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凡中国人
,

特别是大陆上的

中国人
,

对于诺贝尔奖桂冠未落在

中国人头上
,
既关切又优虑

,
都希望

中国学子能够象拿到奥林匹克金奖

那样
,

也取得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

的荣誉
。

时至今日
,
胰岛素人工制成和

超导两项原希塑与诺贝尔奖结缘的

项目失之交臂
,

其他的项目更加渺

茫
�

原因何在� 据作者研究现代几

个物理研究中心和部分获该奖的学

者情况
,
感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

得研究  

!
�

统计数字表明诺贝尔奖多数

出于重要的前缘科研中心
,

名师出

高徒
�

这是因为这些中心
,
如卢瑟福

领导的卡文迪什实验室
、

∀
�

∀� 汤姆

逊领导的该室前期
、

玻尔领导的理

论物理研究所和 ! # ∃ , 一 ! # % 。 年间

的贝尔实验室等
,
都是活跃在当时

科学前沿的一流学者云集之处
�

他

们选人有方
,

选题本身就是正在做

工作的前缘重大突破性题目
,
学术

交流与研讨中心就是开拓新领域的

核心问题
�

所以
,

在高水平和名师指

导下
,

再有抓得准的重大突破点性

课题
,

又有优越的实验和理论研讨

条件
,

自然一旦做出
,

就是诺贝奖水

平的
�

这样的导师推荐
,
即使博士论

文题目
,

也容易成为诺贝尔奖项目
�

总之
,

一流的科学环境是必要条件
�

我国目前是万马奔腾
,
经费和人才

分散
,
即使借助李政道和杨振宁等

诺贝尔奖获得者偶而指点
,

也只能

逐步提高
,

一下子难于成就
�

&
�

名师指导是另一 个 必要 条

件
�

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

但青只能

出于兰而不是红
、

黄等
�

先要形成

兰
,

才可能青
�

体育训练可请国外

名教练
,

但是科研方面有困难
,

却不

是做不到的
�

借助国内外成就卓著

的学者培养人才
,

再请名师短期带

领研究
,

特别是已接近或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的研究组
,

是可能做到的
�

问题在于先形几个方面的国际一流

的研究组合
,

再借师指点
�

∋
�

我国科研经费太低
,

科研人

员工资太低
, 日常生活和科研条件

诺贝尔奖对中国人应该会有缘
阁 康 年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

为生活和区

区科研费而奔波
、

苦恼
,

取得大的成

果自然难
,

夺诺贝尔桂冠更难
。

解

决方法有二
,

一个是国家努力兑现

大幅度提高科研人员待遇
,

另一个

是变万马奔腾为重点突破
�

为此
,

应仿效小国丹麦出了玻尔这样的理

论权威的经验
,

再以一带三
。

原子

弹和人造卫星上天难道不是倾全国

之力才放的
“

卫星”吗�

今
�

科研选题应把重点放在前缘

重大突破 口上
,

突破一个有广开新

观念新领域的功效
�

中国人习惯于

总体观
,

多愿总论
,

题目大了
,

普遍

了
,
国人才有兴致

。

其实
,

诺贝尔奖

项目都是非常具体的和很窄的
,

题

小意义大
,

又能在短期内有条件做

出来
,

这与国人之习惯
、

治学传统相

背
�

所谓诺贝尔奖获得者系世界大

科学家
,

其实不过是在科学的某个

窄的方面突破而打开了大的新领域

而言
,

所以必须改变对大科学家的

看法
,

谁做出了这样的突破
,

谁就是

大科学家
。

∗
�

观念上因循的治学观点必须

突破
�

一位美国培养的中国博士一

次开玩笑地向我说  “

美国人崇拜

英雄
,

而中国人崇拜中庸”
�

这句话

引起我的注意
。

中庸之道
,

力求四

平八稳
,
不前不后

,
方为人处世之

道
,

美誉之为“稳” ,
信得过

�

这种观

点在提拔科研人员
、

干部和人事关

系上十分吃香
,

而那些总是破旧立

新和敢于怀疑传统理论和观 念 的
,

却一再受挫
,

视为不轨而卑视之
,

反

映在科研上也如此
�

∀
�

∀
�

汤姆逊在

卢瑟福获诺贝尔奖庆祝会上说  “在

能够对科学做出的一切贡献 之 中
,

观念的突破是最伟大的” �

在发现

晶体衍射现象的诺贝尔奖获 得 中
,

有劳厄
,

但他只提出了想法却未做

出实际发现
。

近年来超导方面的诺

贝尔奖未发给发现最高超导温度材

料的人
,
却发给了观念或想法的提

出者
,

原因就在这里
�

我国有不少

科研工作者总是在赶
,

在量上赶上

或赶前
,

却不能提出新的有价值的

思想
、

方法和观念
,

是失之交臂的主

因
�

的确
,
王淦昌先生预示过中微

子发现方法
,

却未得诺贝尔奖
,

有人

说他应该得
�

未得的原因有二 , 一

个是中国人提出的
,

不受重视 + 另一

个是他的想法对中微子发现人可能

未产生直接作用
‘

总之
,

敢于向传绕

理论
、

观念挑战
,

并切实努力予以实

现
,

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提供的最宝

贵经验
,

这也是他们名扬古今而成

为科学泰斗的真正原因
�

根据以上几点
,
作者认为重视

科技
,

不是口 头上唱高调
,

而要动真

的
,

敢于出钱出人
,

把钱用在刀刃

上
�

那种宁愿付高价办国际运动会

和编写什么“大典” ,

却使科研人员

为生活而疲于奔命
,

不但诺贝尔奖

难以获得
,

就是象样的科研成果也

难
,

这种局面既与科技现代化的宏

愿相背离
,

也为科技发展所 不 容
。

诺贝尔奖问题是数学上的“极大”问

题
,

事到极端反而使人们更看清了

我们为此必须克服的弊端
�

中国人

在智力上是上乘的
,

绝不比西方人

差
�

中国学者是刻苦努力的
�

在国

外的中国留学生
、

访问学者
,

外国人

每周两天休息
,

假日也多
,

都停止工

作而休假
,
而中国学子却星期 日也

去工作
,

假日跳窗户进实验室工作

屡见不鲜
,

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如此

尽力学 习和工作呢� 无非是为了在

外国人低视情况下争得一席 之 地
,

希望取得一些令人赞扬的成就
� ‘

但

是
,
当你的羽翼丰满而能与他们比

高低时
,

你出头就会受到各种阻力

而不得志
�

所以
,

只要我们在物质

和精神上给知识分子以条件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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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著名物理学家
,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

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
,

中国高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

研究员张文裕同志
,

因病医

治无效于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北京 逝 世
,

享年 %& 岁
�

张文裕同志 ! # ! , 年 ! 月出生于福建 省 惠 安 县
�

! , ∋!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 ! , ∋ , 年赴英国留学

,

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在 −
�

卢瑟福教授 的 指 导

下从事核物理研究
, ! # ∋ % 年取得博士学位

�

抗日战争

爆发后
,

张文裕同志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于 ! # ∋ %

年秋回国
�

回国后先后在四川大学
、

西南联大任教
�

! , ∃ ∋ 年
,

张文裕同志再度出国
,

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巴尔摩实验室 (! , 斗.
一

# ∃ , )
、

普渡大学 (! # ∃ #一
! # , / ) 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

�

! # ∗/ 年张文裕同志冲破

重重障碍回到祖国
,
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所任研究员
、

宇宙线研究室主任(!# ∗ /一 !#/ ! )
、

副所长

(”“一!# ”) 等职
�

! # , 0 年张文裕同志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

! , /! 年至 1, / ∃ 年
,

被派往苏联杜

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

曾担任中国组组长
,

并领导

一个联合研究组的研究工作
�

为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

事业
,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 ! , 0 ∋ 年成立了高能物

理研究所
,

张文裕同志任所长 (! , 0 ∋一 ! # % ∃ )
�

张文裕

同志是中国物理学会创立 (! , ∋ &) 时的首批会员
�

曾任

理事
、

常务理事
、

名誉理事
, ! # , / 年起至 %, 年代中期

曾担任
《

中国科学
》 、《

科学通报
》
的正

、

副主编
。

他还曾

任中国核学会理事
、

名誉理事
,

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第一

任理事长
�

张文裕同志是第二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

第四
、

五
、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

张文裕同志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和我国的高能物

理事业
,
在放射性同位素

、

宇宙线大气簇射和奇异原子

研究
,
以及多丝火花计数器的发明方面

,

做出开创性的

贡献
,
在国际科学界享有盛誉

�

尤其在 ”子吸收的研

究中确证了 ”原子的存在
,

从而开拓了奇异原子物理

研究领域
�

!, ∗ / 年回国后
,
他积极促进云南落雪山宇

宙线实验站的扩建
,
与肖健先生共同领导建造了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云室组
,

作出了高水平的物理工作
,

培养

了一代宇宙线研究者
�

/, 年代初
,
张文裕同志领导中

国科学工作者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所利用加速器

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工作
�

他把当时已知的重子共振态

归纳成核子和超子的激发态
,

提出了一个重子能级跃

迁纲图
,

并在 2 超子和核子散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
�

张文裕同志是我国字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的奠基

人之一 多年来他孜孜以求的是要建立我国的高能物

理实验基地
,

培养和形成我国的高能物理实验 队 伍
�

同时
,

他一贯重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

! , 0 & 年
,

以他

为首的 !% 位科学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

建议建造一台

高能加速器
,

开展高能物理研咒
�

!, %! 年
,
张文裕同

志亲自主持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建设调整方案的

论证
�

他广泛征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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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对撞机的物

理目标和能区选择上起了关键作用
�

张文裕同志为发

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呕心沥血
,

贡献了晚年的全部

精力
,

直至生病期间还坐着轮椅到对撞机工地了解工

程的进展
。

张文裕同志十分重视科研与教育相结合
,
他曾在

国外长期任教
,
回国后

,

自 !, , % 年起在中国科技大学

兼任教授
,
以后又兼任近代物理系主任

,
为科大近代物

理系的成长作出了贡献
�

张文裕同志以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赢得国际高能物

理界的尊敬
�

! # 0 ∋ 年
,

他曾率领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

出访美国
、

西欧
,

他为增进我国与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友

谊
,

开展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
,

作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

作
,

为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他曾担任第一
、

二届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中

方主席
,

并参加了第一至第三届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

员会会议
�

张文裕同志热爱党
、

热爱祖国
、

热爱社会主义
�

他

治学严谨
,
具有科学的求实态度

�

他谦逊
、

宽厚
、

平易

近人
,

他是受人爱戴的导师
、

长辈
�

他的逝世是我国物

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

张文裕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组织得当
,

特别是消除内耗断良多是我们工作中在报酬

和奖励方式上不当造成的)
,

要得诺贝尔奖
,

也不会是

遥远的事1

《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召开编委会议

新年前夕
,

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二等奖
、

国家科

委
、

中共中央宜传部
、

国家新闻署颁发 的国家优秀期刊三等奖

的《现代物理知识
》杂志 , 在中科院高能所举行编委会议

�

会

议由编委会主任黄涛主持
,

本刊主编吴水清作 0 !# # & 年度工

作报告
�

会议盆点讨论了
《
现代物理知识

》杂志如何适应 当前

改革的新形势
, 探索 了编辑部走 向经济实体的办法和途径

�

郑林生先生以及郁忠 强
、

吴思诚
、

汪 � 瑛
、

王龙
、

李士
、

陆柱 国
、

粗鹏对
、

谢治成
、

余书炎
、

衡国城
、

卞德培
、

王玉伯
、

王德云
、

刘

福虎
、

润澳顺
、

李博文
、

纪肮等出席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