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彭桓武先生对我们的教导

郑 绍 唐 胡 华 深

彭桓武院士是我们的人门老师
,

今年 �� 月

‘ 日他八十岁了
 

岁月如梭
,

回忆往事犹历历

在 目
。

� ! , ∀ 年我们大学毕 业时
,

彭先生和黄祖洽

先生刚从苏联学 习反应堆理论归来
 

当时国内

还没有人搞反应堆理论
,

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

堆正在建设
,

计划于 � ! # ∃ 年开堆做临界实验
 

为 了培养一批反应堆理论工作者
,

从北大技术

物理系挑选了十来个人
,

又从其它院校挑选了

数学
、

工程方面专业的十来个人
 

头一年由彭

先生亲 自讲反应堆理论课
,

接着黄先生指导我

们做反应堆的物理计算
,

与此同时
,

彭先生主持

每周一次的
% & ∋ ()∗

+
,学术讨论班 −

,

由我们 轮

流报告世界各国实验和动力反应堆的研究发展

情况
 

这样的
% & ∋ () ∗ + 即使在 � ! # . 年

“

反右
’‘

运动中也雷打不动
。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与彭先

生接触较多
,

他的耳提面命
、

谆谆教导使我们终

生难忘
。

一
、

关于对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的看法

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
“

唯有

基础理论高
”

而轻视应用理论的思想倾向
 

在

我们这群人中就有人说 / “

造十个反应堆 还 不

如出一个爱因斯坦
 ”

而彭先生本人却是用基础

理论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实际问题的

典范 0 他在英国做的是固体理论
、

介子物理和

量子场论
,

一回国
,

他就去解决鞍钢的钢锭在快

速加热时的裂缝问题
,

随后又根据国家需要
,

转

到低能原子核理论
、

反应堆理论新方向
, �! ∀�

年起又转到核武器理论这一完全陌生的 领 域
 

在每一方面他都做了倡导性的研究 和 组 织 工

作
,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他能够这样做
,

除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建设事业的责任心

外
,

是因为他对理论物理有一个正确的统一看

法
。

二
、

教导我们理论物理研究的工作方法

彭先生理论物理的造诣颇深
,

思维敏捷
,

兴

趣广泛
,

消化吸收能力很强 / 他物理思想深刻
,

能深人到问题的本质 /数学技巧熟练
,

常常使数

学专业的人叹服
。

除此之外
,

他还注意学习方

法和工作方法
 

他经常跟我们讲做学问的深与广的 关 系
。

先要在一个方向做得深
,

然后向另一个方向发

展
,

在达到一定广度后
,

就能在广的基础上达到

新的深度
 

他要我们兴趣要广一些
,

他说在清

华念书时就常常找不同专业的人讨论
,

除选物

理
、

数学课程外
,

还选了化学
 

在英国时
,

除做

自己的工作外
,

还关心别人做的工作
 

他说不

但要从老师那里学
,

从师兄弟那里学也很重要
 

他非常重视学术讨论会
 

有一段时间他亲

自主持
,

由我们轮流报告各国反应堆的研究发

展情况
,

他常常一边听讲
、

一边看文章
、

一边提

问
,

引导大家去思考问题
,

气氛比较随便
 

他

说 0 “

你们对各国反应堆的了解要做到如 数 家

珍
”  

由于有这一段训练
,

以后做核潜艇动力堆

选型就要方便多了
 

他看到我们算一个数很慢
,

就教我们如何速算
,

如何粗估
,

如何抓住数量

级
 

他有一句名
 

言 / “

三倍就是大于大于
”  

我

们要半天才算得出来的一个数
,

他常常经过心

算就算 出数量级来了
 

他还要我们一定要把重

要的物理常数记熟
,

他说他常常拿物理常数考

研究生
 

他还教我们如何从量纲分析
、

从外推

到极限来校验 自己的计算结果
 

回想这一段时

间的学习锻炼
,

不但对我们迅速进人反应堆理

论领域非常重要
,

而且对我们一生的研究工作

都受用不尽
 

三
、

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科学工作者

彭先生为人正直
,

从不追求名利
,

他毕生热

爱科学
,

一心钻研学问
,

不夸耀 自己
,

也不喜欢

别人吹捧
 

他默默无闻地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
。

过去为了保密
,

人们只看到前

现代物理知识



从同步辐射看教师的继续学习

朱 海 星

江苏扬州师范学校, 1 1 # � � 1 −

避免科学错误仍然是物理教学的重要议题

之一 比较严重的错误应该是对近代科技成果

不熟悉
 

读了王德武老师在 !2 年 ∀ 期
“

同步辐

射的昨天和今天
” ,

感触颇深
 

介绍玻尔氢原子模型
,

原子处于定态
,

电子

虽然做加速运动
,

但不向外辐射能量
 

面对中

学生或中师生的深究
,

如何解释 0 电子加速运

动究竟是不是一定辐射能量
 

如果不了解同步

辐射已取得的成就和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
,

或

者教师遗忘了
,

就难以圆满解答
 

例如会认为

氢原子中电子能量太小辐射微不足道
,

或者比

较 3 4 振荡
,

认为匀速圆周运动的电子不会 象

振荡电子那样辐射
 

另一种态度就是迥避学生

问题
,

说玻尔假定与经验符合就遮掩过去
 

这

些做法对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显然是

有害的
 

如果在教学中能渗透科技成果并类比学生

已具备的基础知识
,

既可防止错误断言
,

又向学

生传达了科学精神
 

例如原子束缚态辐射量子

化类比谐振或声学上的驻波以及电子波 动 性
,

介绍同步辐射获得同步光的成就
,

为什么电子

感应加速器到 ��� 5& 6 仍未发现同步辐射等
 

另一个难题是综合知识的了解
 

科学是关

于自然
、

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教师将科学

与技术
、

科学与社会
,

学科交叉的知识溶人课

堂
,

对激发兴趣
,

提高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

做到

这一点
,

首先是教师要不断吸取新知识
 

除了

上面的例子外
,

另一个例子是张三慧老师在 !2

增刊中的文章
“

畅谈大学物理教学 内 容 现 代

化
” ,

对中师乃至小学 自然都是有意义的
 

例如

谈到沙漠中有一种蝎子
,

能从它感到的纵波和

横波到达的时差断定小虫的距离
,

结合在声学

和波的知识中介绍
,

显然能激发兴趣
 

其它若

千例子有不少实际上也可在中小学阶段就有所

了解
 

如果学生有了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

在不

过分施加压力,如升学 −的外部环境中也会努力

去追求知识
,

追求科学
 

实现这一目的
,

同样需

要教师见多识广
,

了解潮流
 

台的烟花灿烂
,

却想像不到像彭先生那样的科

学家在后台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

他对我们

要求非常严格
,

他曾经说 / 自私的人是做不出

东西来的
 

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实践
,

我们越益

感到这句话是多么深刻
 

每当他发现我们有做

得不对的地方
,

总能直言不讳
、

当面指出
 

如有

一次胡华深在做学术报告时
,

对同一个物理量

前后用印刷体和书写体字符来表示
,

搞得比较

乱
,

彭先生就当面进行了批评
 

事后怕我们想

不通
,

又对我们好言相慰
 

彭先生对我们的批

评帮助
,

我们一直铭记在心
,

终生难忘
 

�! ∀ � 年发表了一篇波特的 《对青年物理学

家的忠告》
,

波特说 0 “

物理学家要有一定程度

. 卷 ‘期 ,总 略1 期−

的休闲
,

但休闲时亦必须进行思想的活动
 ”

彭

先生也告诉我们
,

休假时间一般不要超过半个

月
,

否则重新捡起来很费劲
 

这些忠告
,

都对我

们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彭先生待人真诚平等
,

对年轻人既严厉又

热情
 

我们到原子能所报到那天
,

他亲自接待

我们
,

那天正好是中秋节
,

他就叫我们晚上到他

家里吃月饼
。

以后看到我们 日以继 夜 忙 于 计

算
,

星期天也不休息
,

就约我们一起去颐和园

玩
,

还请我们吃晚饭
 

现在回想起来
,

我们一出

校门就能在彭先生那样的理论物理大师指导下

工作
,

真是万分荣幸艺

我们衷心祝愿彭先生健康长寿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