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树声

冯端教授

是我国著名的

物理学家
,

中

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
�

� ,  ‘年

毕业子中央大

学
�

留校任教

, 位物理学家的足迹
一 一记冯端教授

以来
,

在教学和科研中辛勤地耕耘

了  ! 多个春秋
,

取得了丰硕 的 成

果
,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冯端教授年青时未能有机会出

国深造
,

乃是在国内条件下成长起

来的一位学者
,
但他勤奋好学

、

刻苦

钻研 , 边教学
、

边科研
,

不断思考和

探索
,

最终成为通晓英
、

德
、

俄
、

法四

国语言
,
知识渊博

、

基础雄厚
,

特别

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内是成绩卓著的

著名科学家
�

冯端教授在南京大 学 执 教 的
∀ 。爹年中

,

几乎教遍了物理学的各

个分支
,

从基础课到专业课
,

从实验

课到理论课
�

他治学严谨
,

授课时

立论高
,

并能融会贯通
、

深人浅出
�

他平易近人
、

诲人不倦
,

颇有长者风

范
,

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

他强调

对所讲授的内容必须理解透彻
,

认

为教学工作是一种很好 的 学 习 过

程
�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

不仅打

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

也掌握了形象

化的物理思维方法
,

通晓了学科的

内部结构及其与外界的联系
�

所有

这一切都对他以后的科研工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在大量的教学和科

研的基础上
,

他主持撰写了一系列

有关材料物理学的专著
�

例如 # ∃!

一 %! 年代出版的
“

金属物理”上
、

下

册
,
以及 &! 年代又结合学科的新发

展和本人科研工作的体会进行了彻

底的改写
,

其中第一卷结构与缺陷
,

第二卷相变
,
巳于近年来先后问世

�

这些著作将固体物理与材料科学有

机地联系起来
,
无论在体系的建立

、

内容的取舍和处理的方法上
,

都具

有独创性
,

成为国际上第一部这一

类型的专著
,
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

好评
。

冯端教授在科研工作中思维敏

捷
、

高瞻远瞩
,

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

领域里不断探索
�

他在凝聚态物理

学方面造诣很深
,
尤其在开拓和发

展晶体缺陷研究中作出 了卓越的贡

献
�

∃! 年代初期
,

针对我国国防工

业的需要
,

结合我国丰产元 素 钨
、

钥
、

妮
、

担
,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

带

领一批年青人大胆地闯入了高温难

熔金属材料的基础理论研究 领 域
�

创业是艰难的
,
既有物质上的困难

,

又有人为的理论和应用矛盾所造成

的压力
�

但他锲而不舍
,

创造性地

发展了光学浸蚀的方法
,

终于取得

了出色的成绩
,

使我国矗体缺陷的

研究跻身弓气鹜际先进行列
�

冯端教授是有强烈事业心的科

学家
�

十年内乱中他虽身处逆境
,

但他想的是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没有

科学
�

一个开展非线性光学晶体和

激光晶体的缺陷研究计划已在他脑

海里形成
�

而缺陷的研究还要寻根

问底
,

上朔到它在晶体生长和结构

相变的过程中的作用及 其 形 成 机

制
,

要追踪镊迹
,

探索其物理效应
�

这样
,
他又率领一批青年科技人员

踏上了新的征途
,

并在短期内取得

了一批科研成果
�

他预言了一种人

为控制的周期性结构晶体具有优异

的功能
�

在他的启迪下
,

一种新型

晶体材料—
聚片多畴泥酸锉晶体

制备成功了
,
实验证明它具有明显

的倍频增强效应
,

而且在声
、

光方面

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

这样
,
又开辟了

人工控制微结构的新型材料的研究

领域
、

由于 ∋! 多年来他与合作者

对晶体缺陷的系统研究
, ‘, & ∋ 年 �!

月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
�

他本

人也于 � , & % 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 院

学部委员
。

由于冯端教授的卓著成就
,

他

在国内外的名望与日俱增
,

也为南

京大学争得了荣誉
�

教育部于( , & !

年批准我校成立固体物理研 究 所
,

任命他为所长
�

� , &  年国家教委

推荐
,

经国家计委批准
,

在南大固体

物理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重

点实验室—
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

物理实验室
,

又委之以实验室兼学

术委员会主任的重任
�

这是全国高

校中首批对外开放的实验室 之 一
。

在冯端教授的领导下
,

提出了
“
边建

设
、

边研究
、

边开脚
,

的方针
,

大大改

善了实验条件
,

明确了科学研究的

主攻方向 # 从原子
、

分子水平上研

究不同层次
、

不同类型的微结构的

组态
、

分布
、

相互作用及形成和转变

的规律
,

阐明其对各种物理性能的

影响
�

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设计
,

并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工艺手段
,

’

人

工地制备具有预定微结构和优异性

能的新型材料
�

通过四年多的开放
,

吸引了众多的国内优秀人才
、

,

加强

了国际合作和交流
。

在缺陷物理
、

相变物理
、

固体能谱
、

新型功能材料

等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

的研究成果
�

自 � ) &‘年以来
,

共发

表了 ∃ !! 多篇学术论文
,

其中大部

分发表在国际和国内的 核 心 杂 志

上
�

国家级和部省级以上的获奖课

题共 �! 项
,

并在 � , ) ! 年内的两次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名列 前 茅
�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冯端教授的高磨

远瞩
、

勇于开拓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

冯端教授十分重视对中青年知

识分子的培养
,

也十分尊重中青年

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见

解
�

他说过 # “

科技的发展是青出

于兰而胜于兰
,

这是客观规律
�

当

老师的责任是培养好年轻人
,
鼓励

他们超过自己
�

如果老师带出来的

研究生比自己差
,

社会的发展和科

学的兴旺是不可能实现的
� ”

在他



美国高能物理项目正处于重大

变迁的阵痛之中
,

随着超导超级对

撞机实验室 ∗+ +, − .的建造获得批

准
,

一连串事务接踵而至
,

我国的高

能物理领域将受到它的巨大 冲 击
�

这一重大的创举
,

将为延伸能量范

围提供史无前例的崭新机会
,

使我

们得以探索这一新的能量范围并有

希望对当今高能物理的一些关键问

题提供回答
。

然而
,

就象任何一项重

大变革一样
,

总伴随着一些新的重

大的挑战和要求
�

这些挑战和要求

便是本文的焦点
�

我谨告诉读者
,

本

文所述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

未必

反映高能物理顾问团 ∗/ 0 12 1 .的

审议结果或美国基金机构的政策
�

� ) ) ! 年 ) 月 / 0 3 2 3 的会议

上
,

我就我们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谈了一些想法和打算
,

现详述如下
�

一
、

按时建成 ++ 4

超导超级对挂机 ∗++ , .
,

是美

国所承担的最大的独一无二的纯粹

基础研究建设项目
�

它的规 模 之

大
,

使得我们必须在建设程序上做

重大改变
,

才有可能保证它的圆满

成功
�

因此
,

将 ++ , − 与以前最大

的建设项目
,
如曾是新

“

绿洲”实验

室的费米实验室
,
对规模和特征上

的本质区别做个比较
,
可能是有益

的
。

当初建设费米实验室耗 资 ∋
�

,

亿美元—
那个年代的钱

�

把增添

的和改进的设施的费用 都 算 在 一

起
,

大约是那个总投资的两倍
�

公

认能源部 ∗5 6 0 . 批准 ++4 − 的费

用是 &∋ 亿美元
�

显然此数不是直
、庵 、 , 忘‘、庵、 、� 决、 � 、、厄龟 写侧协、庵、、脸 ‘毛肠几、油几 、活么、、、 写、、侧 � 协

的培养下
,

现在 已建成一支作风好
、

能力强的科研梯队
。

冯端教授是能人又是忙人
,

除

教学
、

科研
、

指导研究生外
,
他在学

术界身兼多职
,
为发展我国的科学

事业奔走
、

操劳
,

有时一年中外出参

加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的时间甚至

超过半年
�

“ 岁的冯端教授
,

他不

慕名利
,

不计个人得失
,
仍不辞劳苦

地在广阔的科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

着
。

接类比得来的
�

因为 ++ , 对撞机是

在费米实验室  ! 6 7 6 8 加 速 器 建

成后约 9! 年才将宪工
,

届时
“

科学”

美元的购买力将贬值多少
,

是个值

得适当议论的话题
。

按 日用品价格

估算
,

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增长率

肯定不少于 呼倍
,
大概不至于超过

& 倍
�

此外
,

现在的这种计算方法与

过去的相比略有不同
�

现在估计的

++ 4 − 的总投资包括这样一些费用
,

例如探测器的费用和一些研究与发

展方面的费用
,
而当年费米实验室

公布的费用里
,

并不包括这些
�

因

此我猜想
,

++ ,− 的费用比当初费

米实验室的投资的实值 ∗即计贬值

率.
,

可能会超过  土 ( 倍
�

在规模和技术方面
,

现有的能

力有哪些需要提高: 费米实验室的

呼!! 7 6 8 这一令人满意的能量
,

超

过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 − .的

2 7 + 加速器或西欧中心∗, 0 = < .的

1 + 对撞机的 �9 倍
�

而 ++ 4 将超

过实际能量为 � > 6 8 的 > 48 ?≅ ≅6 Α

加速器的 ∋! 倍
�

++ , 虽比当初费

米实验室的加速器复杂得多
,
但应

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 提 高
。

因为在过去的 ∋! 年中
,
在束流动力

学
、

仪器的有效使用以及应用高能

加速器和对撞机的一般经验 方 面
,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

因此
,

我认

为
,

从规模
、

复杂性
,

乃至费用∗在介

人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毕竟也显

著增长.的角度看
,

++ , − 不会出现

根本背离我们以往的经验的 现 象
。

然而
,

有些因素的存在
,

今非昔比
,

可能会影响 ++ , − 的发展和美国高

能物理的进步
�

最重要的因素可 能 是 ++ , 探

测器组的庞大规模及其复杂性
�

按

通常的设想
,

++ , 探测器组实际上

将成为一个实验室中的实验 室 群
�

对它们及其领导者的选择
,

有关它

们的设计
、

建设和管理的旧程序
,

以

及探测器的旧式样
,

都不再适用
�

必

须另找新路
�

我觉得建设和管理间

题尤其难
,
因为对 ++ , − 来说

,

即使

Β
�

件。�4Χ4ΔΧ∗著.

·

江向东∗译.
·

黄涛∗校.

在管理上的事也非 同小可
,

至少有

个时期会缺乏这方面的专长
。

另一个重大改变是 ΕΕ , − 对工

业的紧密依赖关系
�

费米实验室的

磁体∗主环和 > 6 ?≅ Φ 加逮器两部

分. 是在实验室内部自行建 造 的
,

+− 2, 调速管的大部也是该实验室

自建的
�

然而
,

++ 4 − 的磁休
,
将完

全靠外界提供
,

其结果可能导致费

用超额和完工日期的后移
。

而且
,

这种新做法使得该实验室需要一个

较为庞大的管理机构
�

政府机构增加的监督是另一个

重大的新发展
�

我们已从过去的三

十年看到
,

要求的报告的总数
、

评审

的次数和有关实验室计划的批准系

统的复杂性
,

都稳固增长
�

这种增

长
,

若任其继续下去
,
必将使头验室

� 作者系美国能源部高能物理顾间团主扁

�
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