇冰
、

戴元本院士和赵光达
、

宋行长
、

吴

岳 良
、

邹振隆
、

刘寄星等教授都谈到他们 目睹胡

先生 1 月 � 日在理论物理所一个会议上作呼

吁重视理论物理 的发言后 而突发脑血栓的情

景
,

那天他激动地发了好几次言
,

对理论物理不

受重视
、

缺少支持的现状极为担忧
,

并呼吁建议

成立一个理论物理的交流中心
,

要有像玻尔研

究所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那样好的条件
,

以

便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

而在

发病前一天
,

他还在为撰写一本广义相对论的

专著而伏案工作到深夜
�

冼鼎昌院士谈到他在

这之前院里的一个会议中也听到胡先生作过类

似的发 言
,

他 为胡先 生 的激 动情绪感到很 意

外
�

他确实是为祖国的理论物理事业操尽了心

血
,

并在最后为这个事业而献身
�

与会者都对

这样一位将毕生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祖国理

论物理事业的老前辈表示深深的敬意
�

郑志鹏所 长
、

黄涛教授谈到 胡先生对高能

物理实验的关心和支 持
,

非常关心 = > ?
〕
≅ 的物

理成果
,

有成绩就鼓励
,

有困难和问题积极提 出

建议
,

积极支持
�

张肇西教授谈 到胡先生多次

强调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把国内自己的高能实验

摆在重要地位
,

要与国内的实验很好结合
�

淡泊名利
、

坦荡直爽
、

不随波逐流
、

不畏

权势的商风亮节

杨立铭院士长期与胡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工

作
,

他谈到胡先生为人坦荡正直
,

从不搞小动

作
,

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

心里想的始终是中国

的理论物理事业
�

他和邹振隆教授还谈到胡宁

先生在
“

文化革命动乱
”

中
,

当陈伯达之流搞相

对论批判时
,

让胡先生在北航讲广义相对论
,

他

与周培源先生配合默契
,

始终坚持真理
,

把相对

论讲得理论上没问题
,

又有实验的检验
,

从而使
“

批判
”

不得不流产
,

而且还通过这个讲座宣传

了相对论
,

培养了一批研究相对论的人才
�

刘

寄星教授则谈到在大学时曾与胡先生在 #4 年

代的
“

超声化
”

热潮 中一起在工厂
,

当时胡先生

对这种非科学的
“

热潮
”

是持怀疑态度的
�

郭汉

英教授谈到胡先生老老实实做学问
,

认认真真

做人
,

不畏官
、

不随波逐流 的高 尚人 品
,

是特别

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

国内粒子理论
、

广义相对论学科的

学术带头人

陈佳洱校长谈到胡宁先生是我国理论物理

学科 的一个学术带头人
,

为我国的理论物理学

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戴元本
、

何柞麻院

士和赵光达
、

杨国祯
、

宋行长
、

胡希伟
、

朱允伦等

教授都谈到胡先生在研究工作中
,

强调要有 自

己的独创性
,

不要盲 目跟在别人后面走
Α 强调要

选择有重要物理意义的工作
,

要与实验紧密结

合
�

在 #4 年代初
,

胡先生就以极强的物理直觉

带领北大基本粒子组的成员转向对称性研究领

域
,

然后又给高能所
、

数学所理论室同行报告并

一起讨论
,

后来
,

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抉择
,

北

大乃至中国的粒子理论研究水平在 #4 年代 中

期的崛起
、

层子模型的建立
、

虽经十余年的间断

而不衰
,

后来又成为中国物理学界最早 同国际

接轨 的领域
,

都和这次的及时转 向密切相 关
�

在这一 聚结了高能所
、

数学所和北京大学集体

智 慧的重要科研成 果 中
,

胡先 生是 功不可没

的
�

黄涛
、

朱重远
、

郭汉英等教授谈到胡先生还

特别注重并身体力行地营造民主
、

平等
、

团结的

学术气氛
,

他和 张宗隧
、

朱洪元先生 #4 年代起

组织三个单位的讨论一直坚持到现在
,

正是在

这种民主
、

平等
、

团结学术气氛下
,

既作 出了一

批高水平 的前沿工作
,

又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

理论物理工作者
�

何柞麻院士谈到胡先生早在 � !∃ 年就对

云南站的实验结果提 出引进一个重粒子来解

释
,

现在这 已成为一个很重要 的前沿问题
�

张

元仲
、

郭汉英
、

邹振隆教授谈到胡先生在国内带

头开展广义相对论的研究
,

参加创立引力与广

义相对论学会
�

张肇西教授还谈到在 � ∃4 年

广州会议时胡
、

宁先生最后的总结做得很成功
,

透明片中还画了好几幅漫画
,

很风趣
,

给华裔粒

子理论物理学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

现代物理知识



何柞麻院士和高崇寿
、

朱重远等教授谈到

胡先生在科学研究中锲而不舍
、

不断进取的精

神
,

很多难的问题他一直坚持长期研究
�

直到

发病前还经常与大家讨论像禁闭和更深层次物

质结构这样的基本间题
�

胡先生有很多先驱的

思想
,

高瞻远瞩走在时代的前面
�

大物理学家的讲课风格

苏肇冰
、

冼鼎 昌
、

邝宇平
、

杨国祯
、

杜东生
、

高崇寿
、

曾谨言
、

彭宏安
、

黄涛教授等都谈到胡

宁先生在讲课中尽量避开复杂的公式
,

而注重

物理思想简洁清晰
,

一些很难的课程如广义相

对论
、

量子场论和电动力学
,

他都非常突出物理

本质和物理图象
,

使大家一下子抓住了最主要

的东西
,

而且终生难忘
,

甚至使听课成为一种享

受
、

一种欣赏
,

确实表现出一种大家风度
�

胡先

生的《场的量子理论》和《电动力学》两本教科书

影响很大
�

台湾还出版了他的《电动力学》的繁

体本
�

苏肇冰院士还谈到胡先生在科研与教学的

结合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

毫无架子
、

平易近人
、

关心年轻人
,

甘为人梯

与会者在发言中几乎都谈到胡宁先生身为

知名学者却毫无架子
、

非常平易近人
、

非常谦逊

宽厚
、

非常容易接近
,

是一位可亲近的长者
�

杨国祯
、

马中骥
、

胡希伟
、

朱允伦等激动地

谈到在做胡先生的研究生时
,

胡先生对他们的关

怀和鼓励
,

胡先生在培养研究生中身教重于言

传
,

指导虽不一定很具体
,

但方向清楚
�

而更重

要的是营建 了一个有宽松学术气氛和高研究水

平的研究集体
,

提倡学生在研究集体 中自由成

长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

以培养学生的独立

工作能力
�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胡先生对年轻人

的关心
,

对学生的宽容
、

鼓励和信任
�

当他们有

的人在要求考研究生遇到原单位阻扰时
,

甚至还

亲 自到处奔走或写信给有关领导
�

从于敏先生

开始
,

胡宁先生一共培养了二十多个研究生
,

还

有大量的学生
,

其中很多人都已成为一些学科的

带头人
�

胡宁先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

高崇 寿和宋行长教 授激动地谈到他们 #4

年代分别在两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按规定用中文

报告时
,

胡宁先生亲 自主动来为他们做英语 口

头翻译
,

这种甘为人梯 的感人事迹引起了 日本

学术界的强烈反应
�

日本报纸报导坂 田昌一教

授兴奋地谈到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给学生做翻

译
,

实在令人感动
�

胡先生永远活在祖国的理论物理事业里

胡宁教授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献身祖

国
、

献身科学 的真正学者风范的榜样
�

胡宁先

生的不幸去世是我国理论物理
、

高能物理界的

一个重大损失
�

胡宁先生虽然不幸离开了我们
,

但他留下

了他所开创的理论物理
、

高能物理事业
,

留下了

大量的学生
,

留下了他的人品和治学精神
,

留下

了他独特的教育思想
,

留下了他 的著作
,

留下了

巨大的精神遗产⋯⋯胡宁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大

家的心里
,

活在他为之奋斗毕生的祖国理论物

理
、

高能物理事业里
�

与会者纷纷表示要学习胡宁先生为祖国理

论物理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崇高精神
,

继承胡宁

先生的遗愿
,

为振兴祖国的理论物理
、

高能物理

事业而努力奋斗 Β

附
%

胡宁传略

—
转载自《胡宁论文选集》;�  3

,

北大版<

胡宁
,

男
,

江苏省 宿迁县人
�

�  � # 年 ∀ 月

�� 日生
�

� : 1 年入浙江大学物理 系学习
,

第二

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 系
,

后随学校迁到昆明西

南联合大学
,

� : ∃ 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

跟随

周培源先生从事理论物理与湍流理论的研究
�

� 1 � 年赴美 国留学
,

入加 利福尼 亚理工学院
,

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
,

并于 �  1 : 年获该校

理 学博士 学位
�

� 1 :一 � 1 3 年在美 国普林斯

顿高级研究院研究介子的核力理论和广义相对

论
�

� 1 3一 � 1 ! 年在爱 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

院
、

� 1 !一 � 1 ∃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

从事 2矩阵的理论研究
�

� 1 ∃一 � 1  年在美国

康奈尔大学原子核研究所
、

� 1 一 � 34 年在威

斯康辛大学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
,

从事量子

电动力学和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胡宁毅然 自美回国
,

� 3�

年起任北京 大学物 理学系教授至今
�

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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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她用物理的情趣
,

引我们科苑揽胜

Χ 她用知识的力量
,

助我们奋起攀登

欢迎订阅《现代物理知识》

《现代物理知识》创刊于 � ∃ 年元月
,

是一

份 中
、

高级科普杂志
,

侧重于介 绍现代 物理知

识
、

物理学前沿的最新成果与发展动态
,

以及有

关物理学的新技术及其应用
�

《现代物理知识》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

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国内

外发行
,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现代物理知识》是

双月刊
,

已出版发行 3: 期
�

�  ∃ 年的报刊征订工

作已经开始
,

欢迎广大读者及时订阅《现代物理知

识》
,

�  ∃ 年全年 # 期邮局订价为 �∃ 元
,

每期 :元
、

此外
,

本编辑部继续办理《现代物理知识》杂

志邮购业务
�

由于邮资上涨等因素
,

从 �  ∃ 年

起
,

凡向本编辑部邮购的《现代物理知识》杂志
,

价

格略作调整
�

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

本编辑部出售的杂志种类和价格为
%

�  ∀

年合订本
,

�∃ 元 Δ 本 Α �  : 年合订本
,

�∃ 元 Δ 本
Α

�  1 年合订本 ;内含 �  1 年增刊<
,

: 3 元 Δ 本
Α

�  3 年合订本
,

∀ ∀ 元 Δ 本
Α �  # 年合订本

,

∀ # 元 Δ

本
Α �  : 年所庆增刊

,

∃ 元 Δ 本 Α �  1 年增刊
,

∃

元 Δ 本
Α �  # 年增刊

,

∀ ∀ 元 Δ 本
Α �  ! 年全年 # 期

共 ∀ 4 元
Α �  ∃ 年全年 # 期共 ∀ 4 元

�

欲邮购本刊杂志的读者
,

请汇款至
Α
� 4 4 4 : 

北京  �∃ 信箱《现代物理知识》
,

收款人姓名栏

请填写
% “

现编部
” �

另外
,

汇款人地址
、

姓名
、

邮

编请书写清楚
、

完整
�

� 3 : 年起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

原 子 能研究 所研究 员
Α � 3 #一 � 3 年 间在原

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理论物理室任 小组

负责人
、

教授
,

� ∃4 年起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
�

� 3 3 年受聘为 中国科

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学部 ;现为数学物理 学部 <

学部委员
�

胡宁主要致力于广义相时论和基本粒 子

理论的研究工作
�

早年曾与著名理论物理 学

家泡利合作
,

提出双标量介子的 强作用理论
�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
,

以极简单的方程得出爱因

斯坦等人所得 出的时双星运动 的牛顿运动 方

程的 ;/Δ Ε<
“

级的修正
,

并用此方法计算出辐射

引力波的辐射阻尼 力
,

这个力最低为 ;/Δ 。< 
量

级
�

此后
,

胡宁在高能碰撞多重产生粒子的理

论和 强相互作用 的 色散关系理论方面作出 了

一些重要的工作
�

#4 年代中期
,

参与建立和发

展强子 内部结构的层子模型 的工作
,

并因此与

他人一起于 � ∃ ∀ 年获 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
�

以 后
,

他 主要致力于 强 子结构 理论的研究 工

作
,

以他带头的
“

强子结构和 强作用动力学
”

项

目于 � ∃ 3 年获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

胡宁长期 以来一直是我国基本粒子理论的

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
,

对培养建立基本拉子理

论的研究队伍作 出了重要贡献
�

在研究工作

中
,

他强调要选择有重要物理意义的工作
,

强调

要有 自己的独创性
,

不要盲 目跟着别人走
�

他

长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教学和培养研究生

的工作
,

对北京大学物理 系和理论物理教研室

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

胡宁的著作有《电动力学》;� #: 年<和《场

的量子理论》;� #1 年<等
�

;北京大学物理系 朱允伦供稿<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