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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先生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

他因发

现重核的三分裂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

他为开拓

我国原子能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

被誉为
“

中国

原子能事业的播春者
” ∃

�%%& 年 ∋ 月 &% 日
,

电视里突然传出噩耗
,

我们敬爱的钱三强先生已于前一天因心脏病突

发
,

急救无效而去世
∃

笔者实在无法接受这个

事实
,

不久前
,

钱先生还到清华大学给同学们作

过报告
∃

他的心脏病不是因为安装了心脏起搏

器而有所缓解吗 ( 怎么可能⋯ ⋯

笔者之一在清华大学念书时
,

钱三强先生

正在开设普通物理课
,

当年曾经慕名选过他的

课
,

所 以他是我们的老师
∃

但是那时没有机会

直接交谈
∃

∀ 年过去了
,

钱三 强先生又一次成

了我们的老师
,

我们多次当面聆听钱先生的教

诲
∃

是他鼓励和指引我们在物理学史的教学和

研究上做出了一点成绩
∃

更重要的是他端正了

我们的人生 目标
,

使我们在金秋时节还有所作

为
∃

记得是一个深秋的傍晚
,

我们约见钱三强

先生与何泽慧先生
,

说要向他们汇报几年来的

工作
,

特别是用物理学史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想

法和做法
∃

那一天何先生下班很晚
,

六点钟还

没有回家
,

钱先生一个人把我们迎进屋
,

给我们

事先沏好了两杯清香的新茶
∃

我们已是多次到

他家里访问
,

他还把我们当作客人
∃

他亲切地

勉励我们努力工作
,

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

我们

清楚地记得钱先生所说的内容
,

讲话的语气和

姿势
∃

钱先生讲到
,

你们在学校里注意把思想

教育工作结合业务教学是很好的
,

说明你们认

识到了争夺年轻一代的重要意义
,

也说明你们

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发展结合在

一起
∃

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很重要
,

这可是有关

千秋万代的大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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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到钱先生这一番话
,

当然完全同意
∃

但是
,

总觉得这是老生常谈
,

不解决现实问题
,

于是就开始婉转地诉起苦来
∃

我们讲到
,

做这

些事情往往得不到支持
,

有时还会被别人认为

水平低
,

没出息
∃

我们刚一表露这些思想
,

钱先

生就象能摸到对方的脉搏似的
,

立刻抓住了间

题的症结
∃

他用右手有力地向下按
,

慈祥地用

他那深沉的声音对我们说 + “

不要这样想
∃

看问

题要从全面出发
,

要看到全局
,

要看到长远
∃

有

些事情是不能以表面现象来衡量的
∃

你们的工

作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
,

就很好
∃

我支持你们
,

不要退缩
,

坚持下去
,

取得实效
,

就一定会发生

质的变化
∃

我相信大家对你们所做工作的看法

迟早会改变的
∃ ”

对于这一番话
,

我们点头表示

接受
∃

然而最使我们感动的是
,

钱先生竟举他

自己的例子来开导我们
∃

他是这样说的 + “

建国

以来
,

我从事的主要是组织工作
,

比起在国外的

十年
,

我确是在科学研究上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

可是
,

这些工作都是必须做的
∃

如果说这对我

是一种牺牲
,

有一点损失
,

那也是必须的
,

是值

得的
∃

以个人的一点代价换取大家的收获
,

使

大家有更好的条件
,

做出更多的成果
,

有什么不

好呢 ) 我过去也曾对这些问题有所考虑
,

但是

考虑下来
,

我只能做这一选择
,

愉快地作出符合

党和 国家需要 的选择
∃ ”

钱先生在我们的心 目

中
,

一直是一位大科学家
,

我们仰慕他在科学上

的成就
,

现在
,

我们更钦佩他的高尚人品
∃

钱先生特别注意对青少年的教育
∃

他经常

出席青少年的各种科技活动
,

并对青少年讲话
,

鼓励他们向科学进军
∃

钱先生送给我们他写的两本书
,

一本题名 +

《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
,

一本题名+

《科坛漫话》
∃

他翻开后一本书
,

指出好几篇都

是写给青少年的
∃

其中在
“

既能动脑又能动手
”



一文中
,

钱先生写道 +
“

青少年同志们
,

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重任在肩
,

努力吧
,

用加倍的手脑劳

动
,

勇敢地去进行探索和创造
,

让科学春天的百

花园开 出更多更绚丽的花朵来
∃ ”

他说 +
“

我觉

得
,

直接同青少年交谈
,

特别有意义
· ”

钱先生鼓励我们在教学之余从事力所能及

的物理学史研究
,

并且把物理学史的研究成果

用于教学
∃

�% % 年的一天
,

我们又一次来到他

的住所拜见他
,

他当时手里拿着我们写的《物理

学史》手稿
,

正在准备为我们作序
,

他对我们讲

到 +
“

物理学史里面有大量人类智慧的结晶
,

这

不但是知识的宝库
,

而且是智慧的宝库
,

里面有

着很多丰富的养分
,

很值得我们去开发和利用
∃

我想物理教师应该熟悉这些内容
,

我相信会对

教学大有好处的
∃ ”

我们说 +
“

您在《物理教学》

上的一封信启发了我们
,

就是读到您这封信
,

使

我们坚定了从事物理学史教育的信念
∃

这些年

来我们也深有同感
一 ”

钱先生笑笑说 +
“

这封信

大概是 �% !� 年秋天写 的
∃

我有这个体会是由

于 , 年代初为写《原子能发现史话》查了一些

文献
,

看了一些科学著作和科学史资料
,

思考过

一些问题
∃

我因此认识到历史中间大有可总结

的东西
,

·

很值得我们去发掘
∃

这些内容不仅可

以用来教育年轻一代
,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老人

也很有益
∃

所以就写了那封信
∃ ”

亲爱的读者们
,

为了让大家能直接领会钱

先生的思想
,

我们在这里引述钱先生 �%!� 年在

《物理教学》杂志上发表的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

“

今天读《物理教学》�% !� 年第四期第 ∀∀

页
‘

物理之窗
’

栏
,

看了感到非常之好
,

故特写此

短信以表祝贺之意
∃

“

任何科学的新分支
,

从它的产生
、

发展到

把它的道理弄清
,

都要经过不少曲折
,

有些还会

由于
‘

偶然
’

的遭遇而一时
‘

蒙难
’ ∃

而我们的教

师们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时候常常是应用经过几

次消化 �中
、

外人士 #的材料来讲授的
,

或者经过

抽象的理论把它表述出来
∃

这样的教学方法会

使青年失去对观察的兴趣
,

容易发生误解
,

以为

什么结论都可以用数学推导得到的
,

加之现在

特别强调考试 �当然考试 比走后门要好得多 ) #

因而增加了背书的倾向
∃

这样的结果使青年们

不了解科学本身是怎样来的
,

时间长 了
,

等到他

从事教学时很容易把科学作为一门死科学来

教
,

从事研究工作时
,

思想也不会活泼 �这正是

今天我们科学界的弱点#
∃

“

这次你们在
‘

物理之窗
’

栏内写的几篇材

料
,

比较生动活泼
,

表达出了当时科学发展的过

程
∃

我曾在《自然杂志》创刊上说过
,

不但希望

加强横的各门学科知识的介绍
,

同时还希望介

绍各门学科发展的历史
,

以了解它的纵深
∃

你

们这期中
‘

− 射线的发现
’

就写得很活泼
,

使人

有真实感
,

我相信对青年 �也包括教师和我们这

些老头子 #会很有益处
∃

希望你们今后在这方

面写 出更多更好的故事 �其实是真的活的历

史#
,

从长远来说
,

将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会

大有作用
∃ ”

在我们的工作中钱三强先生经常给予我们

亲切的教诲
∃

当我们面临着选择课题
,

感到前

途渺茫
、

无所适从的时候
,

是钱三强先生为我们

拨开 了迷雾
∃

当时我们正准备系统地研究 & 

世纪著名实验室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物理学家对

& 世纪物理学的贡献
∃

钱先生规劝我们
,

摊子

不要铺得太大
,

要量力而行
,

他主张我们首先做

好后一个项目
,

特别是清华大学老物理系的历

史经验
∃

如果能好好整理出来
,

会有很大的教

育意义
,

他说 +
“

我们要让后人知道
,

中国人在

那样困难的条件下
,

对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

不 少贡献
,

其中有些还是相当重要 的
∃

要让后

人知道
,

老一辈科学家为祖国增光的许多感人

事迹
,

以便大家学习和借鉴
∃ ”

他勉励我们编辑

《吴有训论文集》
∃

他说
,

出版这本书也是他多

年的心愿
∃

他建议我们
,

要特别注意吴先生两

点主张 + 一个是学术独立
,

一个是注重实验
∃

他

说 +
“

吴有训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创建清华

大学物理系
,

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我国自己

的科学中心
,

发展立足于我国的科学技术基础
,

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
,

使科学技术真正在

我国生根
∃

也就是说
,

他一辈子为发展我国自

己的科学技术事业奋斗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我们要宣扬这种精神
,

发扬这种精神
,

用以教育

现代物理知识



子孙后代
∃

这不仅是你们清华大学一家的事

情
,

也是整个民族的大事情
∃

你们说呢(
”

这时

我们已经被他的激情深深地感染
,

都不知道如

何表达自己的思想
,

只能连声说是
∃

我们知道
,

钱三强先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

最忌激动
∃

现

在他兴奋起来了
,

我们必须马上停止谈话
,

因为

这是何泽慧先生事先交代过的
∃

可是
,

钱先生

不肯停止谈话
∃

他接着说了下去
∃ “

第二是注重

实验
,

这也是特别重要 的
∃

我在清华学习
,

最大

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实验的重要性
∃

这是培养年

轻科技人员 的重要方面
∃

你们的书我大致看

过
,

我认为你们在这方面做得就不错
,

突出了实

验
∃ ”

钱先生稍稍停顿了一下
,

话锋一转 +
“

不

过
,

要注意另一面
,

理论也是不可忽视的
∃

重视

实验
,

并不是要贬低理论的作用
∃

恰恰相反
,

说

清楚两者的关系
,

就能更好地理解科学
∃

这 不

正是思想教育的极好内容吗 ( 这里面有很多生

动的辩证法啊 )
”

这几句话使我们顿开茅塞
∃

我

们暗暗地下定决心
,

以后要好好地在讲课中体

现钱先生这一思想
∃

钱先生对我们的教诲还有很多
∃

记得我们

第一次拜访钱先生
∃

我们走进他的家门就让我

们惊讶
∃

我们发现
,

作为科学院副院长和二 机

部副部长
,

住的还是和我们住的一样的旧房子
,

只是面积稍微大一些一进门洞
,

就碰到了码

得比肩高的杂志
,

钱先生的
“

会客室
”

竟只有几

件旧木家具和一套旧沙发
∃

我们早就听说
,

国

家几次要给钱三强先生调整住房
,

都被钱先生

拒绝
,

他说 +
“

我们在中关村住惯了
,

房子虽然旧

些
,

还是可以住的
∃ ”

我们事先把我们以前写的几本书送给两位

先生
,

请他们指教
∃

钱先生让我们坐定后
,

打开

一本书
,

说道 +
“

你们给青少年写的书很好
,

应该

多写些
,

青少年很需要
∃ ”

我们说 +
“

还很不成熟
∃

我们写得不够通俗
∃

有的也没有充分表达出我

们的体会
∃ ”

钱先生翻出一页
,

指着其中一段说

道 +
“

这一段启示就写得很好
∃

我念给你们听
∃ ”

钱先生当着我们的面果真念起了我们的作品
∃

老师念学生的作品
,

念得还津津有味
,

我们真不

好意思
∃

念完
,

钱先生郑重地对我们说 +
“

我很

% 卷 ∗期 �总 ∀ % 期 #

欣赏你们这一段话
∃

说出了科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特点
∃

你们说科学是人类集体的事业
∃

是人

们以各种方式
,

有形的和无形的
,

进行协作的产

物 .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 上
,

失败和挫折是难免

的
,

只要不怕艰险
,

严谨踏实
,

以科学态度从事

工作
,

就有可能对科学发现作出自己的贡献
∃

用科学发展史教育青年
,

就要注意说明科学发

展的来龙去脉
,

不能割断历史
∃

我们要通过历

史向青年们讲清楚科学发展的真实过程
∃

就像

我国在发展核技术的进程中一样
∃

如果不是我

们提倡大力协同的精神
,

原子弹怎么可能在这

样短的时间里试验成功呢 )
”

钱先生这次谈话给

了我们很大鼓励
∃

�%%� 年暑假的一天
,

笔者中的一位再一次

到钱先生家里看望他
,

手里拿着即将出版的《物

理学史》清样
∃

钱先生很高兴地接见 了我
∃

钱先

生告诉我
,

他由于不久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

现

在感到比较舒服
,

每天能工作几个钟头 了
∃

他

翻阅了我们的《物理学史》
,

表示 满意
∃

我说 +

“

谢谢钱先生为我们作序
,

这篇序实际上是这本

书的纲
,

使它增色不少
”

话题转到我们今后的

工作
∃

我好象有许多话要 向他老人家诉说
,

一

时不知从那里说起
∃

心里似乎有许多怨气
∃

我

摇摇头
,

表示难以启 口
∃

钱先生慈祥地等待着
∃

我终于开 口 了
∃

我说到自然科学基金没有申请

到
,

回复的理由是物理学史课题不属于资助范

围
∃

又说大家都说要支持科学史的研究
,

可是

我们在校内外为建立物理学史研究室的努力都

失败了
∃

建立不起研究室
,

就没有条件招收研

究生
∃

出书太难
,

手里这本书也许是最后 的一

本了
∃

底下真不知道干什么好
∃

我甚至还对钱

先生说
,

有些大学教师退休后到公司打杂
∃

钱

先生听了我的诉说后笑了笑
,

恳切地对我说 +

“

你的情况我能理解
∃

我来打一个比方
,

就好象

一个通道
,

这个通道本来就很窄
,

可是大家偏偏

都要从这个通道走
,

这就必然造成拥挤
,

有的人

就可能通不过
∃

通不过并不等于他过不去
∃

他

可以找其他的路径
,

也许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
∃

况且
,

很重要的是今天总的形势
,

是允许大家找

路子
,

而不是象二三十年前那样什么都卡死了 .

·

∀ /
·



伟大的科学家
、

教育家—朗道

罗 世 全

�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 重庆 ∋/ , �0#

远古的传奇

朗道
,

�% ! 年 ∀ 月
‘

&& 日出 生 于 巴库

�1 23 4#
,

他的父亲是一家石油公司的石油工程

师
,

母亲是医生
,

并已在生理学领域作了一段时

间的研究工作
∃

�/ 岁中学毕业时
,

他已对严格的科学很感

兴趣
,

不久就显露出其数学天赋
,

并自学数学分

析
∃

他曾说过 +
“

我几乎不记得不能算微分和积

分这种事了
∃ ”

由于父母认为他在大学学习还太年轻
,

朗

道在巴库经济技术学校学习 了一年
∃

从 �%&&

年
,

他同时在巴库大学的数学系
、

物理系
、

化学

系学习
,

最终
,

他放弃了化学
,

但对这门学科的

兴趣一直伴随他终身
∃

�% &∀ 年
,

他终于 进人列宁格勒大学物理

系
,

那时
,

在这个苏维埃物理学的重要中心
,

他

第一次遇到了现代理论物理的发展浪潮
,

并把

所有年轻人的热情都倾注于学习
,

有时他是那

样地疲惫
,

但为了坚持学习他宁可不睡
∃

不可置信的美

朗道说
,

在那段时 日里
,

他完全被那些普遍

联系的规律的不可置信的美惊住了
∃

他人迷地

演算海森堡和索莫非创立的量子力学
∃

他热衷

于它们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科学美
,

更有人类

的创造力
∃

人的最大的胜利莫过于有一种能力

一
一种能洞察不可想象的事物的能力

,

象
“

时

空弯曲
”

和
“

测不准关系
” ∃

�%& , 年
,

他大学毕业
,

成了列宁格勒技术

物理研究所一个有追求的活跃成员
,

他初期的

文章便是在那些年发表的
∃

�%&∋ 年他发表了一

篇关于双原子分子线状光谱强度的文章
,

二年

后又有一篇关于量子力学阻尼 问题的文章
,

在

此文中
,

他首次介绍了本征态的密度矩阵
∃

�% & % 年
,

他到国外访问
、
有一年半的时间

工作于丹麦
、

英国和瑞士
∃

在哥本哈根
“

理论物

理所
”

的时光是最重要的
∃

在那儿
,

同来自欧洲

各地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一起
,

他参加了著名的

尼尔斯
·

玻尔的研究团体
,

研究那个时代理论
产、护 声、韶 尹 , ,了 声、∃ 产乌∃ 尹 沪‘,尸 户、 ∃ 尸, 、砂

户

, 、 尸 尸、∃ 声、∃ 5
6
∃ 场洲 声 ∃ ,了 尹、、尹 产‘尸 沪、‘尸 尹 ∃ ∃洲 产、侧尹 八、护 产 ∃ ‘尹 产、、护 ∃ 、叼 产‘∃

∃

沪 ∃ 勺护 沪, ,
,

尸 ∃ ∃甘 产、甲 产、妇
∃

户‘∃ 6 如匕甲 户 、州 产、洲 沪
、

户 子∃ ∃ ∃
户

产, ,
户
沪 , 、洲 尹如 ∃ 创 尸、∃

‘

, 勺尸 尸∃ 如 砂 声气口 沪∃ , 洲

我要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
∃

中央正在采取有力

措施
,

将大大促进科技发展
,

改善知识分
一

子的待

遇
∃

我想
,

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

并且坚持

做下去
,

一定能找到恰当的位置
,

得到必要的社

会支持
∃ ”

接着
,

钱先生问我开物理学史选修课

的情况
∃

笔者一一作答
∃

钱先生说 二
“

这就对了
∃

开选修课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嘛)
”

他越说越

兴奋
,

然后举起手来
,

扳着手指头说道 +
“

你每学

期开两门课
,

每门课二 百多学生
,

两门课五 百

人
,

一年就上千人听讲
∃

十年该是上万人
∃

清华

大学的学生大多是很优秀的
,

如果这一万人里

有百分之几由于受到你的启发以后成为栋梁之

才
,

你对国家的贡献该有多大啊 )
”

没有想到
,

钱先生这一番话
,

竟成了他给我

们的最后教诲
,

我们失去了敬爱的老师
,

但是

他的遗言一 直指引我们走着一条开阔的充满阳

光的大道
∃

儿年来
,

每当我们工作遇到困难时
,

或者由于退休后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而感到有

点孤单时
,

钱先生的教诲就成了我们克服困难

的动力
,

我们总感觉到 自己是走在精神文明建

设大军之中
∃

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大
,

我们越来

越感到钱先生这一番话的份量
∃

钱三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
,

他慈

祥的谈话一直响在我们耳边
∃

我们将把这些话

永远铭记在心里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