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外学科家
·

美国科学家里查德
·

费曼� �  �

一
�  ! ! ∀

,

除了象

其他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那样具有卓越的物理才能

外
,

还别具一格
#

他猎奇好胜
,

才识过人
,

精工幽默
,

风

流调境
,

自命为
“
爱开玩笑的科学家”

#

费曼十一
、

二岁时
,

喜欢捣鼓收音机
#

与此同时
,

他自制 了一种防盗警铃
#

用 电线把一个大电池和电铃

连起来
,

一推房门
,

电线就撞上电池使电路闭合
,

电铃

就响
#

有天深夜
,

他的父母刚推开他的房门
,

就被骤起

的警铃吉吓得不知所措
,

而费曼却从床 卜眺起来欢呼 ∃

“成啦
,

成啦 %”

小费曼修理收音机的技术轰动 乡里
#

有个人的收

音机毛病逛怪
,

刚打开时噪音如吼
,

吼完则一切正常
#

这人慕名来请费曼先生
,

没想到所请的竟是个小孩
#

他只好把个孩子接到家里
#

费曼一边听收音机
,

一边

踱步
#

就这样走来走去地想
,

终于想到可能是管子加

热邝
&

次宇错了
#

最后
,

他 只把管子的位置交换了一下

就好了
#

于是收音机主人逢人便说
∃ “
他想啊想地就

修好了收音机 %”

费曼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
,

有天醒得很早
,

发现

楼下同学的寝室门丢了一扇
,

想必是谁对门上贴的
“

请

随手关门 %
’,

很恼火而报以恶作剧
#

费曼卸下了剩下的

一扇
,

将它藏进地下室
,

而后上楼装睡
#

等他再临楼下

时
,

乱哄哄灼一群 同学问他 ∃ “

费曼 % 是不是你偷走了

门∋’’
“
噢

,

当然 %”费曼正尔八经地说 ∃ “

我手上还有藏

门时划的道子呢 % ” 月是
,

没有人理会费曼的这种坦白

方式
#

第一扇门很快破案了
,

第二扇呢
,

一直藏到费曼

忍不住点破迷津为止
#

大学期间
,

费曼常去一家餐馆吃晚饭
#

通常是留
、

两个五分硬币作小费
#

一天
,

他把两枚硬币投入两只

盛满水的玻璃杯里
,

用卡片盖上杯子倒扣在桌上
,

而后

抽去卡片扬长而去
#

他料定女招待会碰到什么样的寐

烦
#

第二天
,

他关照女招待
,
遇到这种事得怎样才能取

到钱又不让水流到地上 ∃ “
先去伐只大盆

,

而后呢
#

象

这样
,

把杯子慢慢地
、

漫慢地移到桌边
·

⋯⋯ 这天晚

餐后
,

他将小费放在桌子中央
,

用只不透明的空咖啡杯

倒扣着
#

第三大晚餐时
,

女招待娇镇的诉说证实了他

的预定结果
#

费曼总喜欢挑一条全新的路
,

看自己究竟能走多

远
#

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时
,

他有意识地与其他学科

的研究生同桌吃饭聊天
,

由此增添了生物学兴趣
#

他

兼修生物学且很快赶上了比他早学三
、

四年的人
#

不

久
,

他竟被邀请到哈佛大学生物系做有关噬菌体的学

术报告
#

在普林斯顿
,

费曼作为惠勒教授的助手
,

当时止研

究有关电子运动的
“
半超前一半推迟势

”
#

惠勒让费健

就经典理论部分先给一个报告
,

日后他再介绍量子理

论部分
#

这是费曼第一次做物理 价报告
#

魏格纳教授为

这一报告特邀了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作听众 ∃ 天文学

家拉塞尔
、

数学家纽曼
、

物理学家泡利和爱 因斯坦
#

差

点没把费曼吓个跟头 % 他刚开始拿讲稿时
,
双手发抖

,

一开始考虑物理
,

就什么也顾不得想了
,

所以报告时很

从容
#

会后闲谈时
,
泡利问费曼 ∃ “

惠勒报告时
,
会就

量 子理论讲些什么 ∋’’费曼答 ∃ “
我不晓得

,

他一个人花

搞
。”
此时

,

泡利凑近费曼神秘地说 ∃ “
惠勒永远不会做

那个报告
。”果然

,

惠勒和费曼经过多年努力
,

都没能使

他们的这一理论量子化
#

每想及泡利的断言
,

总使费

曼感叹
∃ “
世界上是有 馨想巨人 %”

“

曼哈顿工程” 开始后
,

费燮从普林斯顿来 到 洛

斯
·

阿拉莫斯
#

在这个基地上
,

他是分离铀同位素课

题中的一个能管四个人的小头目
#

当时
,

严格的保密

制度及其信检制度
,

成了费曼寻开心的对象
#

在与父

亲和太太的通讯中
,

费曼经常用些数字
、

暗号或密码
,

时实时虚
,

逗得检查官白忙活
#

一天
,

他发现有个工人

从栅栏上钻出去
#

于是
,

他大摇大摆地从大门出去
,

绕

到那个洞 口再钻进来
,
接着又从大门出去

#

如此往返

多次
,

终于引起了守门上士的疑惑 ∃ 这小子怎能 只出

不进 % 他赶忙报告上尉
,

想把这小子抓起来
#

此时
,

费

曼反倒教训起人来了 ∃ “
你们保安工作的漏洞大得能

钻进一个人 %”

费曼从小就有猜谜解难的嗜好
#

这一嗜好的发展

是撬锁和保险柜
#

先是撬普通弹簧锁
,

随着锁的牢靠

复杂化
,

他的手段也越发高明
#

在洛斯
·

阿拉莫斯
,

他

经常把同事和罕官们的密码枢扣
一

开
。

把藏着的绝密文

件拿出来
#

这种逗乐
,

常把人吓个半死
,

而他总是站在

一边抱怨资料保管法太不安全
#

基地没有娱乐场所
,

“
开锁大师”撬保险柜的表演

,

为这
�

罗
‘

原子弹之父”增

添了不少乐趣
#

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工厂
,

负责提纯铀 ( ) ∗
#

年轻

的费曼作为特派大员
,

从洛斯
·

阿拉莫斯飞往橡树岭

视察
#

给他当护卫的朱瓦特上尉将他带进一个房间
,



当地的两 位工程师指划着满桌子设计图纸向他报告
#

费曼一边听
,

一边心里嘀咭
,

不知道图纸上的符号是什

么意思
#

特别是一个中间带叉的框
,

到处都是
,

象窗子

又不应该是窗子
#

刚开始间明白就好了
,

太晚了问不

好意思
#

也许是个阀门
#

当工程师讲到第三大张图纸

时
,
费曼指着中间那个神秘的叉叉发问 ∃ “

如果这个阀

门 堵住了 会怎么样∋’’两位工程师仔细检查 一 通 图 纸

后
,

惶恐地向着费曼说 ∃ “

您绝刘正确
,
先生 %”赶忙卷

起图纸走了
#

目击这一情景的上尉问 ∃ “

您是怎么一

下子就找出了漏洞的∋’’ 费曼答道 ∃ “
先要搞清那是不

是阀门
# ”

警犬 的嗅觉是那样好
,

人民唉觉又怎样呢 ∋ 费曼

参与
“
曼哈顿工程”的同时

,

开始了检验自己的嗅觉试

验
#

从闻他太太的手摸过的可乐瓶子开始
,

直到鉴别

任何人摸过的瓶子
、

书本和扑克牌等
,

居然有七
、

八成

献准确性
#

他把失灵度归咎于人的鼻子离地面太远
#

不过
,

当他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而没嗅出自己走过和没

走过的地方的差别时
,

才深叹人 的嗅觉比狗无多了
#

人类的第一次核试验是
“

曼哈顿工程
”
中的曲尼梯

试验
#

费曼等人站在离爆炸中心 )+ 公里 ,
一

囚地方
,

每人

发了一歇墨镜
,

用来观看爆炸情景
#

费曼嫌戴上墨镜

看不清
,

且想到伤眼睛的紫外线穿不透玻璃
,

于是他就

裸 膏眼站在卡车的挡风板后面看
#

时间到了
,

远处巨

大的白色闪光转而变成黄色
,

再转为桔黄
#

在冲击波

的压缩和膨胀作用下
,

形成片片云朵转而又消散
#

而

后
,

一个中心白炽化灼桔黄火球开始上开
,

翻腾
,

边缘

逐渐变黑
。

这时看到的是一个人烟球
,

中间冒火
、

闪

光
,

这是热辐射
#

从亮到暗的全过程历时约一分钟
#

约一分半钟之后
,

才传来
“
砰”的巨 响

,
接着是雷似的轰

鸣
#

虽说离试验中心 �+ 公里处也安排有人
,

但全都秦

命伏子件也上
#

所以
,

费曼认为自己是用裸眼 口击达次

核爆炸的唯一的人
#

�  − . 年 / 月初
,

(! 岁的费曼应聘去康奈尔任教

授
#

这里常开舞会
,

这正中费曼之意
#

令他费解的是
,

他的舞伴同他边跳边聊一轮舞之后
,

都莫名其妙地不

再理睬他
。

他只好又重渐找一位
,

照例是一边跳
,

一边

回答姑娘的提问
#

“
您是学生

,

还是研究生 ∋’’
“
不

,

我是

教授
# ’

,’’啊 ∋ 什么教授∋’’
“
理论物理

#
” “
想必您还研究

过原
一

少弹吧 %
,

,’’是的
,

战争期间找在洛斯
·

阿拉莫听
#
”

聊到这儿
,
姑娘一抽手

,

跑开了 % 还转回头狠狠骂土一

句 ∃ “
你是一个该死的骗子 %”

从孩提时代起
,

到读研究生
,

当教授
,
费受一直喜

欢观察妈蚁和其它昆虫
#

在
#

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时
,

有次浴盆边上有些蚂蚁在爬
,

费曼见了很高兴
#

这给

了他一个实验的极好机会
,

可 以看看蚂蚁需要多长时

间刁
‘

,一舀发现食物
#

于是他把一些糖放到浴盆另一头
,

自己则睁睁地坐在 浴室里观察
#

等了一下午
,

才有一

只蚂蚁找到了糖
#

费曼用彩色铅笔将第一只蚂蚁的径

迹标灯
#

等到将十只蚂蚁的径迹连成一 条漂亮的曲线

时
,

该吃 旱餐啦 竺

�  −  年
,

费曼访间巴西
#

一天
,

任餐馆里遇到一

个兜告算盘的 日本人
#

日本人说他的珠算速算天下无

敌
,

激起了费曼与之比试
#

一个用珠算
,

一个川心算
#

日本人在加法和乘法上得胜后
,

又提议比除法
,

可没想

到间题越难越对费曼有利
#

做除法时
,

两人旗鼓相当
#

再比 开立方
,

当 日本人额上冒出汗珠才得出整数部分

时
,

费曼报出的结果
,

精确到三位小议
#

�  , ( 年
,

费受出任加州理工 乒院教授
#

不久
,

应邀

参加贝彻教授主办了晚会
#

贝彻非常了解费
一

自诸股

好胜心
,

知道他在 巴西学会了葡萄牙语
#

为了治治这个

年轻人
,

他事先关照在中国长人的史密斯 人太
,

请他用

件
‘
国话接待费曼

#

书费艾辛无 防备地登门时
,

贝彻 马

土向他引荐史密斯太太
#

“
先生

,

您好 %” 少少密 所太太 边

锐汉语边施礼
#

没有考虑的余地
,

得用类似的方式作

答
#

安曼边思忖边鞠躬边答谢 ∃ “
但豪一呵 %”这 一 泊

,

忙得这位太太叫起来 ∃ “
天哪 % 我悦中囚普通话

,

他居

然会说广东话广

李和杨宇称不守恒的理论
,

提醒费曼重验自己以

前用左右不对称方程做的一件事
#

费曼友现
,

他的理

论中的一些预言与李一杨的相符甚至更好
#

不过
,

当

遇到中子
一
质子祸合间题时

,

在混乱的实验数据面前
,

很难说与哪些相符
#

于是
,
这一工作又 搁 下 了 当

他又往返一越巴西之后
,

0红到掌院就向几个年轻灼冬
‘

验家询问 月 衰变的情况
#

大家把当时的棍乱情况告

诉他
,

例如中子的 舀 衰变是标盆一张 呈
#

稀合
,

盖尔兰

却说可以是矢量一轴矢量
·

⋯⋯ 听到这里
,

费受跳起

来说 ∃ “
那么

,

我理解了 每件事 %‘说完就跑开了
#

人们

以为他又是开玩笑
#

这天
,

他用矢童一轴矢量祸合取

代惯用的标量
一

张量
,

得到一个与许多资料相符的完整

理论
#

而后
,

他与盖尔曼合写了一篇关于这一理论的

论文
, “月 夜变的费曼

一
盖尔曼理论

”
就这样诞生了

#

出于偶然
,

费曼结识了一个叫 佐酉安的画家
#

两

人一见如故
,

很快成了真正的
“
良师益友,’∃ 费艾教生

西安的科学
,

佐西安则教费曼绘 西
#

不久
,

费曼的索

描和油画竟能出售并且不乏人定购
,

最多灼一幅卖得

( ++ 美元
#

再后些
,

一个展览会聘请费贤为艺术作品

鉴定组成员
#

加州理工学院还为费觉举办了个 人 画

展
#

与之相比
,

佐西安 在科学上 减一芬不无成
#

为此
,

在

这对朋友间又起这样的争端 ∃ 佐四安是一个比费笑好

的老师
,

还是费觉是一个比佐西安好的字生 ∋

在
《
费曼演讲集粕勺扉贞 上

,

印汀一张费受击鼓灼

照片
#

早在洛斯
·

阿拉莫斯
,

费爱就喜欢学附近 白印第

安人敲鼓
#

练过一阵后
,

当他谈作印第安人钻进丛林

中 挤鼓时
,

能以假乱真
#

在巴山
。

他戎为一名桑巴舞乐

队 的打击乐手
#

到加州理工学院后
,

又不汁
。
在一个夜

总会的乐队里充 当鼓手
#

更妙的是
,

他参与演奔的永



五 物理研究与下围棋

杨振宁

编者按 ∃

杨振宁
,

物理学家
、

�  ( ( 年  月 ( ( 日生 于

安徽合肥
, 1夕, − 年与 2

,

3
#

密耳斯提出杨
一
密耳

斯场理 论
, �  ∗ 4 年 与

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

定律而获诺贝尔物理学

奖
#

他还在 粒 子 物 理

学
、

统计力学
、

凝聚态物

理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

献
#

这里节选的一段话
,

原载中国科技大学研究

生院学报� �  ! .年 一。月

第 �− 页∀
,

标题为编者

所加
#

杨先生用下围棋

的实例
,

深刻地说明从

事物理学研究所遵循的

方法
,

那就是 ∃ 既要锲而

不舍
,

又不要死钻
#

圈圈圈国圈脚丽目圈圆留代物理百家短文

海文实验室和 5 611
‘
合用一个办公 室

#

这一次我叮

在 凡
。

。 凡 7
。

一 汽减
,

右 边 加 上 一 项 0戒 注
二

�

�7
,

是 ( 8 9 矩阵 ∀
,

于是原来的困难克服了
#

终于产

生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
#

这件事的教训是
,
如果你

有一个原始的想法
,

不要轻易放弃
,

可是不要死钻
,

还

要注意别的事情
,

把视野放大些
#

这好比下围棋
,

如果

在一块地方你处于不利地位
,

就不要老钻在那里
#

换

一个地方去发展一个天地
#

后来情形改变了
,

也许原来

那块地方可以变活
#

六 知识大树及其根与分枝 :
·

坎贝尔

1’# 坎贝尔�: ; < =
二 > ? ∃ = ≅ ΑΒ 11∀

,

英国物理学家
#

这里节录的是坎贝尔在 �  (� 年所写文章的一个段落
,

非常形象地阐明纯科学
、

应用科学与人的经验
、

知识之

间的关系
,

相信会对今天的物理学子有所启迪
#

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上的根和

分枝 &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
,
如果不给双方

带来很大的破坏
,

就不能将其分开
#

杜会的精神和物

质的健全就依赖千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
#

几年以前有
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

,

他们的

学生也要离开工业杜会的沸腾生活
,

对工业视而不见
,

成为贫血儿
#

今夭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相反的迹象 &

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油关注 &而大学
,

所有的学

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的
#

只有当科学既

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
,

又作为满足物质黑要

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
,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

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

七 要了解现象
、

看透现象 卡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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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物理

学家
,

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

发现液

体氦的超流动性
,

研制出利用涡轮冷气发动机使气体

液化的方法和新型大功率超高频电磁振荡器
,

发现在

高频放电时密集气体中形成稳定的高温等离子 体 柱
,

�  − � 年
、 �  − )年获苏联国家奖

, �, 4 ! 年获诺贝尔物理

奖
#

�  (� 一 �  ) − 年在英国进行科学考察
,

成为卢瑟福

的得意门生
#

这里摘录的一段讲话
,

集中说明卢瑟福

具备以实验事实为重的优良传统
#

正因为他通过确凿

的实验和可靠的数学理论证明
,
最终提出太阳系结构

这一原子模型
,

成为 (+ 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一般说来

,

物理学研究者可分成两大类
,

一类可以

称为德国学派
,

实验者从某一理论假设出发
,
然后用实

验来检验这些假设 & 相反
,

英国学派的物理学家则不从

理论出发
,

他们从现象出发
,

然后看能否用现有的理论

解释这一现象
#

对后者来说
,
主要只涉及现象本身和

它的分析与解释
#

如果这种分法是可行的
,

那么卢恶

福就是后一派的优秀代表
#

卢瑟福的主要目的是要了

解现象
,

实验要做得能清晰地表明现象的本质
#

为此

目的
,

测量的精确度和复杂性必须足以看透所考察的

现象
#

�待续 ∀

黔#洁清编
#

撅翻国圈月幽留国翻目圈圈圈留曰

我在做研究生时有

一个想法
#

既然麦克斯韦方程和电荷守恒有密切 关

系
,
而同位旋守恒已为实验所证实

,

它是不是也应当引

导出另一种规范场∃ 我把这个想法发展了一两天就发

展不下去了
#

过了半年
、

一年
,

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

又

去试试
,

接连弄了好几次
,

一直到 1 , , 年
,

这时这个问

题的重要性更突出了
#

当时已发现了许多粒子
,

可是

没有一个原 则去写它们的相互作用
#

用规范场去写相

互作用是一个原则
,

至少对一类相互作用是一个原则
,

于是我又去试试发展我的那个想法
,

当时我在布番克

口屯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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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勺口吼口勺 乙气、口协 乙六么口弋 口协

音带
,

被一位芭蕾舞女导演用作舞蹈配乐
,

并且赢得全

美舞蹈设计竞赛大奖
,

而后又在巴黎世界舞蹈设计赛

上荣获第二名
#

当费曼得知
,
是因为音乐不能尽如人

意而使该女士屈居第二时
,

不禁叹服巴黎人的鼓乐感 ∃

“
巴黎毕竟是巴黎%’’

费曼小时候
,

看一本希腊人玩青蛙的故事时
,

感到

书土描写的青蛙叫声挺古怪
,

于是照着书上的象声词

反复练
,

最终发觉它果然象蛙声
#

当费曼到瑞典接受

诺贝尔奖时
,

它对庄重的 皇家礼仪不以为然
,

却喜欢学

生们主持的
一

种独特仪式
#

这是授予每个获奖者一个
“

蛙式勋章
” ,

接受者必须学一声青蛙叫
#

勿庸置疑
,

受

奖者中叫得最好的
,
当数费曼

#

�据吴丹迪等译本
《
爱

开玩笑的科学家费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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