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以此篇献给唐山会议自费代表和所有自学者
。

—
作者翅记

� � , 。年第四期
《
现代 物 理 知

识》杂志
,

发表了
《
使您成为物理学

家的原因是什么 ,

一文
,

引起广大

读者特别是年青朋友的兴趣
,

他们

在来信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间

题
,

很值得探讨
!

由于工作上的关

系
,
我接触了一些知名的物理学家

,

也看到他们许多耐人寻味的 作 品
,

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与教益
!

现就有

关物理学家成功的原因
,

进行了一

些探索
,

希望能对读者有些启迪
!

�
!

环境和集体的因紊

几乎是在 ∀# 年前
,

固体隧道效

应发现者
、

美国物理学家 �
!

贾埃弗
,

为获得 � � ∃ % 年诺贝尔物理获 而 发

表了题为《电子隧道效应和超导性
》

讲演
,

他向人们娓娓动听地讲述自

己如何由一个
“
弹子戏和桥牌的行

家
、

物理几乎不及格的人
”

一跃成为

诺贝尔奖得主的有趣经过
,

向世人

披露了他成功的秘诀
!

他说 & “

我

个人的看法是通向科学发现的道路

很少是平坦的
,

但它并不要求有很

多的专门知识
!

事实上
,

我确信新

手常常有很多优点
,

因为他没有学

识
,

并不知道为什么不应该试试某

个实验的全部复杂的原因
!

然而
,

妞要的是当你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

各种学科的专家们的指导和帮助
!

对我来说
,

我成功的最主要因案是 &

我在适当的地点
、

适当的时间在通

用电器公司内外结识很多朋友
,

他

们无私地支持了我
! ”

中国杰出物理学家钱三强在去

世前一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 & “

严

密的科学管理
,

严格的科学训练
,

提

高人的素质
,

使事情办得合理化
,

才

能把国家引向成功之路
!

事业成败

在人
,

人是通过教育和管理不断提

高水平和效能的
! ” 这正说明成功

者需要指导与帮助
!

没有别人的帮

助
,

没有良好的环境
,

没有集体的积

极效应
,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是相

当困难的
。

钱老总结自己的成功经

验
,

说出了他留给我们的肺腑之言
,

我们应该永记不忘
!

他说 & “

我多

! 环境和集体的因素
! 敢千怀疑流行的理论
! 善千吸收最新科学成就
! 不要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
! 要成功地运用数学
! 勇于抛弃自己的偏见
! 不因名人的否定而动摇信心
! 要有长期而特殊的准备
! 要有耐心

、

信心和直观能力

年从事科学技术工作
,

∋# 年代
、

(!

年代
,
我有幸在周恩来总理和燕荣

臻元帅领导下
,

参与了原子核科学

技术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

我 认 识

到 & 结合我国实际
,

大力培养科学

技术和管理人才
,

把他们放到最能

发挥作用的岗位上是至关监 要 的 )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

调动各类科技

人才和管理人才
,

共同完成特定的

科学技术任务和重大生产项目
,

也

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

钱三强所讲

的两个“至关重要” ,

是物理学家成

功的环境与集体的因素
,

缺一不可
!

去年
,

学部委员赵忠贤谈他取

得超导成果时
,

曾对新华社记者发

表一席耐人寻昧的讲话
!

他说 & “从

心底讲
,

这首先要归功千党的改革

开放政策和�# 年安定的科研环境
!

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

我们就不

可能频繁地走出去和请进来
,
也不

可能和政际同行建立和保持密切的

联系与交流
,

使 自己跻身千国际超

导理论前沿领域
!

有的外国同行曾

问起我们取得一流超导 成 果 的秘

密
,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
,

我们的秘密

都在
《

人民日报
,

上刊登了
,

那就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
!

”

纵观科学发展史
,

探索成功者

的奥秘
,
无一例外地说明 & 生动活

拨的工作环境
,

团结协作的科研群

体
,

是物理学家创造性才智充分发

挥与涌现的重要因素
!

∀
!

敢于怀疑流行的理论

伽利略怀疑亚里士多德 “重物

越重下落越快”的理论
,
在理论与实

验两方面进行论证后提出著名的自

由落体定律
,

宣告物理学进人新时

代
!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
、

杨撅

宁
,

对量子力学得出的宇称守恒定

律提 出质疑
,

用一种十分奇妙灼方

祛解开
“ &

一 #’, 之谜
,

提出弱相互乍

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结论
!

他们这一

划时代的论点
,

很快为吴健雄
、

弗里

德曼
、

伽温各自所做的实验事实所

证实
,

从而使李政道
、

杨振宁双双荣



获 ∗ , + ∃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李政道在 ”户 年 �∀ 月��

日获奖讲演中的结束语非常富有哲理性
!

人们仔细品

味后会得出有益的结论
!

他说& “

科学的进步总是我

们的宇宙观和我们对自然界的观测之间相互密切影响

的给果
!

前者只能从后者中推演出来
,
而后者也被前

者极大活制约若
!

这样
,

在我们对自然的探索中
,

我们

的概念和戮们的观测之间相互影响
,
有时会在早已熟

悉的现旅中引导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

就如现在

的情况那样
!

这些隐蔽的性质往往只是通过根本改变

我们有关支配自然现象的原理的签本概念 后 才 发现

的
!

虽然这是尽人皆知的
,

不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在

一个单独的例子中看到这两种因紊一一概念和观测的

相互影响和促进是一个非常串富和值得记取的经验
!
”

在于 & 怀疑某种理论不是臆想
!

而是看到并利用概念

弓隆李政遣这段话的目的与观测的相互影响及其促进

作用
!

步入晚年的钱三强
,

回顾自己走过的漫长道路
,
曾

向中国物理学界提出& “在科学中没有禁区
,

没有绝对

权威
,
也没有千古不易的定论和所谓的

‘

终极真理
, ”

!

他一生的实践
,

就是极好的证明
!

许多物理学家
,

在他

们成名之前
,

尽管知识浅薄
,

但有一股势不可挡的闯

劲
,

不怕权威
,

敢于怀疑流行的理论
,

被一种不可抗拒

的冲劲所驱使
,

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

并由于自己的

勤奋努力
,

终于获得非常突出的成就
。

然而
,

他们中的

少数人
,

一旦知识增多了
,

在某些方面确有专长了
,

在

一定时期成为权威性人物了
,
结果其知识体系对新知

识的发展就起了排斥与阻碍作用
,

新生事物得不到他

的鼓励
,

甚至受到压制
!

这在物理学史上是大有人 在

的
!

所有科学工作者都应该引以为戒
!

因此
,

记住钱

三强的下述讲话
,

将是非常有益的
·

他说 & “
科学上的

是非
,

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
,

必须排除外来的干预

和习惯势力的阻挠
!

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百家争

呜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 ”

%
!

善千吸收最新科学成就

普朗克之所以能提出量子概念
,

一个最直接的原

因是他善子吸收最新科学成就
!

当 � , , % 年麦克斯韦
《论电与磁

》

一书刚出版
,

就引起普朗克的关注
!

经过

, 年的努力
,
他终于在 � , , , 年采用麦克斯韦

一

赫兹电

磁理论研究热辐射问题
,
通过带电谐振子与辐射场相

互作用模型
,

导出黑体辐射公式
,
为他后来提出量子概

念奠定了基础
!

美国加速器工程专家劳伦斯
, � � ∀ � 年初的 一天夜

晚
,

正在大学图书馆浏览一份德文电子工程杂患
,

披 成

得罗写的正离子多次加速的文章所吸引
!

尽管他
∗习淡

德文很吃力
,

只能看懂一些图表和仪器照片
,

但他能从

文中那些各种各样的数字中奇迹般发现 & 把半导体频

率抓)荡电压适当加在一系列直线圆筒状电极 仁
,

就能

将正电子多重加速
!

这个新想法给他的印象很深刻
,

为他在设计加速器时所遇到的技术问题找到了真正答

案
!

第二年
,

由劳伦斯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很

快间世了
!

在一门学科中获得两次诺贝尔物理奖金的约翰
·

巴丁
,
在杜克大学建立了一个基金会

,

并支持弗瑞兹
·

伦敦纪念讲座和奖金
,
以表达他对弗

·

伦敦的感激之

情
!

他说 & “我们都非常感激他
,
因 为他以深刻的见解

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巴丁正是从伦敦等科学家那里吸收最新科学成就
,

才

能为后来的科学登攀打下坚实的基础
!

有成就的中国物理学家
,

也非常注意最新科学成

就
!

当泡利于 � � % , 年 �# 月在第 ∃ 届索尔维 −+ #� , 。
约

会议上提出中微子假说时
,

立即引起王淦昌的关注
!

尽管抗战时期生活艰难
,
起码的科研条件也不具备

,

但

王淦昌认识到验证中微子的特殊意义
,

进行了大量而

深入的工作
,

终于提出了
《
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

议
》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

,

建议用 . 电子俘获的

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
。

几个月后
,

美国阿伦按照王

淦昌建议
,

做了 /0
,

的 . 电子俘获实验
,
测量了 12

了

的反冲能量
,

取得了肯定的结果
!

3
,

不要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

重视最新科学成就
,

浏览物理学核心杂志
!

研读

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各国文献
、

资料
,

这是必要的
!

但许

多有成就科学家的实践证明读文献找题目是科学研究

方法之一
,
但决不是唯一的方法

!

世界级物理学大师

杨振宁在接受华东师大教授张奠宙采访时
,

回答了关

于成功
“
决窍”的话题

!

他说 & “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

题
!

我想了一下
,

除了机遇和环境因紊之外
,

似乎有两

个原因是主要的
!

第一个是 & 面对物理学中的原始问

题
,

不要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 4 ”他进一步阐述读文献

与研究原始物理学间题的关系
,

告诫人们 & “

老是读文

献的危险就是忽视物理学的原始问题
,
以至淹没在文

献的大海里
!

有些人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
,

可是他那个
‘

锦
,

就不一定对
,

你那个
‘

花
,

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

他

指出理论物理学界常有这样的情况 & 5 做了一 篇文

章
, / 说要补充

, 6 说 / 文要改进
,

一群人在 5 文的

基础上忙
,

却不间 左 文究竟是否符合物理学的原始

问题
!

这样的例子不少
,

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

+
!

要成功地运用数举

杨振宁认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 & “不排斥数举
,

要成功地泥尾橄学
! ”他认为

,
没有数学

,
规范场理论

和杨
一
巴克斯特方程的推导

,

都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

他

认为& 数学和物理学像两片对生的树叶
,
只在基部有

少许公共 乖分
,

而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学术

传统
,

互相独立地在生长
!

他指出
,

物理学家必须按物

理学的发展规律行事
,
只有在了解某一数学理论在物

理学上的用途时
,

才下功夫去学
,
即应该把数学当作工

具使用
,

不能无选择地乱学一气
!

细细品昧杨振宁先



生的这番谈话
,

也许对今天跨世纪的物理学子有极大

的帮助
!

那就是 & 不断地学数学
、

用数学
,

决不排斥数

学
!

(
!

勇于抛弃自己的偏见

在科学界
,

正像在人类其它活动中一样
,

固执
、

偏

见
、

嫉护一直存在着
,

即使是有名的科学家
,

也有人存

在此类问题
!

牛顿发誓要胡克与英国皇家学会脱离关

系
,

否则不出任该学会主席之职 ) 戴维曾发现
、

支持并

资助法拉第
,

后来竟投票反对他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屯洛

苏尔多试图阻止费米赴罗马担任要职 井 能量转换器的

发明人奥文辛斯基
,

与美国物理学会的一些成员发生

冲突
,

竟出言不逊
,

互相谩骂
!

曾于 � � # ∃ 年荣获诺贝

尔物理奖的迈克耳逊
,
揭示过光以太理论的隐患

,

激发

了洛伦兹与菲兹杰诺的思想
,
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

道路
!

但他长时期固执地认为 & 物理学的发展 只能通

过精确测量得到
,
只能在小数点后面第六位数上寻找

结论
!

尽管相对论已被物理学界普遍接受
,

他个人还

是持怀疑态度
!

一直到他去世前
,
他才向爱因斯坦表

示自己的遗憾
!

科学的真谛是实事求是一个有作为的物理学家
,

即使是科学泰斗
,

诺贝尔奖获得者
,
也应该勇于抛弃自

己的偏见
,

才能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

进
!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 ) “

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道路

上
,
走过弯路

,

犯过错误
,
并不是坏事

,

更不是什么耻

辱
,

要在实践中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
!

”
德国科学

家奥托
·

哈恩就是这样的人
!

尽管他对约里奥
·

居里

夫人关于“超铀元素”不屑一顾
,

甚至他的好友施特拉

斯曼怎样规劝也无挤于事
!

最后
,

施特拉斯曼不顾他

的反对
,

向他讲述居里夫人的观点
,
才使他从迷茫中

惊醒
,

一连几夭泡在实验室里
,

按照居里夫人的方法进

行实验
,

终于从错误中彻底地解脱出来
,

作出了他一生

中最伟大的发现
—

铀核的裂变
!

假如哈恩不放弃臼

己的成见
,

假如施特拉斯曼不坚持陈述居里夫人的观

点
, “
铀核裂变”的发现怎能与哈恩的名字连在一起

!

∃
!

不因名人的否定而动摇信心

� + 3 % 年
,

哥白尼提出 日心说
,

不为世人所接受
!

� ( ∀ ∀ 年
,
弗朗西斯

·

培根以
“
在哥白尼系统中有很多

和很大的不便和困难”为由
,

拒绝了这一思想
!

后来
,

恒星视差作为科学证据在�, 世纪被人发现
,

哥白尼的

日心体系才被肯定
!

一种新思想
、

新学 7劲勺创生
、

建立

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事情
!

但是
,

自己确信是真理的东

西
,

就是面对权威
、

也敢于坚持
,

这 才是成功者应有的

节操
。

麦克斯韦继 � ,弓弓年发表
《
论法拉第的力线

》
这一

电磁学研究首篇论文之后
,

于 � , ( ∀ 年在英国
《

哲学杂

志
》

上发表《论物理的力线
》
论文

!

他在论文中
,

解释了

法拉第理论
,

还根据自己建立的物理模型
,
大胆提出

“
位移电流”的假设

,
用高度抽象的数学公式展示了电

磁现象的规律
!

他利用 自己推导的两个微分方程
,

预

亡
一

变化的电磁场将向空间 四方传播
,

形成当时人们根

本尚未听说
、

更未见过的电磁波
!

但一些有名望的科

学家
、

如开尔文
、

基尔霍夫等人
,

对麦克斯韦的
“
位移电

流”理论抱以怀疑与否定态度
!

面对权威的否定
,

麦克

斯韦认真审视自己的理论
,

找出不够完善的地方
!

继

续刻苦地钻研
!

他终于在 � , ( 3 年发表《电磁场动力理

论
》
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文

,

预言光也是电磁波
!

� , ∃ %

年他出版了经典著作《电磁学通论
》 ,

成为物理学史上

划时代的事件
!

但麦克斯韦的理论受到承认与重视
,

却先后经历了 ∀# 多年的时间
!

直到 � , , 公年赫芝在实

验中发现电磁波
,

麦克斯韦的理论才获得真正的肯定
!

当年青的钱三强在 � � 3 ( 年发现三分裂现象时
,
英

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

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瑟也持怀疑态

度
!

第二年
,

费瑟派格林和里弗赛来法国巴黎进行实

地考察
,

对钱三强小组的全套数据和各种细节非常信

服与惊讶
!

但他们仍然坚持第三个碎片是
“
两阶段核

作用”放出的 “ 粒子
,

而不是三分裂变
!

此外
,

加拿

大的德漠斯
,

美国的法维尔
、

薛格雷和魏甘德等先后发

表研究报告
,

同意费瑟的观点
!

但是
,

钱三强并没有失

去信心
,

继续进行科学实验
,

得出能量与角分布等关

系
,

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
“

论铀的三分裂变的机制”的

研究报告
,
进一步对三分裂现象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

进行全面论述
。

到了 (# 年代
,

美国
、

前苏联
、

波兰等国

的七个实验室
,
利用新的半导体探测手段研究裂变

,

证

实了钱三强 ∗ , 3 ∃ 年提出的结论
!

从此
,

钱三强发现的

原子核三分裂 −%的 次裂变中约有一次是三分 裂8 现

象
,

彻底得到世界物理学界公认
!

费瑟在 ∀∀ 年以后
,

即 � � ( � 年维也纳
“
裂变的物理和化学”国际会议上

,

终

于放弃他原有的观点
,
同意钱三强三分裂的机制

!

,
,

要有长期而特殊的准备

巴斯德说过一句有名的话 & “机遇只偏爱有准奋

的头脑
! ” 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兰本达

,

在她所著
心
物理学家是怎样工作的

》

一书中
,

对所谓
“

长期特殊准

备
”
的含义有一段生浏角勺描述 & “

理论物理学家
,

在他

们的生活中
,
长达几周甚至几个月

,

确确实实是坐在那

儿冥思苦想
!

他们要阅读所有与他们的课题有关的资

料
!

要简明扼要地与实验物理学家交谈
,

还要和其他

理论物理学家进行切磋探讨
!

经过各方面长期的实践

检验
,

那令人难忘的日子
、

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 了
!

在

那一瞬间
,
茅塞顿开

,

所有的证点都有了归宿乃
!

“
这种

灵感的到来
,

宛如火花一闪
,

但是它只降临千那些有长

期特殊准备韵人们
!

或许只降临于那些把 自己的一生

都贡献给某些事业的人们
”

!

法国物理学家亨利
·

贝可勒尔
,

出身在物址世家
!

早年致力于光学研究
,
后来研究法拉第所发现的磁场

对平面偏振光的旋转作用
!

他还研究红外光谱
、

转向

晶体对
一

光吸收
,

并对 9 射线本性进行长期探索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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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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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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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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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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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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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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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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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
,

在一次阴雨天气
,

他将一张米曝光的照相底片

放在暗室而盛有铀矿物的抽屉里
!

出乎意外的是
,

当

经显影后底版上同样出现晶体的雾缩像
!

这一现象的

产生
,

使他发现只有含铀的晶体才产生这种穿透性射

线
!

后来
,

他用纯铀进行实验
,

发现其 穿透性辐射强度

比钾铀酞硫酸盐要高三
、

四倍
!

他因发现天然放射性

而与居里夫妇共同获得 � , # %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简言之
,

无论是卢瑟福在研究放射性粒 子的散射

时发现原子结构
,
还是普朗克在试图解释黑体辐射时

获得量子思想
,
无不证明 & 机遇只属于那些有长期特

殊准备
,

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某种事业的人们
!

�
!

要有耐心
、

信心和直观能力
� � , � 年 , 月

,

杨振宁访间 日本时
,

发表了关于基

础科学研究方向的谈话
,
着重谈了创造性研究的三个

条件
,

即直观能力强
、

有耐心和信心
!

我想
,
杨先生所

说的三个条件
,
对于要想获取成功的物理学子来讲

,

也

伺样至关重要
!

诚如杨先生在谈话中指出的那样
, “

所

谓直观能力强
,
就是能够比别人更早地觉察出某项领

域的重要性
,
没有这一点就会迷失方向 ) 另外

,

由干研

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

因此
,

缺乏耐心和信心将一事无

成
!

即使有直观力
,

但是缺乏耐心
,

研究就会不深
!

最

后一条即有坚定的信心
,

乃是深人探讨事物的不可缺

少的要素
!

如果信心强
,

就能比他人更深人地追求
!

具

备这三个条件
,

就能取得一定的成果
,

当然也有运气

的问题
! ”
杨先生还认为

, “

耐心和信心是可 以培养的
,

但直观力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千天生的素质
!

”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
,

我想借用汤川秀树的一

段话
!

因为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

是在
“
反复失败

的过程里”寻找成功的机遇
!

他说 & “

科学家要想发挥

独创性
,

千点出色的工作
,

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情
!

在长期研究生活中
,

能够做到这点的人也是屈指

可数的
,

机会也是难的
!

⋯⋯五次
,

= 次
,

即使都失

败了
,
也决不能泄气

,

失败一百次还要继续千
,

只能在

那种反复失败的过程里寻求某些成功的机会
!
”

愿所有的物理学子能从汤川秀树的谈话中获得启

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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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概论

,

简介

由王德云编著的《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概论
》

一

书已公开出版发行
。

该书系统地 阐述了原子核物理和

粒子物理的基础知识 0论述了原子核物理的有关内容
,

包括原子核整体的性质
、

核力
、

原子核模型
、

原子核放

射性衰 变
、

原子核反应等 0 介绍了粒子物理的基本知

识
,

如粒子的种类和性质
,

粒子物理中的守恒定津
,
强

子结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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