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
《

现代物理知识
》
杂志

,

那

许许多多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物理

领域的科学家大名映人你的 眼 帘
�

昊有训
、

严济慈
、

王淦昌
、

钱三强
、

赵

忠尧
、

张文裕
、

何泽慧
、

黄昆
、

谢希

德
、

林兰英
、

王承书
、

朱洪元
、

谢家

麟
·

⋯⋯ 人们也许要问 � 他们是怎

样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的� 去年的

金秋时节
,
正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

布拉姆齐
、

德默尔特和保罗共同荣

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
,

本刊编辑

部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四

位专家
、

教授心研究员关于
‘

使您成

为物理学家的原因是什么� ,

的答

卷
 

从这些言简意赅
、

语重心长的

答案中
,

我们找到了他们成功的原

因
,

从中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

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 对物

理这门学科感兴趣�

求真知
 

“中学时期我的 兴 趣

比较广泛
,
学习中的最大优点是

‘

求

真知
’  

物理学给我展示了广阔的

思考面和思维方法 的 启 示
,

我 对

这门学科的性质 感 兴 趣
 ” !田 明

捆∀

爱好
 “经回忆

,

我觉得首先是

在我克服学习数学中遇到的困难而

对数学发生了兴趣
,

从而导致爱好

自然科学
 

之后
,

在胡在渊老师的

教导下
,
使我对几何学努力钻研

,

在

这基础上引导到爱好光学
,

首先是

几何光学
 

在胡刚复老师的 指 导

下
,

使我对物理学的重要意义和作

用有较深的认识
,

从而把物理学作

为自己努力攻读的专业
 

我是物理

学教师
,

曾一度是科普宣传工作者
,

我对基本概念 比 较 重 视
 

”沈 德

滋∀

兴趣与擅长
 

著名物理学家黄

昆教授在他度过七十寿 辰 的 第 四

天
,

给我们寄来简洁答卷 � “

一是感

兴趣
,

二是还比较搜长
 ”

二
、

是出自对物理的孟要意义

和作用的认识而愿为之献身 �

有十二位物理学家表示 同意
 

王承瑞先生谈他的认识过程 � “上

了大学以后
,

特别是工作以后
,

才逐

步有些认识
 ”

许多人对千奇百怪的大 自 然
,

充满了神秘感
、

好奇心
 

但仅有这

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曹昌祺先

生所说 � “

好奇心是重要的
,

特别是

在初始时
,
但仅仅有好奇心很难形

成一个持久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对

物理学在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

中作用的认识
 

兴趣则是多种因素

的综合后果
 ”

无数的物理弟子
, “深信认识物

质运动科学规律是利用物质
,
搞经

济建设之本
,

愿为改变我国科学落

后面貌而奋斗终生” !杨立铭 ∀
 

一

代又一代物理学工作者
,

几经奋斗
,

几番拼搏
,

终于使原子蘑茹云腾空

飞起
,

宇宙火箭遨游太空
,

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一次对撞成功⋯⋯迎来

了我国新时期的科学春天 #

巍一�双使您成为驹理学家

十或李
、

不�笋声了
 !

不知那位先哲说过
,

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
!

有三名学者表示对物理

学感兴趣
,

有十名教授认为 ∀ 对大

自然有好奇心
!

王承瑞先生回答 ∀

“两者兼有
,

但自从学过初中物理以

后
,
对物理学的兴趣日渐增加

!
”

好奇
、

探求
!

“
对宇宙万物的结

构
,

各种现象的屋因和运动规律的

好奇
、

探求
!

每当一个习题
、

一种物

理现象得到解决就感到内心的愉快

和满足
!

,’# 徐克尊∃’’我虽然不自认

为是个
‘

学家
, ,

但我内心中充满了

对大自然的好奇
,

和对物理这门学

科的兴趣
! ” #戴贵亮∃去年唯一获

得中国物理学会首届吴有训奖的邝

宇平教授表示 ∀ “
对探讨自然规律

感兴趣
” , “

对物理学感兴趣,’!

对真理的追求
!

“
出自对真理

的追求
,

这里真理指物质运动规律

的普适性
,

及物质结构层次的不断

深化
,

是这真理的大海吸引着我永

无休止地追求
! ’,

#杨立铭 ∃

神往
!

一位不愿年四名的教授回

答 ∀ “
物理学是究明 #研究∃宇宙间

物质的基本规律的
,

我为之神往
,

不

自量力选择了这一艰难的道路
,

回

首看
,

并无所成
,

绝非物理学家
,

但

乐于此道
,

并不反悔
! ,

—
三十四名物理学家的回答

·

本刊编辑部
·



三
、

是家庭的启篆和诱导 �

除一名学者表示同意外
,

大多

数学者持否定态度
 

有的回答 � “我

的父辈没有做学问的
 

”
有 的 说 �

“不是主要的
 
”

本刊 这 一调 查结

果
,

对于那些急于求成
、

望子成龙的

家长
,

不知有无启发 � 当然
,

家庭的

启蒙和诱导
,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

的
,
但决非唯一奏效

 

四
、

是学校和教师的教育与培养�

除个别答卷外
,

绝大多数答案

持肯定态度
 

一些教授
、

研究员怀

着崇敬的心情
,

称赞他们的启蒙老

师
、

中学母校 �

“

首先是我有一位很好的 中学

物理教师
,

然后是对物理学感兴趣
,

最后认识到物理学的重要意义而愿

为之献身
 

”清华大学教授谢毓章∀

“是中学物理老师的培养 和 影

响
 

” !中科院高能所研 究 员胡 家

伟∀
“

中学老师的影响很大
 

叮中科

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张肇西 ∀
“
辅仁大学物理系的几位老师

,

如王普先生
、

褚圣麟先生以及几位

外籍教授对我的学习有很多启发
 ”

!山东大学教授王承瑞∀
“我的高中物理老师对物 理 定

律
、

原理的阐述十分重视
,
作业布置

并不多
 

我很适应这种教学方法
,

并为以后专业的选择打下了基 础
 

大学学习阶段数学老师张孝礼
、

蒲

葆民
,

物理老师苟渣泉给了我许多

启示和鼓励
,
使我终身难忘

 ”

!青

海医学院教授田明菠∀

吉林大学余瑞瑛教授情真意切

地向我们讲述他早年求学的感人经

历
,

怀念老师
、

怀念母校之情油然而

生 � “

首先是磺在江西师范念书时
,

物理老师经常问我们天为什么是蓝

色
,
太阳东升和西落是红色

,

而在中

午则是白色
 

星星在夏天为什么闪

闪发光而冬天则少闪闪!发光∀
 

还

有许多自然现象引导我对自然的好

奇
 

后又读中国科学!出版社的∀科

学名人传和吴有训师讲法拉第献身

十年才发现电磁感应定律
,

从而得

到现在发电机和马达的原理
,

使人

类由铁器时代进人电气时代
 

在英

国读博士论文
,

又常常听到发现原

子核和第一位 发 现 用 ∃ 射 线打

击原子核而使核分 裂的 % &∋ () ∃∗ +∃ ,

的故事
 

这是 % & ‘( ) ∃∗ + ∃ , 的老实

验员 − ∃ .& / 常常和我聊天时给我

深刻的印象
 

结果使人类将从电气

时代
,

将来会进人原子新时代
 

在

北威尔士大学 奥 恩 !+ 0 )

叮 教 授

又曾亲自对我讲 � 电子发现谱 1 

1 2 如 3 沁 4
由于自己存在主 观 的

原子结构的理论
,

所以拒绝 5 6+ 址

波尔的原子结构理论
,

可是 % 7∋ 从
∃ 8

∗+ ∃, 最重视年青人的创造性
, + 0 )9

教授建议 6 + ( ∃

去找 % 7 ∋ ( ) ∃ ∗+ ∃ ,
 

正

好这时 % + ∋五。∃ ∗+ ∃ : 的 。一 粒子的大

角散射
,
只有有原子核为中心

,

才

能得到解析
 

结果 6 + (∃ 的原子结

构
,

和 % 7 ∋五) ∃ ∗+ ∃ , 的核物理和核分

裂同时晨动世界
 

而 1 1 2 (+
;

+4

变成默默无闻
 

% 7∋ ()∃ ∗+ ∃, 另一个

最大优点就是重视年青人 的 开 创

性
,

所以在他手下
,

出现了七位诺贝

尔奖金获得者
 

还有居里夫人在发

现镭的过程中
,

穷苦得冬天只能在

薄被上压一块板凳御寒而度过寒冷

冬夜
 

这些故事使得我自中学以来

热爱物理
,

从来没有一秒钟闪念
,

后

悔学物理
 

六十年来
,

除了有旁的

事外
,

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五点半
,

一

直就追求隐藏在自然界的深处的真

理而从来不申请奖金
 

”

通过调查结果表明 � 学校教育

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因此
,
必须重视对公共教

育的投资
,

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事业
 

对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人民教

师
,
全社会都应该尊重他们

 

位物理学家是这样说的 � “
我在北

京三中读高一时!< => ? ∀
,

从该校的

图书馆借得一本英费尔德与爱因斯

坦合著的
《
物理学的进化》是通俗读

物
,

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
,
我要感

谢母校的图书馆
 ’,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阎沐霖教授 ∀
“
初中以后

,
开始

经常阅读开明青年丛书
,

以及一些

外国科普著作的中译本
,

扩大了知

识面
,
学到了在教科书中学不到的

知识
 

”王承瑞教授∀’’正逢向科学

进军
,

在原子能科学普 及 的 影 响

下
, ” 选择了物理学专业 !张 肇 西

研究员∀
 

曹昌祺教授认为他
“
兼受

科普书籍和关于人生观的小册子及

科学家传记的影响
 

”
中科院高能

所高级工程师力一在表中写道 � “喜

欢看
代

科学知识 》 、 《
知识就是力量

》 、

《
无线 电

》、 《
科学 画 报

》 、 《≅ 3 )∃ 卜

Α & 4 Β ) Χ) 4 ∋ Χ; ∋

沪
 

编辑部认为 � 应当动员全社会

的力量
,

重视科普宣传工作
,

加强科

普期刊出版研究
,

发展各种科普宣

传渠道
,

建立各种科普园地
,

如博览

会
、

科技博物馆
、

科教电影馆
,

扶植

内容健康
、

新颖
、

有生命力的科普期

刊书籍等等
 

要把科普工作当作对

我国人民
、

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高

科学素质
、

文化水平具有战略意义

的任务来抓好
 

五
、

是受科普宜传的影响�

有十份答卷涉及此类问题
 

多

数答卷认为 � 在青少年时期
,

深受

科普宣传教育的影响
,

开阔了他们

对科学知识的视野
,

引导他们对物

理学的兴趣和特殊爱好
,

从而培养

他们对科学献身的精神
 

你听
,

几

六
、

是其它的个人的
、

杜会的原因�

在来稿中
,

大多数答卷持否定

态度
,

只有两位学者
,

提出了耐人寻

味的答卷 � “
在职业选择方面

,

谁也

没有绝对的 <ΔΔ 肠 的自由
,

机遇恰

巧使我碰上了今生从事 的 这 个 职

业
 

Ε! 中科院高能 所 研 究 员 戴 贵

亮∀’’个人的兴趣
,

国家的需要
 

”中

科院高能所研究员席德明 ∀

亲爱的读者
,

当您读完这篇调

查报告的时候
,

您有什么想法呢 �我

们热忱地期待您的来信
 

也许您是

刚刚步人大学的物理系学生
,
能否

从物理学家成长原因的探讨中得到

启迪
,

受到激励
,

以更加坚定的步伐

跨人未来物理学家的行列 Φ 也许您

是位中学物理教师
,

当看到当今知



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介绍
山
江 勇

‘

先

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创建于 Φ , , , 年 Γ

月
,

是我国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四个核科学技术综合性

研究所之一 研究领域主要为理论核物理实验核物理

和核科学技术及其在材料
、

生物和医学领域的应用!包

括放射性药物
、

标记化合物
、

辐射工艺和辐射研究∀
,

核

电子仪器和同位素仅表
,

核能源和核电站堆的试验及

各类加速器技术等
 

本所目前有职工 < Η Δ 。名
,

其中科

技人员?Ι 。名!高级科技人员<Γ 。名
,

中级科技人员 略。

余名∀Φ 科学仪器设备有 <
 

:: ∋7 等时性可变能量迥旋

加速器
、

<
 

Β − + 9 电子静电加速器
、

: − 9 质子静电加速

器
、

ΗΔ ϑΚ 9 电子发生器
,

钻
一

Ιϑ 辐射源
、

零功率反应堆

和 Ι − 9 串列静电加速器等大型实验设备和其它大型

精密仪器设备 < ΙΔ 台件
 

三十年来已取得各类科研成

果 Ι ΔΔ 多项
,

其中重大科技成果 Η ΔΔ 多项
 

获国家级

奖 Γ 项
,

院
、

市级奖 =Λ 项
 

上海原子核所编辑出版的刊物有 �
、

《

核技术戒中
、

英文版∀
、 《辐射研究和辐射工艺学报

》
和。中国科学院

上海原子核所年报
》  

上海原子核所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
,

组织科技

人员积极发展横向联系
,
与湖南二福建

、

机械电子工业

部
、

能源部和清华大学
,

复且大学等建立了科技协作关
, ,

系 Φ 大力加强科技成果的开发工作
,

于 <= Γ : 年率先创

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核技术开发公司 Φ 和乡镇企业联
办了 日珠仪慕厂乡东陈电池材料厂等十个联营厂 Φ 形成

了上海市辐射技术推广应用中心等几个高技术生产实

体
· 、

上海原子核所是我国第一批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

!Μ≅ Ν 人∀ 国际合作项目的单位之一
。

至今 Μ≅ Ν ≅ 在上

海原子核所巳举办了核分析技术
、

迥旋加速器生产放

射性核素
、

食品辐照保鲜等国际培训班
。

在国际同行

中享有一定声誉二

三十年来
,

上海原子核所取得了一批在国内外领

先的研究成果
 

理论核物理方面
,

共振群理论方法的发展及其在

少体核反应和核结构及核力研究中的应用
,

在国内首

次较全面的建立了系列化的共振群方法配套程序
,

非

相对论多体理论
,
用生成坐标方法探索了相互作用玻

月色子的微观解释与核相变问题
,

一

在捺索核内新的自由

度
、

核力夸克模型
、

相对论多体理论
,

核内孤粒子动力

学和高能碰撞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
 

在核反应机制和核结构
、

基于加速器的原子物理

和表面物理等方面
,

已建立了三维核反应靶室
、

在束 ∃

测量装置
、

月一5 − % 谱仪等实验设备 Φ 即将建成的有加

速器超灵敏质谱计和核能级寿命测量装置等
 

近几年

来在多拉子转移反应
,

予平衡过程
,

弹性和非弹性散

射
,

裂变同质异能态
,

少休反应
,

核能级结构
,

核态寿命

和核数据编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我国氢弹和原

子弹的制造和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提供了重要 数 据
。

< = ? , 年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套微分
、

积分扰动角关联

谱仪
,

以后又相继建立了穆斯堡尔谱仪
、

正电子湮灭谱

仪
,

并和上海冶金所合作
,

在 Η ΔΔ Κ 9 离子注入和分析

两用机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套背散射沟道效 应 实 验 系

统宁这些技术
,

在半导体和金属材料表面结构和杂质

份布的研究
,

在生物
、

医学
、

环境
、

天体和地质学等方面

钓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中
,

都有实际的重大应用前景
。

扫描隧道显微镜 邝 2 − ∀ 及其在生命科学中的应

用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全部国产化的 ;2 − 已在我

所建成
,
用这合装置

,

获得了非常清晰的高序热介石墨

原子结构的图象
,
横向分辨率优于 。

 

< , ∋4
 

进而又直

接观察到了高分辨率的天然右旋 Ο 5 ≅ 扫描隧道显微

镜图象
,

能清晰地分辨 Ο 5 ≅ 双螺旋的大 沟 和 小 沟

等精细结构
 

在同一数据的三维等高线图中
,

甚至双

螺旋的旋转方法也可以直接判定
。

使这一研究成果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Ο 5 ≅ 的辐射物理和辐射化学的研究
,

不仅发 现

了电荷转移保护机理
,

提出了区 别电荷转移保护和敏

化机理的判别理论
,
同时改进了 Ο 5 ≅ 辐射物理与化

学研究中已被公认的氢原子转移 机
 

理的研究
,

证明了
州留加州息加嘴,  口加 咤匀 创召脚 创日脚创出卜 留知 

‘, 别留加 创目翻  心加  召加 州邵脚 州书灿创召洲 翻川翻 训济拍 侧器阳  口翻州济洲  欲翻 州留口 侧书灿 别名洲 州尝拍‘口翻
 心∀ , 代 , 1 ‘

心,
 峪口1理‘, ,  ‘勺曰  哈湘代, 如‘, 1  ‘口1呵勺 叮‘  目 ‘二, ,  � 加  心, ,

呵弋 ‘二 ,
 心伪

七
心加伟。 

名的物理学家怀着崇敬的心情赞美他们的启蒙老师的

时侯
,

您是否感到欣慰
,

受到鼓舞
,

更加勤奋地耕耘在

这块被开垦的处女地上
,
期待桃李满天下的灿烂春天

的到来 Φ也许您是位望子成龙的家长
,

当您着完我们这

篇调查报告之后有些什么想法 � 也许您不再调怅
,

从

中悟出一个道理 � 通往学识宝库的门户永远为您的孩

子敞开
,

你不必为他们的前程担优 Π

愿更多的读者受到教益
,

愿更多的朋友加人到物

理学家的行列
 

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