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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裕先生是我 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

是 宇宙线及高能实验物理的莫基人之

一 他从研究生学习期间就开始进行核物理的研 究工作
,

时天然放射性同位素

的 ∋ 能谱进行精密侧量
,

并用云室进一 步确定 产 子和原子核 没有强作用
!

还在

产子吸收研究中确证 产介原子的存在
,

从而开创 了关 于 拌 介原子 的研究
,

导致

利用重氮的 产介原子产生轻核反应的研 究
,

以探索释放氢核能的可 能途径
!

这

在国际上被称为
“

张原子
” 、 “

张辐射
” !

他曾系统研 究大 气贯穿簇射 (
。

拉子
!

在苏期 间
,

研究中子照射丙烷 气泡室产生 的粒子及其衰变性质
,

特别在 ( 。

超子

和核 子散射方 面作 出了一定贡献
!

他与肖健先生共 同领导建造 了 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 大云 室组
,

培养 了一代宇宙线研究者
,

作 出 了有意义的物理工作
!

他是

中科院 高能物理所第一任所长
,

为中国高能加速 器和高能物理的研究作 出 了历

史性贡 献
。

丁林恺 研究员根据张文裕 先生 ) ∗ +, 年 −一 , 月口述
,

整理此篇题为《关于

选著及有关 的回忆》的文章
,

最先在叶铭 汉先生主编 的《张文裕论文选集》上发

表
。

这次发表时
,

了林恺先生作 了个别 文字上的改动
!

本栏主特人 卢鹤拔先生

认为
& “

此文对物理学工作者 多有指导
,

对物理学本身 多有体会
,

当是后 学极 忍

阅读 的资料
” !

鉴于此
,

本刊从这一期开始
,

陆续转载张文裕先生回忆录
,

希望

广 大读者从中受到教益与启迪
。

毛主席在 “实践论” 中曾透彻地阐述了
“

理论来自

实践
,

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原理
!

前几年党中

央又进一步强调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这些

提法 也是对科学发展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 总 结
!

此

外
,

我们党又一贯倡导学习唯物辩证法
,
倡导认真严

肃
、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

所有这些对科学发展都有着

极重要的意义
!

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实践
!

由于历史的影响不

同
,
在西方学术界

,

一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

而在我

国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
!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

建制度
!

从隋朝初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

从世袭制到开

科取仕的科举制
,

在当时是个进步
,

但科举制的内容主

要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
,

至于人与
“
物” ,

人与
“
自然”的

关系
,

是极少研究的
!

科举制持续了一千二百多年
,

直

到清朝末年才结束
,

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

不是

几十年革命就能扫除的
!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 !

要研究“物
” ,

必需

变革
“
物” ,

并观测其变革后的反应
!

以这些反应的现

象作依据
,
经思维加工而推出结论

!

全部自然科学包

括物理学的内容
,
包括物理事实和由事实推出的规律

,

都是由科学实验得出来而不是由脑子臆造出来的
!

西

方科学界流行着这种看法 & 改理论迁就实验
,

是天经

地义
、

理所当然的 � 要否定一个实验
,
必须有新的

、

更

准确的实验结果
!

他们普遍承认科学实验是理论的源

泉
,

是自然科学的根本
,
也是工程技术的基础

!

反映在

教育上
,

培养学生也是从科学实验着手
,

把重点放在实

验上
,

非常重视实验课
,

不管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成为理

论家或实验家
!

据说这种教育方法在欧洲是由麦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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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第

一任主任4亲自奠定基础的
,

他非常强调要学生重复别

人的实验
。

像麦克斯韦这样的大理论家首先想到的仍

然是
“
物” ,

而不是
“
数,’. 数学符号 4!

我从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从事科学研究
!

但是对上

述西方科学界的看法
,
特别是对科学实验的重要性

,

是

5 年之后在普林斯顿 .6∀ 7# 8 2 9 8 #
4 工作时才开始认识

到的
!

到把这种 看法变成了习惯
,

恐怕还要经历几次

摔跤的实践经验
,

才能真正把握住
!

在这本选著里
,

主要汇集了我在燕京大学
、

剑桥大

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和普林斯顿大学亨利实验室这三个

地方的工作
!

这三个地方有一定的联系
,

在教学与科

研的风格上有类似的传统
!

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一

所典型的教会学校
,

以美国大学作为规范和模拟
!

美

国的大学在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又是跟普林斯顿

学的
!

普林斯顿被认为是美国物理学的中心
!

但是
,

普

林斯顿的传统
,
又是由卡文迪什来的

!

他们的共同特

点
,

是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

在物理学的教学和

研究中
,

特别强调科学实验
!

我将结合选著中涉及的工作
,

回忆我的一些经历
,

同时回顾一下我两次回国的不同感受 � 最后
,

谈谈我对

教学与科研的一些体会
!

一
、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
,
以美国式的大学作为

规范和模拟的一所大学
!

在物理学的教学中强 调 实

验
,
在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中以科学实验为主

!

这所大学有一定的实验设备
,

由一位教授负责实验课
,

配合若千位助教
,

具体讲解每一个实验的原理
、

要求和

作法
,

数据怎样收集
,

怎样作成一个实验报告
,

并看着

学生作实验
!

实验报告要经过助教签字
,

特别注意有

效数字的取舍和误差的处理
,

不合格的要退回修改.英

文叫
∀ 2 ‘: ∀ # % 8 9 “8 ∀ ∀ “/ ‘78 #

4
!

常常一个报告要退回修

改二
、

三次方被接受
!

分数不及格要补考
,

或者不给学

分
!

对炼一门学科.如光学
、

电磁学
、

力学
、

原子物理
、

核物理等4
,

基木上每星期有三小时授课.往往含有实

验演示4和半天相应的实验课
!

实验室还设有几台机

床
,

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去做一些零件
!

这些作法都与

美国的办法相同
,

只是程度和水平可能有些差异
!

这一段的研究工作
,

主要围绕科学实验的基本功

和工作态度的训练
,

物理问题的意义不是主要的
!

强

调练习难于驾驭的仪器
,

如迈克孙干涉仪
、

康普顿静电

仪等
,

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

研究生的题目
,

也多

由训练的角度挑选
!

凡是燕京出身的都比较清楚
,

物理系的教师们
,

如

谢玉铭
、

杨盖卿
、

孟昭英
、

褚圣麟
、

班威廉
、

安得逊等先

生
,
对系的建设

、

对学生的培养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对我个人来说
,

谢玉铭先生用的工夫最多
!

他实验很

灵
,

光学
、

近代物理都是他教的
!

我与谢玉铭教授是同

乡
,
接触比较多

!

没有他的关心
、

鼓励
,
恐怕不会有我

的今天
!

当然还有其他前辈
,

如叶企孙
、

吴有训
、

饶毓

泰
、

严济慈
、

杨石先
、

姜立夫
、

赵忠尧等先生
,

我经常回

忆起他们对我学业成长的关心和帮助
!

其中来往时间

最长
、

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算赵忠尧先生
!

我在一九三

; 年左右就认识他
!

到剑桥后我们经常通信
,

他给了

我许多鼓励和帮助
!

燕京的 另一个特点是坚持举办
, 2 < 7#∋ ∀. 讨论会4

,

每星期一次
,

每次一或二个人讲
,

接着讨论
,

共用半天
!

主要是由学生讲国际近况
,

有时报告自己的工作
!

当

时燕京讲课用英文
, =2 < 7# 8 ∀

也是用英文
。

这样一边

学物理
,

一边学英文
!

后来我到卡文迪什和普林斯顿
,

都有这种作法
。

二
、

英国剑桥大学

我是一九三四年考上第三届英国庚款到剑桥大学

留学的
!

一九三五年夏夭到剑桥
,

按规定为期三年
,

若

有必要可延长至四年
!

到剑桥后
,

我在该校的卡文迪什

./
。> 2 # ?7 =≅ 4 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

当时实验室主任

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 .Α! Β :9 ≅2 %8∀ ?4
,
也是我的

导师
!

他继承了他的三位前任麦克斯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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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并发扬光大
,
把卡文迪什实验室办成一个在世

界 断良有影响的近代物理研究基地
!

我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时
,

该实验室共有三个大组
!

第一个是埃里斯.Φ
!

Γ! Α3 37= 4组
,

利用铀和镭做的

。 、

月放射源进行天然放射性的研究
!

埃里斯本人是研

究月放射性的
,
这比 “ 放射性复杂

!

他发现从放射源出

来的户射线有线谱
,

也有连续谱
!

线谱是从核外出来

的.轨道电子吸收核内出来的 Η 并放出电子 4
,

连续谱

才是从核内出来的
!

泡利 .1
·

Α! 6∋
: 37 4 就是根据他

的工作
,

分析了三体衰变
,

提出了中微子假设
!

泡利对

埃里斯的工作很赞赏
,

说他应该得诺贝尔奖金
!

李国

鼎在剑桥就是跟埃里斯作 Ε 衰变的
!

第二个大组是考克饶夫 .∃! Γ! Φ 。 。
Ι/

∀ 8
%9 4 组

!

这

个组围绕一九三二年自造的= 8 8 Ι 2 >的 2 8 2 Ι 2 ∀ 。%9一 1 ∋ ϑ

39 8 #
倍加器作核物理工作

!

后来他们又委托荷兰 的

菲利浦 .6≅7 376
,

4 公司造了一台更大的 .能量为 )
·

Κ−

0 2 > 4
!

第三个大组由卢瑟福和奥利芬.0
!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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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等组成
,

人数不多
,

研究有关中子的问题
!

我一开始在埃里斯组工作
!

可以说埃里斯是我在

核物理和核技术方面的启蒙老师
!

名义上
,

我的导师

是卢瑟福
,

但真正的导师是他
!

我在这个组的工作
,

是

用 “ 粒子轰击轻元素如 (3
、

0 Ν 等
,

研究所形成的放射

性同位素的产额与 “ 粒子能量的关系
,

由此来研究原

子核的结构
!

当时对原子核的结构还不很清楚
!

卢瑟

福和玻尔 .Ο! Π Θ
≅∀ 4 有二十几年的师生和合作关系

,

提

出了原子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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