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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科
·

费米 �∀# ∃% &∋ () 俪!是著名 的意

大利科学家
,

∗ 世纪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

验物理学大师
,

诺贝尔奖获得者
+

他在 �, ∗ − .

�, / 0 年领导一个学派所进行 的一系列重要工

作
,

轰动了全世界
,

尤其是学派关于 中子物理
、

核物理方面的工作为意大利物理学恢复了世界

名誉
,

带来了意大利物理学的又一次复兴
+

一
、

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绝大多数学派的产生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

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

而费米学派

则与众不同
+

它产生于意大利历史上的文化荒

芜时期
,

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没有能够成为

其产生的推动力
+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

从

�1 世纪开始
,

始于意大利而后很快扩大到整个

欧洲的
‘

文艺复兴运动
”

出现了
+

由于它强调思

想的解放
,

强调对实践的重视
,

所以为科学的振

兴铺平 了道路
,

促进了近代 自然科学 的兴起
+

意大利从此在 自然科学领域一度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
,

在国际科学界辉煌无 比
+

但是文艺复兴

之后
,

由于封建教会对科学的干涉和对伽利略

进行迫害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

意大利科学很快

便衰落了
+

尤其是在伏打
、

阿伏伽德罗之后
,

由

于意大利全境连年爆发战争
,

导致社会生产力

止步不前
,

大学教育不能正常进行
,

科学研究几
‘

乎濒于瘫痪
+

再加上 当时意大利教育体制十分

不合理 2 过分重视人文科学
,

忽视 自然科学
,

尤

其是基础科学
+

意大利科学进人了一个黯然失

色的时期
,

到 ∗  世纪初
,

象伽利略
、

伽伐尼
、

伏

打
、

阿伏伽德罗这样 的国际知名科学家再也没

有在意大利国土上诞生
+

但是这种状况 自从意

大利有了费米
,

出现了费米学派
,

就从此成为了

历史
,

意大利物理学重新在世界上崛起
+

二
、

学派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影响

恩里科
·

费米
,

�,  � 年 , 月 ∗, 日出生在意

大利罗马铁路部门的一家普通职员家庭
+

费米

从小聪明好学
,

科学天赋极佳
+

从小就 自学了

相 当于研究生水平的经典物理学和数学著作
,

到他 �, �0 年考上 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
,

他

的经典物理学知识就 已相 当于 出色 的研究生

了
,

在大学期 间
,

费米把主要时间用于拓展 自

己在现代物理和纯粹数学方面的知识
,

并和好

朋友佛朗哥
·

拉赛蒂 �3
4# & ∋ 5旧6 )77% !一起做了

大量物理学实验
,

全面提高了实验技能
+

不久
,

还是一个学生的费米就成了学校里量子力学和

相对论方 面的权威
+

�, ∗ ∗ 年获得博士学位 毕

业后
,

去拜见意大利物理研究所所长
、

公共教育

大 臣 和 参 议 员  
+

8
+

科 比 诺 � 
+

8
+

& ∋∃ 9% # ∋!
,

得到科 比诺的极大赏识
,

从此两人开

始共同为组建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派而努力
+

�, ∗ − 年
,

费米与狄拉克分别独立发现了著

名的费米一狄拉克统计
,

于是费米名声大振
+

不

久
,

科 比诺为费米在意大利大学理学院首次设

立了理论物理学教授席位
+

同年
,

在费米的推

荐下
,

费米的好友
、

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拉赛

蒂来到罗马
+

于是三人开始招募学生
+

在科比

诺的呼吁下
,

工学院学生爱德 阿多
·

阿玛尔迪

�∀:
∋

4∃:
∋ ; < 4= :%!

、

埃米里奥
·

赛格雷 �∀< %=% ∋

>) ? ∃)!
、

艾托里
·

玛扎拉纳 �∀ 77∋ ∃) 8 4≅
∋

∃4# 4! 先

后加人进来
,

费米学派逐渐形成
,

并健康而稳步

地 向前发展
+

后来
,

达戈斯蒂诺 �Α
’

弋∋6 7% #
∋!

和布鲁诺
·

蓬泰科尔沃 �Β ∃Χ #∋ 5∋ # 7) &∋ ∃Δ ∋! 加

人进来
,

学派力量进一步扩大
+

从费米学派进人罗马大学到 ∗ 年代末
,

正

在形成和 日益发展的学派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由

费米和拉赛蒂带动下 的光谱学和原子物理上
+

其间学派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论文
,

提高了学

派的知名度
+

�,∗ , 年
,

费米被任命为意大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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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 院院士
,

这是科 比诺杰出活动才能的又

一次体现
+

�, / 年
,

又是通过科 比诺的努力
,

在意大利罗马大学为拉赛蒂设立了光谱学教授

席位
,

这恰恰发生在 由光谱学转 向核物理的关

键时刻
+

本世纪 ∗ 年代
,

量子力学发展迅速并 日益

完备
,

这表明原 子物理学 已趋完备
+

费米觉察

到学派必须立 即进人一个新的领域
,

于是学派

决定转攻核物理
+

这个决定充满风险
,

因为学

派成 员几乎没有这方 面的任何实验 和理 论经

历
+

但学派经过 一系列充分的准备
,

采取 了一

系列重要措施和 步骤
,

终于在核物理领域取得

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

其中最著名的包括
2

�
+

Φ一衰变理论
+

为了解释 Φ衰变
,

无数物

理学家摸索了很长时间
,

但一直没能得 到令人

满意 的结果
+

�, / / 年
,

在 中微子假说的基础

上
,

费米建立 了定量 的Φ一衰变理论
+

这一理论

的建立
,

不仅可以指导原子核衰变间题的研究
,

而 且还把粒子 间的相互作用 延伸到弱相互作

用
,

开辟 了弱相互作用的研究
+

这一理论是核

物理领域的里程碑
+

∗
+

中子轰击产生 1 种放射性元素
,

在研究

核分类上提供了大量材料 Γ 同时
,

对改革化学和

生物技术也大有裨益
+

另外
,

用 中子作为炮 弹

轰击元素
,

是科学研究上的首次尝试
,

这一创造

为以后人们更好地进行中子物理研究奠定 了基

础
+

/
+

提 出慢 中子理论
+

这一理论的提出
,

为

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打开 了大 门
+

1
+

学派对
“

超铀元素
”

的研究 为后来哈恩

发现核裂变现象开辟了道路
+

费米学派 的研究成果
,

使费米 学派站在了

国际核物理界的前沿
,

由此意大利物理恢复了
“

失去的辉煌
” ,

意大利物理学重新崛起于世界

物理学之林
+

另外
,

费米学派在科研管理等方

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

费米学派的活动作为一

种模式不仅影响 了意大利
,

而且还远及美国和

欧洲
+

�, / Ε 年后
,

由于意大利国内政治形势 日益

恶化
,

加上科 比诺于 �, /Η 年 的去世
,

往 日里那

种无忧无虑的工作环境一去不复返 了
+

大多数

学派成员相继离开罗马
,

学派走向解体
+

后来
,

费米在美国
,

阿玛尔迪在意大利
,

赛格雷在美国

等分别仿照费米学派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

的学派
,

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

三
、

学派的成功原因分析

费米学派产生并成长于一个社会生产力和

科学均不发达的国度里
+

它之所以能够拔地而

起
,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可以说
,

费米学派从产生到解体的整个过

程
,

都是举步维艰的
+

他们不仅要克服周围敌

对势力 �包括社会上
、

学术上!的反对和打击
,

还

要和当时简陋的实验条件作斗争
+

在整个过程

中
,

都是无处不在
、

神通广大的科比诺在保护着

学派
,

使学派可以排除外界的干扰
,

安心从事物

理学研究
+

科比诺对学派的成长及活动的影响

是相 当广泛的
+

科比诺总是尽最大努力为学派

争取最多 和最好的职位
+

�, ∗− 年科 比诺顶住

各方压力
,

为费米设立了理论物理学教授席位
,

这是 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理论物理学教授席

位 Γ �,∗ − 年
,

科比诺费尽周折把拉赛蒂调人罗

马
,

�, /  年又 为其设立光谱学教授席位Γ �,∗,

年费米被任命为王家科学院院士
,

这也与科 比

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

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

举
+

科 比诺还凭借自己的权利和杰出的活动才

能
,

为学派争取到尽可能多 的科研经费
+

当时

费米学派每年的研究经费为 ∗    一 /   美元
,

这虽然只是 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零头
,

但却是 当

时意大利别的物理研究 中心的
+

� 倍之多
+

在

仪器和实验设备的设置上
,

科比诺也总是能够

利用人 际关系为学派节省不少经费
+

这一切都

大大促进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
+

科比诺经常

以朋友和学派成员的身份和年轻人聊天
,

从学

业和生活方面给他们以帮助
+

科比诺本人曾是

一名出色的物理学家
,

曾作出过杰出的成就
,

所

以科 比诺在科研方面给予学派 的帮助尤为重

要
+

例如
,

在学派决定转向时
,

科 比诺和学派一

起认真探讨了转 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并为此

大声疾呼
,

极大地争取到了政府和公众的理解

现代物理知识



和支持
+

所以说科 比诺不仅是一位天赐的保护

神
、

可靠的决策者
,

也是一位认识论上的指导

者
+

费米学派的成功和科 比诺的作用是分不开

的
+

从以上的分析中
,

我们不难看出
,

科学的发

展不仅需要杰出的学科带头人
,

而且需要社会
、

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外部因素的支持
+

这是否可

以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呢 Ι 即在我们的政

府管理部门内
,

吸收那些在科学上德高望重而

又过了事业巅峰期的著名科学家进入政府科研

管理部门
+

现代科学越分越细
,

难度越来越大
,

一般行政管理人员要想对科学有深刻的了解是

不太可能的
+

因此尽管有科技咨询人员的帮

助
,

决策有时也难免会失之偏颇
+

而著名科学

家对自己的专业必定 了如指掌
,

让他们直接担

任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
,

凭着他们对科学的热

爱
,

他们会不惜一切努力扶持年轻的科技工作

者
,

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机会
+

在资金投人的方

向
、

数量等方面均容易作出正确 的决断
+

这样
,

会大大有助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

费米学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善于进行国际交流
+

费米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物

理学的国际化特征
,

从小就 自学了法语和德语
+

后来去哥廷根
、

哥本哈根
、

美国
、

南美洲的工作

和访问则更加强了他心 目中物理学家属于国际

社会的这种感觉
,

并使他在后来组建学派的过

程中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科学国际化所提供的便

利
,

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

首先
,

费米学派注重派遣成员 出国学习
+

在学派创建初期
,

为全面提高成员综合素质
,

学

派成员分头去世界上不同的著名实验室学 习先

进知识和实验技术
+

在转向初期
,

为了尽快获

得核物理领域的最新知识和核物理实验技术
,

学派再一次出国学习
+

这样
,

学派成员不仅成

长快
,

而且能紧跟国际物理最新进展
+

后来在

从事中子物理研究期间
,

为加快交流
,

也经常派

人出国
,

同时也扩大了学派的知名度
+

费米学派还很注意参加和组织国际会 议
,

热情接待来访客人
,

彼此加强交流
+

参加和组

织国际会议给学派在知识储备和影响方面作了

准备
+

同时成功地组织国际会议也为费米学派

进行国际交流创造了条件
+

费米学 派还积极利用国外的杂志发 表文

章
+

学派了解到意大利语的杂志在国外阅读的

人不多
+

所以 为了扩大
+

影 响
,

他们除了在国内

发表文章外
,

同时也用德语和英语在国际一些

知名杂志上发表
+

从上述分析中
,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2积

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科研工作取得成功所不

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

要为科研人员创造出

国际交流的机会
+

科研人员本身要提高素质
+

不仅在专业上要努力进取
,

而且要学会利用外

语这门工具去更好地加强国际交流
+

费米学派初期工作主要是关于光谱学和原

子物理学方面的
+

但是到了 �, ∗ , 年
,

费米学派

在既无知识储备
、

又无实验设施的情况下
,

大胆

地 选择 了核物理这个崭新的领域作为主攻方

向
,

这不能不需要很大 的勇气
+

也正是这种正

确的抉择为以后学派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辉煌

成就开辟 了道路
+

�, / 0 年费米离开意大利去

美国
,

学派解体后
,

留下来的阿玛尔迪在意大利

物理学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下
,

经过认真研究
,

选择了宇宙射线作为研究课题
,

使得罗马物理

研究所 重新恢复了生机
,

取得 了卓越 的成就
+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2
在选择研究课题

时
,

不仅要结合主客观实际情况
,

同时也要有长

远目光
,

要密切注视国际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Γ要

学会分析和观 察物理学发展方 向
,

在该转 向的

时候要勇于转向
,

要有点 冒险精神
+

费米学派

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

费米本人既是一位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

又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大师
+

他的过人之

处在于他擅长于将理论造诣
、

实验技巧
、

渊博知

识与概括才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

虽然人们普

遍认为 ∗  世纪初期或 中期象卢瑟福
、

玻尔
、

爱

因斯坦这一等级的大师都具有某种超越常人的

优势
,

或者在新的理论方面
,

或者在纯粹实验直

觉方面
,

但没有一个人象费米这样兼具这些能

力
+

作为领导的费米时时强调理论与实验的结

合
,

这就使得学派成员都注意兼顾理论与实验
,

Φ尸�全全
尸

寄趋订一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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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和量子琉一 场论
杨 建 邺

�华中理工大学物理系 武汉 1/   Η1!

古希腊有位作家名 叫阿泰拉奥斯 �约公元

∗ . / 世纪 !
,

他曾写了一个故事
,

说的是埃及法

老泰俄斯原以为斯 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一定相

貌堂堂
,

一表人才
,

但亲眼看见斯 巴达王以后却

大为失望
,

于是他 当面讽刺说
2 “

山怀孕了
,

万神

之王宙斯大吃一惊
,

但山却生 了一个小 老鼠
+ ”

阿革西拉乌斯针锋相对地 回答说 2
“

你把我看作

老鼠
,

但总有一天
,

你会把我看成狮子
+ ”

有趣的是
,

爱因斯坦的统 一场论也有与斯

巴达王相似的经历
+

原来认为爱因斯坦研究统

一场论纯粹是场悲剧的玻恩
,

到了 Η 年代才认

识到
,

统一场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
,

是一

只令人讨厌的和令人厌恶的小老鼠
,

事实证明

他还颇有雄狮的那种威风
+

玻恩承认
,

近代科

学正沿着爱 因斯坦指 出的统一理论方 向走去
、

�, Η , 年 第 ∗� 期 美 国 《科 学 新 闻》 �>& %) #& )

ϑ) Κ 6! 上登载过一篇纪念爱因斯坦诞辰 �  周

年的文章
,

其中有一段话写道 2
“

现在有希望了
+

统一场论正风靡一时
,

这是量子统一场论 �不是

爱因斯坦研究的那一种 !
+

⋯⋯他们表现了解

决问题和提供爱因斯坦所希望的宏伟的统一的

可能
+ ”

杨振 宁教授于 � ,Η, 年也指出 2 “

爱 因斯

坦的统一场论⋯ ⋯这种固执观念与对理论物

理的基本结构的理解应 当是有深刻联系的
+

而

我还要 补充一点
,

这种深刻理解更是今 天物理

研究的课题
+ ”

那么
,

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Ι

说来也真令人深思
,

因为统一场论的进一步发

展
,

恰恰是 由于被爱 因斯坦轻视的量子力学和

基本粒子物理学迅速发展的结果
+

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迅速发展
,

对爱因斯坦的几何统一场论既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
,

也是 一个巨大的促进
+

一方面
,

强
、

弱相互

作用的发现
,

使统一场论由统一电磁
、

引力 ∗ 个

相互作用
,

增加到要统一 1 个相互作用
,

这就使

得原来已经困难重重的几何统一场论处于更加

窘迫的地位 Γ 另一方面
,

量子力学的发展
,

又不

得不求 助于统一场论的建立
+

这也就是说
,

虽

然困难越来越大
,

但需要却越来越迫切
+

这是

因为本世纪 ∗ 年代以后
,

大量新的基本粒子不

断被发现
,

这对物理学家来说是提 出了一个相

当难于克服的难题
+

我们知道
,

每一个基本粒子
,

它既有粒子性

又有场的性质
+

量子场论认 为
,

有一种粒子就

有一种场
,

粒子是场的激发态
+

例如
,

电子是 电

子场的激发态
,

光子是电磁场的激发态
,

介子是

介子场的激发态
+

描述不同的粒子需要不同的

场论
,

描述光子用的是量子电动力学
,

而对介子

则要用介子 场论
+

当基本粒子到 Ε 年代 已 出

现到 1 多种时
,

物理学家显然不能满意这种穷

于对付的状态
,

他们理所 当然地想用一种统一

的场论描述 日益增多的粒子
+

另一方面
,

量子

力学用于电磁场时
,

出现 了发散的困难
+

所谓

发散的困难是指 当人们考虑交换场粒子实现相

互作用后
,

如果只考虑低级近似常常与实验结

果相符
,

但每 当进一步作高级近似时
,

得到的结

果却与实验结果不符
,

而且其结果无穷大 Λ 为

了克服上述种种困难
,

物理学家想了许多方法
,

其 中有一种方法 就是想 用统一场论来摆脱困

�碑一了山乏� 限刁 军产
、、从不顾此失彼

!

费米学派理论与实验并重的科

研作风
,

符合现代科学发展 的趋势
!

现代科学

理论越来越高深
,

实验越来越精细
,

科研工作者

如果没有理论知识与实验技能的融会贯通
,

要

想取得大的突破是不太可能的
!

这就要求科研

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
,

既要重视理论

知识的学习
,

又要重视实验技能的培养
,

做到理

论与实验并重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