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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酞先生与狄拉克的交往
月 哥尤 履氢 !叮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

∀ , # 色 年
,

吴大欲先

生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听

过狄拉克关于
“

磁单极”

的学术报告
 

当时吴先

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

授 ∃其时吴健雄亦在哥

大 %
 

和一位一代寮斗的物理学家相处三个月的经验
, 是很难

得的
 

—
吴大嗽

吴大酞先生诞生于 & ∋ ( ) 年 ∋ 月 ∗∋ 日 ,

今年是他

+, 岁寿庆
 

狄拉克出生于 & ∋ ( ∗ 年 + 月 + 日 ,

逝世于
∀ , + # 年 &( 月 ∗( 日 ,

今年是他冥诞 ∋& 周年
 

吴先生

是中国的一代名师 − 他培养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两颗灿

烂的明珠
,

狄拉克是著名数学物理学家
、

量子力学的

创始人之一 在吴先生和狄拉克之间有过一段亲密的

交往
,

这在今后若千年内的中国物理学界和中国科学

史界中必将引起人们长久的津津乐道
 

吴大酞先生第一次见到狄拉克是在 & ∋ . , 年的北

京大学
 

& ∋ . , 年 ) 月 + 日至 && 日 ,

狄拉克应中国清

华大学物理系邀请
,

从日本经塘沽到北平
,

在清华大学

作了关于正电子的演讲
 

当时吴先生在北京大 学 任

教
,

曾数次听其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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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 ( ( 5 的平

均声子频率
,
由 6 2 6 7∀∀8 。

方程求得 5
,

2
。。
的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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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0 1
,

2 。。

的 9
。

二 . ; 5 , 2 3 , 2
。。

的 9
。

4 # ) 5
 

显

然
, 5 和 0 1 计算的 9

。

值同实验结果符合的很好
 

对
< 3 ,

<
。 。

预言的 9
。

值也与前述基于点阵常数线性外推

获得的值接近
。

这些结果均表明 =
,

>
。

中的超导电性是由 强 藕

合的电
一
声子机制所引起

 

也有人提出 =
,

<
。。

中可能

的超导机制是激子激发机制
 

三
、

结束语

现今人们所以热衷于 <
‘。

中碱金属的掺杂是看到

它的前景美妙
 

它有可能成为 9
。

? & (( 5 的高温超导

体
,

而且可能是一个三维有机超导体
 

而目前 具有

超导性的有机超导体仅有 9
。

为 ≅ 5 的准一 维 系 列

∃9 6 9 3 Α % Β Χ Δ , 和 9
‘

4 一; 5 的二 维 系 列 ∃Ε Φ � 9 Γ

9 9 Δ %∗ ‘
, 二 4 &. , = Η≅ Β 等

 

因此
, =声

‘  

的研究和

发展将会是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前沿课 题
 

目前
,

含

#( Ι 以上 <
‘。

的富煤烟售价为每克 & ϑ( 美 元
,

含 有
<

, 。

的浓缩的 < 。。

溶剂每克 .ϑ ( 美元
,

而每克纯 < “

售价 ∗ ( ( ( 美元仍供不应求
 

奥地利的 5 Κ 。
ΛΜ

。Κ
等人

已用掺杂的 < ‘ 

和 < 。。

Ν 2,
 

布基球作成场 效 应 晶 体

管
 

因 2 。。

比金刚石还硬
, 日本人认为 =声二 超导体

将是 ∗ & 世纪新材料的“明星” 

所以
,

无论从理论探讨

还是技术应用出发都值得对 =式
。。

作深人研究
。

& ∋ ϑ # 年狄拉克在剑桥大学休假
 

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的奥本海默教授邀请他去美国工作
 

美国驻英

领事馆竟以狄拉克曾于 & ∋ . 。 年中去过前苏联而拒予

签证
 

这在美国物理学界中引起大详
 

狄拉克不得已

只能去印度讲学
 

当时吴大献先生正在加拿大国家科

学院工作
,

并任纯粹物理研究所主任
 

吴先生 即 于
& ∋ , # 年冬季开始着手筹备将于第二年春季为狄 拉 克

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讨论会
 

& ∋ ϑ ϑ 年春天
,

狄拉克经 日本至加拿大
,
不料途中

突患黄疽型肝炎
,

只得先留在加拿大温哥华疗养
 

参

加讨论会的著名物理学家已到了百余人而主客竟然未

到
,

直至会后狄拉克稍愈才来
 

狄拉克由于极需休养
,

因而在吴先生处一住就是三个多月
 

在这期间
,

吴先

生和狄拉克几乎每天见面
 

狄拉克喜欢下围棋∃但其

技不精%
,

尤喜中国菜
 

其中国菜当然出自吴夫人阮冠

世女士之手
 

当时狄拉克的饭量
“

稍惊人 ,’ 

狄拉克在人多场合中常常静默寡言
,

然而在小聚

会中则发现他很易于相处
 

吴先生认为狄拉克是永远

在思考物理学中“基本性”问题的人
,

不喜欢赶文献中

的时髦研究
 “
在这点上

,

他和爱因斯坦相似
”

 
“
狄拉

克的后半生始终不以量子电动力学理论为完美
 

他很

少公开地批评它
,

只是默默地作他的研究
,

但在和个人

谈论时
,
则亦不避免表示他的看法

”
 

在闲读中
,

狄拉

克认为量子电动力学∃量子场论%的基本困难
,
可能要

回到法拉第的 “力线”观念去才能解决
 

狄拉克相信需

要一种新的数学 − 他觉得量子场论的
“
重整化”方法中

仍有“无穷大”存在
,

不能认为是一种满意的理论 −因此

他从不卷入这些漩涡而永远在探索基本的新方法
 

狄

拉克告诉吴先生
,

在剑桥大学讲量子力学时
,

一次有学

生问 Κ “
若 Ο 与 ΑΟ 不能同时都准确地知道

,
则怎样可

以定义动量矩 6 Κ 二 Ο Α Π 一 Π ΑΟΘ ” 狄拉克说他 竞 答

不出来
 

当时讨论会中所讨论的关于散射理论中的互换问

题
,

引起了狄拉克的兴趣
 

吴先生后来回忆说 Κ “
我想

是我害了他
,

使他作了他唯一的一篇
‘

不好
,

的工作
 
”

& ∋ , + 年 ∋ 月至翌年 # 月
,

昊大献先生在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又遇到狄拉克
 

有时狄拉克要昊先生陪他

拿着长柄斧去院后树林砍倒下的树 Ρ吴先生记得狄拉

克的斧技很熟练%
,

有时又约吴先生
“

故意”在小溪的冻

冰上行走 ∃使吴先生“战战兢兢”并于抵岸前陷于冰水

之中%
 

狄拉克仍常去吴先生家吃中国饭
,

饭前还与杨



物理 学与应用技术相结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

皖南医学院 姚开麟

ΣΣ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双

重使命
 

科学技术的进步
,

一方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

大 的影响 , 另一方面对孕育高级人才摇篮的高等学校又不断

提 出新要求
 

因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和人才素质的

提高
,

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

轨道上来 是客观规律发 展的必然趋势
 

&
 

为培养能把物理学知识运用到各科技顿域的人才而进

行物理学教学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 基础 的物理学科
, 特别是普倾物理学

的教学 ,

不能再由于传统
,

把 传授物理基础知识作为唯一的教

学 目标
 

要摆脱学院式的教学思想
,

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

击与反馈中
, 主动探寻一条新路

,

为发展经济
、

振兴科技和培

育人才作出新贡献
。

普通物理学不是为了培养物理学家
,
而

是为了培养能适应科技迅速发展
,

并能把物理知识运用到有

关科技领域的科技人才而进行的物理学教学
 

多年来
,

从普

通物理学与应用技术相结合的教学与技术实践中
,

我深刻领

会到Κ 物理学教育工作者也应跃身于应用技术的实践中去
,

才能深刻体验到物理学原理对近代科技发展的巨 大 推 进 作

用
 

接受新技术信息的反馈
, 使 自身的知识得到充实和更新

 

在科学与知识的长河中
, 增强了改造自然

、

服务于社会和人类

的信心
 

∗
 

物理学家对近代应用技术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 & , + , 年以来
,

我除了担任医 学院的物理学及其边缘学

科的教学工作外
,

有机会在放射学领域从事大型 Τ 射线诊断

与治疗设备及 Τ 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 ∃2 9 %技术工作
 

< 9

的产生和发展 ,

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新的一项重大突破和

成就
,

为医学诊断领域开辟了一项非凡的放射诊断方 法
, 也为

工业材料探伤开创了新路
 

对 < 9 技术作过 杰出贡献的豪

恩斯菲尔德 ∃Υ ; / ς Ω 8 萝 Ξ ; Η Μ 3ς 78 ∀/ %博士
, 就是一位博学 多

才
、

勇攀技术高峰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学家
。

< 9 技术 的发展

凝聚了物理学
、

数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精华
,
为放射学家

、

物理学家
、

工程学家及有关医学 专家们指明了一条科学理论

与应用技术相结合的新路
 

二十多年来
, 因 < 9 技术的诞生

和发展对社会经济及人类健康造福所做的贡献是 无 法 估 量

的
 

国内也有不少物理学工作者正在从事放射学与 < 9 技

术工作 , 为我国医学工程技术及新型医疗器械的 迅速发展付

, 口, 、、‘ , 、 , 翻‘、口翔、、日叭 ”邻爪

振宁下 围棋
 

平时狄拉克经常在其办公室的椅子 上沉

思默想
,

间或起来在黑板上作些计算
 

但在研讨会上
,

狄拉克却是必到而只听不发言 −
“则因为他实在对许

多物理发展没有兴趣
,

例如 & ∋ , , 年他私下问玻尔 ∃= 

Ε ; Ψ Ω
%
—莫特尔森 ∃Ε

 

0
 

6 ; Λ Λ 8 ∀3 ; Μ
% 原子核模型

理论是什么
, &∋ , , 一 &∋ ϑ夕年时他间光子泵 作 用 是 什

么 − 一则他身坐在听讲
,

很可能实在作他自己的思索

也
 ” & ∋ , ) 年后

,

吴大酞先生再也没有见过狄拉克
,

直

至狄拉克逝世
。

出诚实 均劳动
,

产生积极的影响
 

.
 

物理学教育工作者深人技术实践丰富了 自身的思维能

力和实践技巧

物理学教育工作者深入技术实 践
,

面临复杂 多变的技术

课题 , 扩展了 自身的知识领域
,

丰富了应用物理学原理分析
、

判断和解决技术难题 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巧
 

在新技术
、

新

知识不断涌现的洪流中增强了踏实感
 

当我们经历这段实践

后
,

再重上传授物理知识的讲堂时
,

教学内容丰富了
 

物理学

原理 的阐述更准确
、

通俗易懂了
 

课堂语言也会生动 逼真
,
具

有较好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

配合生动
、

形象
、

科学的教学手

段
, 学生的思维活动必将处于活跃状态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
、

科学态度及独立思考解决具体间题的创造能力
。

当他们走上服务于各自专业的工作岗位时
,

对科技发展和经

济建设的贡献可望是积极而有效的
 

#
 

普通物理学的教材建设应予调整与充实

普通物理学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建设也应随科技
、

经济及

各层次教育的发展予以调整与充实
 

由于传统 的教学恩想沿

袭已久
, 有时很难克服物理学 教材建设 中的某些弊端

,

往往因

强调物理学体系的完整
,

造成教材内容与中学物理有过多的

重复 , 不同程度上匆略 了与
 

近代技术应 用的结合
,

一方面要

肯定物理学原理对近代科技发展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也要看

到普通物理学教学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还有其局限 性 和 不

的足
 

我认为Κ 普通物理学教材的建设可分为基础篇和应用

篇两部分为 妥
 

墓础篇主要阐述物理学基 本原理
,

经典部分不

要与中学物理重复过多 , 近代物理 学原理应予以充实和加强
 

在注重科学性的前提下
, 处理方法力求深人浅 出

, 定性分析为

主
,

定量分析为辅
 

应用篇则结 合各专业 的特点 , 介绍一些应

用物理学原理去认识和掌握新技术 革命 中涌现的典型技术方

法和设备
 

&夕+ , 年 , 我们安徽和江苏六所医学院校联合编写

了一本“医用物理学Ζ∃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 就是本着这一

精神尝试编写的
 

应用篇结合各编者的 特长
, 编进了超声诊

断仪
、

生物 医学换能器
、

电子显微镜
、

Τ 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

技术
、

核磁共振的 医学应用等十一个与医学工程技术应用密

切结合的专题
。

对医学生认识和掌握现代物理诊断技术
,
正

确使用现代医疗仪器和设备有一定指导作用
。

对临床医生为

适应医疗设备迅速现代化的新形势
, 渴求于新技术折知识的

充实和更新也有参考价值
 

ϑ
 

结语

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 加强物理教学与应 用技术的密

切联系 ,
是强化教师队伍自身

, 更是强化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
 

处理得当
, 对新技术革命

、

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 必

将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

出版消息
本刊 &∋ ∋ . 年增刊即将出版

,

每册定价 ,元 , 主要内容Κ 现

代物理学与应用技术
 

欢迎预订
,

汇狱至北京 ∋ 比 信 箱秋埔

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