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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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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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为编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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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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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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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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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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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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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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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获诺贝尔物理

奖
&

�  !� 一 �  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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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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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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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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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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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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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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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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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