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张文裕先生

叶 铭 汉

编者按 �

叶铭汉先生曾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
,

与张文裕先生有过很深的交往
�

这里刊载的文章
,

是

他在中科院高能所举办的
“

钱三强
、

张文裕
、

朱洪元
、

萧健四位物理学家纪念会”上的讲话稿
,

后经作

者修改后应约在本刊发表
�

张文裕先生离开我们快二年了
�

他和他的 事业永存
�

他那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

励无数后来者
,

本刊发表叶先生文章
,

以表达我们对张老的怀念之情和永久的思念
�

我们敬爱的张文裕先生
,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

中科  !� ∀# ∃ %

& 提出了原子核液滴模型
,
张先生的实验吮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

不幸在 ∋ , , ( 年 ∋∋ 月 , 证了玻尔的模型
�

日离开我们
,

到今天已经一年多了
�

他是我国高能物 后来到考克饶夫  )
�

∗
�

+#, − % #. /& 组进行研完

理和宇宙线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多年来他孜孜不 工作
�

大家知道
,

用加速器产生的粒子来进行核物理

倦地为建立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而呕心沥血
,

贡献 研究是由考克饶夫开始的
�

张先生用加速的氖核来轰

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

现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 击
’

01
,

研究所生成的
吕
01 的衰变机制

�

实验发现
‘
0 1

京谱仪已经运行了五年
,

高能物理实验已作出了国际 先衰变至
�
∀2

, �

∀2 立即衰变为两个。 粒子
�

尽管别

先进水平的成果
�

我国高能物理实验有了自己的基地
, ,

人已先用氛核轰击
’

01
,
但未能发现

’
∀
3

( “ 的衰变
�

在世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中可以说已有一席之地
,

实 张先生的另一项工作是利用以质子轰击锉
、

被和

现了张先生毕生的心愿
�

硼所产生的
丫
射线和利用以氛核轰击这些靶核所产生

张文裕先生 ∋ , ∋4 年 ∋ 月 5 日生于 福 建惠 安县
�

的中子来轰击氧
、

铜
、

澳
、

银
、

锢和稼等
,

研究 
二 ,

约
、

∋ 5 6∋ 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物理系
,
∋ 5 6 ( 年获硕士学  

, ,

7&
,

 
, ,

的 等反应
�

当时对于这些反应的研究刚

位并留校工作
�

∋ , 6 8 年考取英庚款公费留学英国
,

第 刚开始
�

张先生发现了一些新的放射性同位素
�

共中

二年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  +
# 9 2

:; 1 <
∃& 实验室攻读 应特别指出的是 ” 

。 ,

月
’‘! 过程

,

张先生首先发现

博士学位
,

在导师卢瑟福教授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
�

的这一产生放射性同位素
’‘! 的过程

,

是现在辐射防

由卢瑟福教授领导的卡文迪什实验室
,

是当时国际上 护和反应堆设计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

因为这一反应过

最重要的核物理研究中心之一
,

核物理研究的一些重 程使空气
、

水带有放射性
�

可以这样说
,
张先生在卡文

要结果都出自这个实验室
�

张先生在那里工作了差不 迪什实验室所作的这些核物理实验研究在当时都是最

多四年时间
,

作出了不少十分重要的核物理实验研究 前沿的
,

开创性的
�

成果
�

∋, 6 = 年 = 月抗 日战争开始
,

张先生报国心切
,

立

张先生一开始在该实验室埃里斯  +
�

∗
�

>? ?1 �
& 即写信给国内主管英庚款的董事会申请提前回国

,

但

组工作
,
用不同能量的 ≅ 粒子轰击铝和镁

,

观察复合核 董事会要求他必须获得博士学位后才能回国
�

∋ , 6 Α 年

的形成与 。 粒子能量的关系以及所形成的复合核的衰 底
,

张先生完成毕业论文得到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
�

变特性
�

当时对于原子核的结构还不很清 楚
,
玻尔 在四川大学工作了一个短时间后

,
张先生转到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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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证
�
”

我们认为 � 卢鹤缓不可逆性方程
,

在世界物理学

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

应当以此感到由衷的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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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西南联大执教
�

为了进行研究工作
,

一叨都从头开

始
,

张先生自己动手准备吹玻璃设备
,

自己吹玻璃作盖

革计数管
,

进行宇宙线研究
�

在当时极艰苦的条件下

测量了宇宙线强度随天顶角和方位角的变化
�

张先生还与王承书先生合作
,

分析当时已有的核

物理数据
,

分析了 尹衰变巾的禁戒衰变和容许衰变
,

还

分析了轻元素的能级特性
�

∋ 5 8 6 年张先生从西南联大到美国普林斯登  7% 1Ν

肛
”‘。

:& 大学工作
�

张先生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

工作

主要为两方面
,

一是与罗森布鲁姆  <
�

Ο # < 2 Π ϑ? Λ Π &

合作建造了一台 “ 粒子能谱仪
�

罗森布鲁姆在 ∋ 5 略8 年

春离开普林斯登大学
, ≅ 粒子能谱仪主要是张先生完

成的
�

普林斯登大学原来有一台磁铁直径为 Α 4, Π 的

回旋加速器
,
张先生到那里时

,

加速器的其他零件已拆

去作原子弹的有关研究
,

只剩下磁铁
�

张先生利用这磁

铁做成了 “ 谱仪
�

这台能谱仪的能量分辨在当时是最

好的
�

利用这套仪器精密测量了几种天然放射性元素

的
≅
粒子能谱

�

张先生不但在核物理思想方面走在当

时 世界前列
,

在探测器技术和电子学技术方面也处于

前列
�

他完成的 “ 谱仪可用两种探测器记录
,

一是核乳

胶片
,
另一种是他和罗森布鲁姆共同发明的多丝火花

计数器
�

这种利用多根信号丝记录粒子的思想在当时

是革命性的创新
�

张先生自己配上电子学侧量线路 Θ改

进了磁场测量仪器
,

对于 ∋。,
44 。高斯磁场能测出 ∋ 高

斯的变化 Θ改进了原有的磁场电流稳定电路
,

使励磁电

流稳定度好于万分之一 张先生利用这个
≅

谱仪
,

极

其精密地测量了补
、

镭
、

牡的 “ 谱
�

对于补的 “ 谱
,

张

先生发现在能量低于主峰处有好几条精细结构
,

强度

约为主峰的万分之一 直到今天
,

这些 ≅ 粒子精细结

构是怎样产生的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普林斯登大学要恢复回

旋加速器
,

张先生不得不拆掉 “ 谱仪
,

中止了这项工作
·

张先生另一工作是从 ∋ 5 8 Ρ 年开始
,

设计制造一套

记录宇宙线的云室系统
,

作 拌子被物质吸收的研究
�

这

套云室由计数器望远镜构成符合与反符合线路来选择

终止在云室内吸收片内的宇宙线事例
,

室内可以放铅
、

或铝
、

或铁吸收片
�

这套云室的自动化程度及其运行

的可靠性很高
,

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

(8 小时连续工作
,

侮周只需检查一
、

两次
,
无需经常调节

�

张先生在这套

云室的设计
、

建造中又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物理思想

和实验技术水平
�

当时  ∋ , 8 Ρ 年&人们普遍认为介子与核力有关
�

对

于在宇宙线中观察到的 拼子误认为就是汤川秀树所提

出的介子
,

终止在物质内的介子应引起核反应
,

但别人

初步实验结果与这一设想不符
�

张先生这一实验的目

的是从宇宙线中选出穿透力强的粒子
,
当时叫 ”介子

,

研究它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

在张先生的云室装置中
,

宇

宙线校子先穿过 6 4, Π 厚的铅
,

然后通过计数管望远

镜进入云室
�

张先生在实验中发现
,

终止在云室中吸收片内的
抖子不引起核反应

,

就是说 件子与原子核没有强作用
�

张先生仔细分析之后
,

还得到原来没有预料到的

新发现 � 当一个带有负电荷的 砰 子以低速 穿 过 物 质

时
,

由于受到原子核的正电荷的吸引
, 拼子有可能成

为原子核的
“
卫星

” ,
围绕原子核旋转

�

这种 ”子与原

子核形成的原子就叫作 拼 子原子
�

补 子可以从一个轨

道跃迁到较内层的轨道上
,

放出 Σ 射线
�

实验观测到

了这种 Σ 射线
�

拼子原子这一发现是当代粒子物理学

的一个重大发现
�

张先生的实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

领域
�

∋ 5 Ε 4 年张先生转到普渡  7Λ
% ; Λ2 & 大学工作

�

张

先生认为
,

宇宙线事例少
,

可以用来作定性的工作
,

发

现新现象
,
但定量的工作要在加速器上做

�

他鼓励哥

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建造加速 器来 产生大量 件子
,

定量地研究 拼子原子
,

张先生转而研究宇宙线的贯穿

辐射
,

即宇宙线引起的高能核作用
�

张先生又建造了两台长方形云室来研究高能核作

用所产生的 护 粒子和 2# 粒子 现名 Τ约
,

定出了它

们的平均寿命
�

∋ 5 , Ρ 年回国
,

担任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及宇宙线

研究室主任
�

∋ , Ε =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张

先生回国之后积极推动在当时已经建立的云南宇宙线

高山站上增添研究设备
,

添加两个大型方云室
�

这一

计划在 ∋ , Ε Α 年大跃进时大家讨论认为应该扩大
,
最后

决定建造一套规模为当时世界第一的大云室组
�

这一

套大云室组在张先生
、

萧健先生和力一先生领导下在

Ρ4 年代中建成
�

∋ 5 Ρ∋ 年至 ∋ 5‘今年张先生被派往前苏联杜布纳联

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

担任中国组组长
,

领导一个联合组

的研究工作
,
为 Ι4 超子与质子弹性散射的研究作出

了重要贡献
�

张先生回国后
,

一直为在我国建立高能物理实验

基地而努力
�

即使在
“
文化大革命

”

动乱时期
,
仍念念

不忘
�

∋ 5 = ( 年张先生与朱洪元
、

谢家麟等十八位科学

家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

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
,

开展高能物理研究
�

周总理亲笔回信指出� “

这件事

不能再延迟 Υ
�

科学院必须把签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

起来
,

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

高

能物理及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

主要项目之一
”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 ∋ , = 6 年原子能

研究所一部改建命名为高能物理研究所
,

张先生担任

所长
�

高能物理研究所建立之后
,

张先生为此付出了他

的全部精力
�

首先是要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
�

经过张

先生
、

钱三强先生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断努力
,
国

家批准建造一台能量为 , 。ς # 9 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

‘ 卷 6 期  总 6 6 期&



致物理学爱好者一封信

平时
,

我刊经常收到一些物理学爱好者的来信
,

信

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
,

一类涉及现代理论的探讨
,

另

一类是爱好者朋友们希望我刊在物理学习和研究方面

对他们予以指导
�

每当收到这样的来信
,

我们的编辑

都会被爱好者朋友们对物理学的热爱
、

刻苦探索和积

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
�

我刊由于编辑人员有限
,
大多

数来信难以一一回复
,

请各位朋友谅解
�

普及现代物

理知识是我刊的宗旨
,

因此一切热爱物理学的同志都

是我刊最亲密的朋友
�

为物理学爱好者服务也是我刊

宗旨之一 近来
,

我刊编辑部打算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今天我们在此与朋友们谈谈来信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

题
�

从来信中我们发现业余爱好者中除了一部分中学

生外
,

绝大多数是从事非物理专业工作的朋友
�

他们

对物理学是那样执着地追求
,
以致于对艰苦的环境全

然不顾
�

有的朋友虽然由于考学的原因
,

上了别的专

业
,
但仍然坚持自学物理专业课程

�

更有不少中学生

朋友从小立志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物理学

事业
�

许多爱好者坚持自修物理
、

勤于思考
,

并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
�

他们或曾在我刊举办的研讨会上宣读

论文
,

或曾在我刊上发表文章
�

这其中浸透着多少心

血啊 Ω 我们编辑部全体同志为朋友们所取得的成绩由

衷地高兴
�

在阅读来信时
,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朋友在自学中

忽略了一些问题
�

为了有助于朋友们今后的学习
、

研

究
,

下面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想法
�

摩天大厦起于基石

学习和研究物理要注意打好基础
�

随着物理学的

发展
,
当今物理学已是一门理论性较强

、

内容丰富
、

分

支繁多的学科
�

由于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不可能象物理

学专业的同志们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研究
,
因此

建议朋友们在学习物理时
,

应注重物理概念
、

原理的理

解
,

注重理论的来龙去脉
,
从其建立

、

发展
、

完善和得到

验证的过程中融汇贯通地把握理论的体系
,

把握物黝

学的思想和脉络
,

从而提高分析
、

归纳
、

综合间题的能

力
,

提高自学效率
�

立志探究理论物理的朋友们一般

要自修完普通物理和四大力学 理论力学
、

热力学与统

计力学
、

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
�

另外
,

在学习基础课

的同时
,
建议朋友们阅读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传记或

有关介绍文章
,

可通过了解他们奋斗的足迹
,
从 中学习

到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
,

从而帮助朋友们在自学和研

究中树立信心
,
勇往直前

�

这就在智力和心理素质两

方面为以后的科研工作做好了准备
�

物理学的语官—
数学

数学是物理学的表达语言
�

伽利略曾写道 � “

科

学是写在永远打开在我们眼前的那本书—
我的意思

是指宇宙
�

但是
,

如果我们不学习其中所写的语 言
,

不

掌握所写的那些符号
,

我们就无法理解它
�

这本书是

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没有这些数学工具的帮助
,

就

不可能理解它的任何单词
,

如果不理解任何一个单词
,

侧二知�
�

二卜刁心, , 司卜月 ‘今目 ‘卜月 � 争� ‘, � ‘李目 成 , 阅 州念�
� 念曰司月 , � � 绍卜叫 � 绍”司卜

劝 司口3
州今川 ‘卜, ‘今阅 � 含3 州绍3 峨, � � 口“ “票卜 � 曰二3 ‘合州“台3 � 聋3 ‘李叫 曰含 卜� ‘合 “念叫 � 李,

,

州� 卜‘ � , 叫 � 口二一 司念� 曰自, � 已‘ � 4
�

� 含
,

� 台 � 已 司卜
�

‘卜
门

‘卜
‘

工程代号为 Α= 工程
,

开始了实验研究基地的建设以及

加速器和探测器的预制研究
�

与此同时
,

筹建了规模

较大的工厂
,

建造了六个预制研究大厅
�

这些都为后

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建造打下 了必要

的物质基础
�

∋ 5 Α∋ 年国家调整高能物理基地建设方案
�

张先生

亲自主持论证会
,

他广泛征求和听取国内外高能物理

学家的意见
,
在确定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及能

区的选择上起了关键作用
�

∋ 5 Α 6 年国家批准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 5 Α 8

年 ∋4 月破土动工
,
张先生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在我国

建立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基地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

不幸的是
,

张先生的健康从 =4 年代末开始急剧恶

化
�

∋ 5 Α 斗年张先生退居二线
,

担任我所名誉所长
�

张

先生后来行动不便
,
还坐着轮椅到对撞机工地了解工

程的进 展
�

张先生在 ∋ 5 Α 5 年后长期住院
,

医治无效
,

不幸在

∋ 5 5 ( 年 ∋ ∋ 月 Ε 日逝世
,

享年 Α ( 岁
�

张先生一直认为
,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
“
物

” �

要

研究
“
物

” ,
必需变革

“
物

” ,

并观测其变革后的反应
�

以

这些反应的现象作依据
,
经思维加工而推出结论

�

物

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
张先生在科研和教学中始终贯

彻这一思想
,

十分重视科学实验
,

包括对实验方法的研

究
、

实验仪器的制作和实验技能的训练
�

张先生一生对科学实验研究孜孜不倦
,

治学严谨
�

为人谦逊
、

宽厚
、

平易近人
�

对于我国科学事业
,

对于

年轻一代的成长一直十分关怀
�

他一直是我们爱戴的

导师
、

长辈
�

他为我们树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榜样
�

高

能物理所有今天
,

不能忘记张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

贡献
�

我们今天开会纪念他们
,

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

德
,

努力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

现代物理矢
一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