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之作半个世纪的科学生�

氰记吴健雄
、

袁家辐教授
不马 立出 ,

编者按 �

许 多脑骋在物理世界的著名 大师们
,

为本刊撰 写 了颇有影响

的上乘之作
,

给《现代物理知识》注 入 了生机与活力
,

使我们在期

刊如林的竞争时代能生存
、

能 发展
 

除 了感激
,

我们还要顽 强拼

搏
,

还要励精 图治
,

还要 更上一层楼
 

汇集 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作品 的《名人之作》栏 目
,

今 日 同大 家

见面 了
 

本期刊登的 文章有 � 《治 学经验及 成材之道!!∀ 吴健雄 !
、

《半

个世 纪的科学生 涯
—

记吴健雄
、

哀家骏教授》∀冯端 !
、

《实践得真

知
、

长 才干》 ∀施士元 !
 

由冯端先生撰写的文章
,

系南京 大学出

版一书的前言
,

特由该书主编之一 的陆块先生寄来
,

要求在本刊

发表
 

这篇大作
,

既对后 辈有所启迪
,
又对两位物理 学家的个人素

质进行生动描述
,

相 信会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很有作用
,

特 予发表
 

昊健雄教授与袁家溜教授都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

家
 

他们对于物理学所作的重大贡献
,

业已成为全人类

的共同财富
,

更值得炎黄子孙为之感到自豪和骄傲
 

他

们夫妇都是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
,

吴健雄教授还是南

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友
 

# ∃ ∃ % 年是值得纪

念的一年
,
因为他们伉俪俩双双同登八十大寿

,

也是南

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
 

这两位卓越的实验物理学家灼

文集
&
问世

,

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件大事
 

在这本书里
,

记录了这两位实验物理学大师在科学园地辛勤耕耘半

个世纪的主要收获 ∋ 向读者展示了有关他们科学生涯

的第一手资料 ∋ 也使读者能够读到二十世纪物理学中

激动人心的光辉篇章
 

我们还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能

认识到第一流实验物理学家所具备的难能 可 贵 的 素

质 � 对于物理学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洞察力
,

从而

设计出精巧的实验使大自然俯首贴耳
,

泄露它的天机 ∋

又能巧于动手
、

敏于实践
,

将头 脑中蓝图变为实验室中

的设备装置 ∋ 又能与合作者融洽相处
,

最大限度地调动

他们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积极性 ∋更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

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和困难
,

决不半途而废 ∋再

加上以谨严的治学态度来对待每一项实验结果
,
使之

颠扑不破
,

经得起多方面的考验
 

我们也 希 望 读 者

能够通过这本书体会科学家的甘苦 � 成果来之不易
,

和

有所发现的喜悦和欣慰 ∋一句话
,

透过科学论文看到后

面站着的人
 

笔者有幸认识这两位杰出的科学家
,

始 于 # ∃ ( )

年
,

正值他们访问南京大学之际
,
那时昊健雄教授谦虚

地声称向母校汇报她去美国求学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情况而作了即席发言
,

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

并受到启

迪和教益
 

她首先谈到去 ∗+ ,−
+ .+ / 加州大学求学的动机之

一是感到自己英文底子不够好
,

那里正好没有中国留

学生
,

可以鞭策自己锻炼英语
 

她在加州大学读研究

生课程时
,

勤奋好学
,

又得到名师指点
, 01 2 , +

教授
、

1 3 3 + 4 5 。�6 亡,

教授都教过她的课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
,

就获得了奖学金
 

她很怀念当时的系主任 ∗�
,

2+ 教授

对她的关怀和器重
 

她博士论文的导师就是发明迥旋

加速器的鼎鼎有名的 7 8 9 , 1 4 1 +

教授
 

她遂成为在迥

旋加速器上工作的第一位女科学家
。

当时加州夏季炎热
,
实验室尚无空调

,
由于她的在

场
,

才使男同事虽然汗流侠背
,

仍不好意思赤膊上阵来

工作
 

78 9 ,+ 4:
+
实验室提供了从事核物理实验的优良

工作条件
 

但是 7 1 9 ,+ 4:
“
本人是个大佗人

,

他的论

文指导仅仅是托人带来了一个口信给她
, “

告诉吴 女

士
,

她的论文题目是韧致辐射” ,
下面的事情就全靠她

自己了
 

有关实验技术上的问题
,

她求教于她的美国

同学
,

特别是 ; 1 < 1 , =
9 �.0

。 。
∀后来曾任费米国家实验

室主任!
,

牧区出身
,
动手能力极强

,
给她不少帮助

 

于

系指冯端
、

陆谈主编的
《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

—
吴健

雄
、

袁家骆文集
, , 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实验室工作得以进行了
,

但用来解决什么物理问题
,

心中依然无数
 

幸好有名的物理学家凡
,

6� 来参观访

问她的实验室
,

就和她谈他自己提出的韧致辐射的理

论
 

她恍然大悟
,

使她明确了论文的目标
,
就在于检验

> + ,

6� 的韧致辐射的理论
,

终于完成了一篇高质量的

博士论文
 

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
,

她留在 78 9 , + 1 : +

实

验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
她成为最早参加

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 ? 8

45 8= ‘� 4

计划的女科学家和

中国科学家
 

吴健雄教授是实验物理学家
,

但最感兴

趣的是用实验方法来解决基本的物理问题
 

她对理论

物理有很好的素养
,

乐意于和理论物理学家交往
 

她

和 3 8 ≅ . � 的交情很好
,

也熟识 1 3 3 + 4 5 + �6 + , , > + , 6 �,

>+ / 4 6 1 4
和 ? � ,0 5 1 − 等人

 

她喜欢和理论物理学者一

起进餐
,

便于讨论物理问题
 

她进行检验宇称是否守

恒的实验
,

就是和李政道博士
、

杨振宁博士讨论的结

果
 

由于这项实验需要在极低温条件下进行
,
哥 伦比

亚大学无此条件
,

就得到华盛顿美国标准局的实验室

进行
 

在 # ∃ Α Β 年严冬
,
她经常跋涉于纽约与华盛顿之

间
,

有时深夜马路上空无一人
,

她却乐此而不疲
 

她是

一个好的学术带头人
,

能感召她的合作者共同效力
,

例

如
,

在实验中需要一种顺磁盐晶体
,

就是由她的女学生

周末在家庭厨灶上培养出来的
 

在检验宇称不守恒的

实验取得初步结果之后
,
尚未发表

,

她告诉了李政道博

士
,
李政道博士非常兴奋

,

就将这一信息传了出去
 

她

感到惶惑不安
,

十几天没有睡好觉
 

因为对这一新结

果是否可靠她尚无十分把握
 

如果站不住脚的话
,

岂

不贻笑大方
 

她反复考虑并设计方案来否定这一结果
 

只有当所有否定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以后
,
她才放心

地发表她的结果
 

接着袁家骆教授也描述了他在美国所进行的科学

研究工作的概况
 

他是一位精于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
 

他于 # , 略( 年到 Χ , �4:
。比 4

大学
,

从事宇宙线中的中子

来源的研究
 

当时科学界都认为宇宙线中的中子是来

自宇宙空间
,

其根据在于探空气球的实验数据表明上

升到 Δ 万米的高空
,

中子密度还在上升
 

但当时已经

知道中子的寿命只有半小时左右
 

这样就产生了严重

的矛盾
 

他和 7 � Ε 1

4<
≅ , 2 教授审查了探空的实验结

果
,

认为其中可能有误
 

因为高空大气稀薄
,

深测器和

高压电源相连
,

在低气压下会产生火花放电
,

造成中子

信号的假象
 

他们就将中子探测器和高压装置全部充

气密封起来
,

避免火花放电
 

用汽球及飞机进行探空

研究
,

发现升至 . 万 Α 千米
,

中子密度达到峰值 ∋ 再升

至 Δ 万米
,

就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这项实验工作确

证了宇宙线中的中子是在地球的大气层中产生的
,
从

而纠正了中子来自宇宙空间的错误说法
 

这项实验持

续三年之久
 

结束后他就去 ∗,
。“ − ..8

Φ + 4
国家实验室

,

参与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 Γ 。“6 。 ‘, 1 4
∀宇宙

加速器 !的筹建工作
 

从此投身于加速器物理和粒子物

理的研究
 

他对加速器技术和粒子探测器技术都作出

重大贡献
 

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他所参加的许多大型

加速器的研制工作
 

但他也没有忽视物理的工作
,

还

抓住时机进行了不少粒子物理领域内开创性的 工 作
,

如共振子的发现
,

穿越辐射性质的测定等
 

非常遗憾

的是
,

当时对于他们的谈话未做记录
,
以上所述全凭个

人回忆所及
,

免不了有些走样乃至于歪曲
,

零零星星
,

吉光片羽
,

隐约可见他们成长的历程
、

科学上的抱负
、

执着的追求
、

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非常关心祖国科技教育事

业
,

多次回国访问讲学
 

对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合

肥同步辐射加速器
、

台湾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大型物理

实验设备也关怀倍至
,

提出不少建议
,
乃至于参与筹建

工作
 

在中国物理学会设置了吴健雄奖
,
奖励有突出

贡献的青年实验物理学工作者
 

也在南京大学等佼设

置了吴健雄奖学金
 

吴健雄教授和袁家聊教授均将他们半个世纪的生

涯奉献给了崇高的科学事业
,

道德文章
,

堪为当代青年

人效法的楷模
 

我们热切地盼望这本书能引起青年人

的共鸣
,

并引导青年人喜爱科学
,

有志于科学事业
,

甚

至献身于科学事业
 

本文集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为用原姑

论文或部分评述性论文所反映的两位科学家对物理学

所作的贡献
 

由于他们的工作精深微妙而又面广量大
,

但篇幅有限
,

很可能有许多重要工作未能列入
,

或虽己

列入
,

尚嫌反映得不够充分
 

遗珠之憾
,
在所难免

 

这一部分主要供专业物理学工作者阅 读
 

第 二 部 分

为吴健雄教授撰写的有关月
一
衰变研究和发现宇称 不

守恒的历史概述
 

她以当事人的身份
,

娓娓道来
,
深入

浅出
,

将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的前因后果
,

阐述得清清楚

楚
,

又穿插以许多轶闻
、

故事
,

引人人胜
,

谅能收到雅俗

共赏的效果
 

我们在阅读某些原始科学文献时
,

虽能

理解其科学意义
,

但对如何取得这些成果
,

却茫然不得

其解
,
往往令人产生

“
鸳鸯绣出从君看

,

不把金针度与

人
”
的感叹

 

这几篇文章正是起了
“

金针度人
”
的作用 �

对专业工作者有所启迪
,

指明了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也

会被关心科学史的人士视为宝库 ∋ 更是对广大读者进

行科学教育的良好素材
,

使他们从内部了解科学研究

的奥秘
,

产生了亲临其境的参与意识
,

从而培养他们对

科学的浓厚兴趣
 

第三部分为吴健雄教授对于科学研

究
、

教育
、

中国科技问题
、

妇女问题等方面所作的讲演
,

其中有些是首次公之于世
 

这些讲演反映她对科学
、

教

育和社会问题的重视
 

她的真挚呼吁和许多精辟的见

解
,
当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响应和共鸣

 

文集所选的照

片主要用以反映他们科学生涯跋涉的足迹
,

其中大部

分是首次公开发表
 

还有附录
,

收集了一些有名科学

家对他们的评价
,

以及有关的传记资料与科学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