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纽约州联邦学院历史 学 博 士 马

克
·

沃尔克的论文
“
海森堡

、

高德斯密特和

德国原子弹
”
在

《
今 日物理

》
上发表后

,

引起

世界范围的反响
�

不少知情人士纷纷撰文

评判
,

或是赞同
,

或作补充
,
或予抨击

�

在

抨击性文章中
,

对立性最强
,

措词最激烈

的
,

当数美国佛蒙特州的乔纳生
·

洛根的

�
《
今 日物理

》  ” ! 年 ∀ 月号#
�

为使读者

对沃尔党的文章 �大部分内容笔者编译于
《
知识就是力量

》  ∃ ∃ 年第  期# 以及
“

德

国原 子弹
”
的研究过程有更全面的了解

,

谨

将洛根的评论编译如下 %

马克
·

沃尔克的
“
海森堡

、

高德斯密特

和德国原子弹
”
一文

,

标新立异的论说与事

实相悖到离奇的地步
�

那个虽令同盟国不

安但未实施成功的德国的铀项目
,

被说成

不是原子武器发展 进程中的一个失败 & 在

德国国家社会党人 的严格控制下
,

德国的

核能研究竟有着令人叹服的目标和值得颂

汤的进展 ∋

求高了点
�
”
魏扎克在  ∃ ( ) 年的文献中声

称 % “
我应该承认

,

我们曾过高地估计了该

问题的难度
” & “

我们以为它甚至比想象的

还要难
,

这就是不丢尝试它的充分理由”

二
、

高氏做了很多沃尔克以为他不会做的

事
�

例如
,

经过长期的仔细调研之后
,

高氏

终于承认那些老资历 的德国物理学家
,

当

年对铀弹的快速裂变和怀的增殖有着准确

的理论概念
�

三
、

奥尔索斯特派团不是一个破坏性的地

下活动组织
�

海森堡未曾写信给德国 当局

替高氏的父母通融
,

只是答复过荷兰物理

学家德克
·

科斯特的一份抗辩
�

沃尔克所

说的
,

海森堡给高氏的信
“
从不提及他营救

高氏双亲的义举
” ,

大概是因为高氏早就从

科斯特和马克思
·

万
·

劳厄那里得知那封

信的事
。

也可能是因为海森堡本人对此事

莫名其妙而反应太晚
�

此外
,

高氏谢绝了

军事委员会的委聘
,

故而不是一名预备役

军人
�

在他的著作
《

奥尔索斯
》
里

,

无论在

哪件事情上
,

都没有宣称过什么
“

英雄,’�

四
、

沃尔克或许有的那种科学是因几个 伟

沃尔克报道的内容
,

一部分衍生于只受德国影响

的素材
,

一部分来源于纽约美国物理研究院历史图书

馆中的可公开档案
,

一部分是作者同塞缪尔
·

高德斯

密特在
《
物理评论

》
共事一年半时所知晓的

�

将沃尔

克的报道与可用的记载相比较
,

发现有
一

显著差异
,

在此

仅列 出些少几条 %

一
、

高氏在
《
奥尔索斯

》
中的结论是 % 德国人武断地过

高估计了制造炸弹的难度
�

而沃尔克却无视这一结论
,

,

认为它是
“
莫测 高深的先入之见

”
�

这种过高估计
,

事

实上左右 了德国人对铀项目前景的设想
,
且晚后为沃

纳
·

海森堡和卡尔
·

万
·

魏扎克所承认
�

海森堡  ∃ ∗ ,

年 娇文说 % “
我们把技术上的必要努力看得比实 际要

大人物的孤立作用而进展的陈腐观点
,

高氏从不 以为

然
,

而且其见解与之相反
�

例如
, “
它很可能是自旋 ,’&

“
猜测 % 电子 自旋的发现

” ,
这样的论文题目足以显示

高氏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
伟大

”
贡献的

�

五
、

高氏评价德国铀项目中炸弹计划的基础
,

任何地

方都不涉及沃尔克所讽刺的
,
那个将球形反应堆当作

球形炸弹的愚蠢判断
�

高氏也未曾断言任何一个反应

堆都意味着是炸弹
�

沃尔克为揭示这点
,

是通过用朴

实句取代带引号的修辞语来达到的
,

即 用
“

德国的原子

弹
”
取代高氏文中的

“

德国的
‘

原子弹”,�

高氏断定德国物理学家未领会快裂变 炸 弹 的 概

念
,

这虽是一个错误
,

但其原因与沃尔克说的大相庭

了
”

�恩格斯% 《
赂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
。
# 更有人干脆就认为 % “

海王星被推退发现一

年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忽视了理论的指 导意义
。”

�
《
天文

史话
》 ,

上海科技出版仕  ∃ + 年版
,

第 +∃ 页
。
#

但若由此便推断出科学发现的一般程式
,

显然我

们又错了
�

不仅在于
“

火神星
”
的子虚乌有

,

更在于人

类探索自然的那些急功近利的欲望—
总是希望找到

一 种一劳永逸的发现法则出来
�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
,

真正苦煞
、

累煞的与其说是科学家们
,

倒不如说是那些

好为人师
,
以人间指南为己任的

“

哲学家
”
们

,

是他们一

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着科学发现的逻辑
�

还是放弃那些美妙的愿望吧飞看看勒维烈
,

再看

看爱因斯坦
,

谁又能聆听上帝的声音呢 , 没准有一天
,

又一位大师出现了
,

他告诉我们
,

爱因斯 坦 也 是 错

的
·

⋯⋯

还是牛顿说得好 % “
我不过象是在海边玩耍 的 孩

子
,

为不时拣到一块比较光滑的卵石
、

一只比较漂亮的

贝壳而喜悦
,

而真理的大海在我面前
,

一点也没有被发

现
。”

如果把整个宇宙比作大海
,

人类的乐趣大约就在

于不断去聆听大海的涛声
,

细细地品味浪花的滋味
�

大

自然的永恒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在
“
上帝

”
面前机会的

均等
�

因为这个
“

−

上帝
”
不是别人

,
正是蕴藏着无尽奥

秘的大自然本身
�

而我们
,

大自然的儿子们
,

都将有机

会聆听
“

上帝
”
的声音

�

‘ 卷 , 期 �总 . ∀ 期 #



�门

径
�

德国的铀作业
,

象奥尔索斯特派团在战争终了时

发现的那样
,

粗陋地停滞在同盟国  ∃ ) 年末到  , ) /

年初的水平上
�

当时
,

快中
一

子爆炸的可行性
,
经过迈

尔
·

图夫对铀
一 / ” 的快中子碰撞截面的测量 刚 刚建

立起来
�

小到怎样才算合适的铀质量才能象奥托
·

弗

里克和鲁道夫
·

佩尔斯在一年前所显示的那样
,
呈献

爆发性的链式反应 , 为获得较低中子能量处的较大碰

撞截面而采用减速剂
,

其必要性如何 , 对这两个问题
,

在  ∃ ) 年 . 月之前
,

人们仅有些猜想
�

当高氏发现
,

德国的项目没解决这类问题
,

而且德国人的武器兴趣

是放在慢中子裂变反应上时
,

他根据这方面的充分证

据
,

明智却欠准确地断言 % 参与这个项目的物理学家

尚未了解快裂变武器的可行性
�

他的这一结论实质上

是对的
�

高氏因过间德国的铀项目而留下了这样的 印 象 %

在纳粹统治下
,
物理学的进展是那样拙劣

�

德国的铀

项目为何没有进展 , 是因为没有搞武器的愿望吗 , 不

是
�

在该方案的文献里
,

核武器被热衷地一再提及 &是

因为没有原料吗 , 不是
�

恩里科
·

费米的第  号芝加

哥反应堆用了 ∗ 吨铀金属就足够发生链式反应
�

而德

国的铀项目
,

在  ∃ ) / 年下半年就搞到了 (
�

/ 吨
,

却分

配给了不希罕这东西的几个小组
�

欧根
·

魏格纳和汉

斯
·

贝特受命估计进度
,
他们推断能在  ∃ ) . 年底储存

炸弹
,

可是战争结束时
,
甚至连个自保持的链式反应

堆 都 没 有 得到 & 是因为没有资金吗 , 不是
�

芝加哥

反应堆耗资不过一百万美元
,
相对德国人 申请的基金

来说
,

这是个可得到的数量 & 是因为没有工业技术吗 ,

也不是
�

在容许自治的地方
,
例如纳粹德国空军的研

究组织
,

在火箭技术和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方面
,

当时

就成功在望
�

德国的铀方案之所以失败
,

高氏强调了

如下四个因素 %

 
�

德国人误以为他们自己远远领先于同盟国
,
而缺乏

竞争的紧迫感 &

/
�

纳粹的政治控制和千扰迫使该项目歧路徘徊 &

.
�

参与铀方案的物理学家决定性地过高估计了这项任

务的困难�因为他们忘记了去充分鉴定杯的选择
,

原因

同高氏最初想的那样
,

他们构思的炸弹依赖慢中
一

子反

应 & 另外还由于这些东方学究式的理论家对工业事务

乃至迥旋加速器缺乏才能和热忱# &

呼
�

战争时期的条件排斥这个方案
�

沃尔克忽视的第一条
,

其中的紧迫感正是曼哈顿

工程得以实施并取得惊人成就的关键
�

正如理查德
·

罗兹的鲜明宣言所指出的
,

这种紧迫感
,
迫使同盟国的

物理学家
,

以他们 自己的强劲劝服办
,

多次改变了政府

要员对一项冒险事业正式授权时的谨慎态度
�

这同时

也表明
,

曼哈顿的巨大成就
,

是与这样的事实息息相关

的 % 即高级政府机关在军事和工业的决策上都能尊重

科学家
�

关于第二条
,

即政治干涉妨碍了这一项目的问题
,

沃尔克似乎消除了高氏的众多偏见和海森堡的蓄意歪

曲
�

他坚持认定铀项目的行政官员是
“
职业上可受尊

敬的物理学家
” ,
而决非政治仆从

�

被沃尔克认定
“

具

有教大学水准的物理的资格
”
的埃里希

·

舒曼
,

这个搞

军队装备的头目
,
说懂物理

,

只能指
“
钢琴弦物理

” & 说

是教授
,

只能称
“

军事音乐教授
”

�

对舒曼
、

鲁道夫
·

门

采尔和本哈德
·

鲁斯特这些角色
,

高氏评议他们是科

学上不完善的政治人物
,

很难说与他们的特征不符
�

鲁

斯特是希特勒的教育部长
,

用罗兹的话说
,

是个
“
科学

上无知
”
的人

�

他的下属门采尔
,

是主管德国大学所有

研究课题的头头
,

除了沃尔克
,
没有任何人说他是有能

力的科学家
�

然而
,

这两个人都在党卫军领有高级荣

誉军衔
,

前者任高级分队长 & 后者任旅长
�

舒曼则是

将军
�

为助于理解第三条和海森堡
一

高氏的通信
,

有必要

补充被沃尔克删去的一些档案资料
�

被拘禁在英国庄

园大楼的德国物理学家的书信及谈话
,

都被英国谍报

机构秘密录制存留
�

庄园大楼录制的副本证实了引人

注意的三点 % 第一
,

德国物理学家把原子弹的构造所

需设想得非常巨大
,
甚至大到远超过同盟国各国的综

合资源
�

第二
,

象铀弹的精确质量这类基本间题
,

直到

战争末期
,

德国还未处理好
�

第三
,

魏扎克等人所泡制

的带欺骗性的解释
,

稍含这些物理学家在原则上不追

求原子弹的意思
�

海森堡一直推崇这使他获得安慰的

第三点
,

始终认为
,

德国物理学家对怎样创制原子弹非

常了解
�

他的主要依据有三条 % 第一
,

战争期间的进

展报告中
,

有一份沃尔特
·

玻特推测簇可能提供爆炸

性快中子链式反应的报告
�

第二
,

海森堡丢失了一部

演讲幻灯片
�

这是一份由  ∃ ) / 年给纳粹德国空军职

员的演讲稿
“

改写到适应当时德意志帝国的一位部长

的智力水平
”
的材料

,

据说内中阐明了在纯铀
一 / . , 的

大质量中的中子增殖问题
�

第三
,
一份魏扎克  ∃ ) 0 年

的报告
�

内容是论及魏扎克的发现 % 在一个自然铀燃

料反应堆中
,

慢中子被铀
一/ .+ 俘获能产生超铀元素铮

,

它带有所期望的类似于铀
一 / .∀ 的裂变性能

�

当高氏检

查德国人是否真地了解裂变炸弹和杯这方 面 的 证 据

时
,

只有魏扎克的发现值得他注意
�

对魏扎克的关于

杯的推测
,

在普林斯顿的路易斯
·

特纳
,

几乎与他同时

概括了这一思想
,

且对将杯与撑等同看这点作了校正
�

然而特纳觉得
,
这种纯粹的推测离实际知识很远

,

以至

在那种严格保密的背景中
,
也很难有理由拒绝在

《
物理

评论
》
上发表

�

他曾给利奥
·

泽拉德写道% “

它看来只

是个失控的臆想
,

故而不会危害什么
”

�

沃尔克只承认高氏所强调的第四个因素
,

但依据

的只是本文之初提到的第一部分素材
�

就象他见过一

样
,
该项目的行政官员

,
以令人叹服的正确性

,

放弃了

一个与战争时期的重点不相容的工业化水准的武器项

现代物理知识



目
�

沃尔克说到经斟酌后决心不再继续干的  ∃ ) / 年

的那个决定
, “

此乃最后的裁决
,

尔后再也没有重新评

判
”

�

他的依据只是一份军队装备部的未署名的报告
�

接着
,

沃尔克又强调了由海森堡主持
,

有军界头目阿尔

贝特
·

施佩尔出席的会议的重要性
�

殊不知
,

施佩尔

举足轻重的权势
,
能把军队装备部的任何一个

“
最后裁

决
”
扔到一边 ∋

钦奥尔索斯
》 ,

在沃尔克看来是不可信的
,
因为高

氏的双亲在奥斯威辛被杀害后
,

高氏
“
不再是完全客观

的
”

�

这种用语
,

沃尔克终于从  ∃ ) + 年 斗月发表在
《

原

子科学家公报
》
上的那篇文章中找到了

�

可见
,

这种隐

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的压迫者的语言
,

更比受害

者的话易为沃尔克所接受
�

沃尔克还提到菲立普
·

莫

里森的
“

答复万
·

劳厄博士
”

一文
,

说它好象是
,
莫里森

为他早先在
《
公报

》
−

上抨击海森堡关于德国人不曾尝试

创制核武器的陈述而致歉
�

我们可以看看莫里森实际

是怎样写的 %

我认为
,

高德斯密特教授不是不公正的
,

每当提

起奥斯威辛的话题时
,

最能真确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

精神痛苦的人不是他
,

而是如今呆在哥丁根的著名德

国物理学家
�

这种人能在第三帝国生活十年
,
却从来

没有任何风险危及他的舒适位置和权力
,
这种权力实

际上却与那声名狼籍之地上本该是建设者的民众相对

立
�

在沃尔克看来
,
高氏的论断要么是

“
过分简单化

” ,

“
深深落入科学上的陈规俗套

” ,

要么是
“

草率研究的结

果
”

�

然而
,

从经得起检验的史料来看
,

倒是沃尔克本

人对有关记载做了混淆
、

夸张和歪曲
�

她用物理的情趣
,

引我们科苑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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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果与发展动态和有关物理学的新技术及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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