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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经有不少人问过我  你为什么喜欢物理这一门

学科
,
为什么把它作为自己将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

我的回答很简单  因为它美
,

所以我喜欢它
!

不少人

险上露出茫然的神色  物理学美∀ 它美在何处呢 ∀

我同一般学生一样
,

是从初二开始学习物理的
!

那

时的我
,

对物理这一门学科没有更多的了解
,

所以也没

在这方面显示 出过多的兴趣
!

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物

理竞赛
,

我并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

也没作任何准备
,

还是我们物理老师拉我去参加考试的
,

我无心于此
,

并

且第一个交了卷
,

事后我竟意外地得知  得了全校第

一名
!

此后
,
物理这门学科就引起了我专门的注意

!

当

然
,

要说我真正喜欢上它
,

还是在高中时期
!

那时侯
,

展开在我面前的物理世界更加广阔起来
!

随着学习的

一步步深入
,

随着我对物理概念
、

物理本质的由浅人深

的理解
,

我发现我已经钻了进去
,

并且被深深地吸引

住了
!

我已不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传授给我的那些知

识
,

渴望知道得更多
、

更广
、

更深
!

到高一末
,

我自学完

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

于是
,

我的眼光开始搜寻课堂以外

的东西
!

在图书馆
,

在阅览室
,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我所

需要的知识
,

我翻出压了二
、

三十年的我父亲的大学教

材
,

视之为珍宝
,

一页一页地细细品读
!

一页一页绚丽

多采的物理图景在我面前展现开来
,

面对这雄伟壮阔

的物理学大厦
,

我感到一种全身心的震颤
!

几句简明

扼要的牛顿运动定律竟然描述尽了我们周围世界的物

质运动 #经典范围内的机械论∃
,

一组优美的麦克斯韦

方程概括了那千变万化
、

丰富多采的电磁现象
,

而当随

着我的视野的进一步的延伸  小到分子
、

原子
、

基本粒

子 ⋯⋯
,

大到星体
、

星系
,
以至整个宇宙⋯⋯

,

无不受着

物理规律的制约
!

在这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
,

其

实只有几个曲指可数的基本自然规律在起作用
,

多么

明了
,

多么简洁
,

这就是我为之倾倒的自然美学
!

高中三年直到现在
,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爱物理这

门学科了
,

这绝对不悬一时的心血来潮
,

而是一个在自

然美学的潜移默化下
,

把自己的全身心投人到其中的

过程
!

我崇拜牛姗
,

麦克斯韦
,
爱因斯坦—所有那些

为揭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作出贡献

的人们
,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自然美学家
!

我热爱物理
,

因为它是自然的美学
!

理心 毖, 月 , 魂书召! 招, 召! 召! , 分

对太阳活动的种种现象进行尽可能全面的 监 视 和 观

测
,

以取得尽可能全面的实测资料
!

�
!

随时间变化的全部过程
!

这就要求观测必须有

足够长的持续时间
,

而这种时变过程各有长短
!

黑子

演化过程一般为几天到十几天的时间
,

而一个活动区

的演化过程则有几十天到上百天的时间
!

一个耀斑爆

发的过程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

而耀斑被突然触发

而闪亮的过程#称为
“
闪光相” ,

这是耀斑爆发过程中一

个最重要的特殊阶段 ∃ 则只有 � 分钟的量级
!

此外还

有其他种种时标更短的活动变化过程
!

�
!

在时间演化过程中的细节变化状况
!

这要求观

测必须具有足够高的时间分辨率
!

目前国内外 观 测

的时间分辨率最高的可以达到几十毫 秒 甚 至 % 毫 秒

# �。一
,

秒∃的量级
!

&
!

空间结构的变化
!

这要求观测必须具有足够高

的空间分辨率
,

目前的观测水平已达到 �” 甚至 更高

的水平
!

∋
!

频谱或能谱的特征
!

这要求观测应具有足够宽

的须谱#所有各种波长的能量辐射 ∃和能谱 #各种能量

的位子辐射∃跨度
!

(
!

能谱和频谱的细节变化
!

这要求观测应具有足

够高的能谱和频谱分辨率
!

‘
!

观测所涉及的范围还应具有足够广阔的空间跨

度
,

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观测从太阳表面到行星际空间
、

直到地球表面的各种相关的变化过程
!

总之
,

对太阳活动现象的观测应尽可能多波段
、

多

能段
,

以 足够高的空间
、

时间和频谱#能谱∃分辨率
,

天

地空的立体
、

同时的观测
,

才能取得尽可能
“
全面”的观

测资料
!

显然
,

这样的观测决非易事
,

决不是由少数仪

器
、

少数单位所能做到的
!

必须发动地面的和空间的

各种观测仪器
、

观测手段
,
进行区域性的

、

全国性的
、

甚至全球性的全面协同观测
!

而这样的观测就是所谓
“
峰年联合观测,’!

第 �) 和 �� 周两次极大年期间
,

国际上曾分别组

织过
“
国际地球物理甲

,

#∗+ ,∃ 和
“
太阳极大年 #− . , ∃

, ,

的世界联合观测
,

取得了大量极有价值的观测资料和

丰硕的研究成果
!

在本次第 �� 周峰年来临之前
,

世界各国的太阳物

理学家也早已准备了种种峰年的联合观测研究 计 划
!

如美国
、

欧洲
、

日本
、

巴西等也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研

究规划
!

国际性的则有
“
/%

0 1 2

一�� #耀斑一�� 周 ∃’’的

规划
,

我国也参加了这一全球性的协作
!

�� 周峰年的动向究竟怎样
,

人们正拭目以待
!

然

而不管太阳本身的活动状况如何
,

人们对于太阳活动
,

特别是对峰年活动的探索和研究
,

必将越来越深入
,

对

于太阳的物理本质的认识
,

也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