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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月 , 日是一个难忘的 日子
,

以著名实验

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为首的专家委员会
,

鉴定通过了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宣告这项科研工程正式 建 成
∀

自从去年 �# 月以来
,

正负电子对撞成功
,

对撞机亮度

达到甚至超过设计水平
,

北京谱仪通过宇宙线测试
,

谱

仪顺利进人对撞点
,

测得了 ∃%
& % %∋ 事例

,

成功地测得

() 必 事例
,

同步辐射光束线建成出光
,

等等
,

喜讯一个

接着一个
,

激励着人们的心弦
∀

这些成功的喜讯
,

凝结

着建造者们多少个奋战的 日 日夜夜
,

凝聚着这个英雄

群体的辛勤劳动
∀

人们在欢庆胜利的 时刻
,

都不由得

想起我们的第一任所长—
张文裕教授

∀

是他领导创

建了高能所
,

建设了玉泉路一期工程
,

是他打开了国内

外合作的局面
,

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奠定了

基础
∀

近年来他虽然身体不好
,

行动不便
,
但仍经常来

所 里关心工程的进展
∀

即使在病榻上
,

他的心时时关

心着高能事业
。

我们是在张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的人员
,

也是他

的学生
,

对于张先生一生对科学卖验孜孜不倦的追求
,

对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实践
,

对青年人成长的关怀都

深受教益
∀

� � � 。年 ∗ 月是张文裕先生八十寿辰
∀

我

们愿借庆祝张先生八十寿辰之机
,

谈谈我们的休会
∀

一
、

对科学实验的执着追求

张文裕先生一直认为
,

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实

践
∀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
“
物”

∀

要研究
“
物” ,

必须

变革
“
物

” ,

并观侧其变革后的反应
∀

以这些反应的现

象作依据
,

经思维加工而推出结论
∀

物理科学更是如

此
∀

他认为
,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

在物理学的教学

和研究中
,

要特别强调科学实验
∀

张文裕先生在科研和教学中始终贯彻这一 思 想
,

重视科学实验
,

包括对实验方法的研究
‘

实验仪器的制

作扣实验技能的训练
∀

无论在哪里工作
,

不管具备什

么样的条件
,

张先生都始终坚持开展科学研究 工 作
∀

他在研究放射性元素 “ 拉子能谱时
,

制成了最早的火

花室探测器二 他研究发现 拼子原子的过程也充分说明

这一点
∀

”子原子是张文裕先生在研究宇宙线和物质相互

作用时首次发现的
∀

他们的实验幻户犯& 当一个带有负

电荷的 ”子以低速穿过物质时
,

由于受到物质原子核

的正电荷的吸引
, ”子有可能成为原子核的

“
卫室

, ,
围

绕原子核旋转
∀

这种 杯 与原子核组成的原子就称为
拌 子原子

∀

这是当代粒子物理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

开创了 拼 子原子和介子原子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

他们为实验制造了一个多层薄膜云雾室系统
∀

云

雾室是早期宇宙线实验普遍使用的实验设备
∀

张先生

独到的地方
,

是采用了不同材料的多层薄金属片
∀

分

别用铅片
、

铁片
、

铝片做兰次实验
,

用以鉴别穿过云室

的各种低能粒子
∀

同时
,

采用薄金属片 +它们的厚度

分别为铅片 #
∀

# � , 英寸
,

铁片 。
‘
# −  英寸

,

铝片 #
∀

# . −

英寸 /
,

使 �, 0 1 2
成更低的质子可以穿过

,

提供了深入

研究 砰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可能
∀

对实验的设计是精心的
,

只有停止于云室内的拉

子径迹才被照相
∀

电子质子
、

”子和电子在穿过金属

薄片前后电离密度变化不同的特点
,

可以准确地辨认

粒子
∀

人们起初期望
, 拼子被核吸收后会产生核反应

,

放

出能量
∀

事与愿违
,

他们发现 拼子穿过云雾室的薄板
,

被核吸收以后
,

没有观察到放出 二 粒子或质子
,

也就是

说不会大量释放能量
∀

张先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 &

拼子和原子核没有强作用
∀

但究竟是‘种什么现象 3 张先生没有就此罢休
∀

在继续实验并对实验现象仔细分析以后
,

得到原来没

有预料到的发现
,

发现了 4 子围绕原子核旋转的新的

物质形态的 拼子原子
∀

∀(



笛 卜儿说 & “
科学不 依赖于 占书的权威

,

而依赖于

事实的观察
”

∀

张 光生的实践
,

说明他把握住 了科学情

伸的精髓
,

因而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
∀

发现一种新的物理现象只是认识的开始
,

不是完

了
∀

而物理学的发展
,

定量的研究是很要紧的
∀

从杆
究
介

实践中张先生 沐会到
,

宇宙线可以作定性的工

作
,

退因粒子流太弱
,

作定量工作有困难
,

定量工作用

!∗( 速器来作更为有利
∀

从此
,

张先生决定了
,

一定要在

国内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
∀

让我们把历史翻在前去
∀

二
、

热爱祖国
,

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尽心竭力

� � .夕 年杭 日战争爆发
,

南京失陷
, 日寇侥杀抢劫

,

无恶不作
∀

张 先生和同 在英国剑桥大学学 习的同学一

起
,

看到报纸登找的 肖息后久久不能平静
,

当即 写信给

英庚款逛事会
,

巾请提前 回国参加抗 日
∀

但是他们得

到的回答是必须完成学业
,

得到博士学位才予 考 虑
∀

张 先生随即向剑桥大学研究生院提出了提前考试答辩

为请求
∀

答辩一结束
,

就立即启程回国了
∀

第二次出国期间
,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

张先生

就积极准备回国
,

因为当时夫人正要生孩子
,

耽搁了一

下
∀

朝鲜战争开始后
,

回 国就困难了
∀

经过多方设法
,

辗转绕道
,

终于 � � , 5 年回国
∀

回国后
,

就领导了宇宙

线的研究
,

并提出建造大型云室组的建议
∀

他从国外

带来了建造云室用的 士面大型高级平面玻璃和一些实

验工具
∀

云南站大型云室组工程
,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建造成功的
∀

�� 5� 年
,

张文裕先生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

听
,

接替王淦昌先生担任中国组组长
∀

他带领一个实

验组
,

利用丙烷泡室
,

研究高能中子产生的各种基本校

子的特性
∀

但建设我国自己的实验基地的理想一直没

有放弃
∀

中苏关系破裂后
,

更坚定了他的这个信念
∀

�� ! − 年
,

以张文裕先生为首的 � 名科学家联名

向敬爱的周恩来 急理写信
,

要求建遇一台高能加速器
,

以开展高能物理的研究
∀

得到周总理亲笔批示 & “
这

件事不能再延迟 了
”

∀
“

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研究 和理

论研究抓起来
∀

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应

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

∀

随后批准成立

了 高能物理所
,

批 准了 第一个加速器工程项目
“
七五三

工程
”

∀

这是我国发展高能物理一个重要的里 程 碑
∀

以后
“
七五三工程

”
又演变成

“
八七工程

”
∀

这些工程项

目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

但都为高能所今天取

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石出
∀

张先生在国外有较长期的工作经历
,

培养了不少

研究生
∀

由于他本人在科学上的出色成绩
,

赢得国外

学术界的尊敬
∀

他在国外培养的学生有些成为知名科

学家
,

有的成了美国能源部的官员
∀

这些都为我们开

展国际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近年来
,

反先生虽热身体不好
。

退 出了领 导6勿沈

但对 ∃ 7 89 的述设仍十分关心
,

经常到听里来石 介 谁

设进展
∀

他行动不 便
,

即 使坐着轮愉也安到现场 厂
、

一

看
∀

∃ 7 89 的建成标志着建设找闪 日己的实验提地的

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

当我们走进北京正负电子对拉机

会议楼 王门大厅
,

抬头看见镌刻在
:

从色大理石 曰司份

理的笔 迹& “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
∀

就 全思起历史
,

就会想起张文裕先生和一切为此而努力衍 斗 的 创 业

者
∀

在这 里凝给着少训七人的努力
,

在这 里灌注了之一

辈科学家的全部心血
∀

三
、

重视队伍培养
,

关心青年成长

现代科学发展至今天
,

任何科学实 验都不是一两

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
∀

高能物理是一门大科学
, 一

个

实验往往需要几十人
、

上百人的通力合作
∀

张文裕先

生深深懂得这一点
,

他把培养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科研

队伍作为他的最先目标
∀

�� !  年找国实行改节开放

之初
,

他就积极利用他的身份
、

地位与国外联系
, 奈力迫

渠道
,

将我国从事实验物理的大批科研人员
,

派往世界

各大高能物理研究中心进修工作
,

使他们较快地字握
了最新的实验技术

,

了解到国际前沿的发展动态
∀

现

在这支队伍已成为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的中坚力量
,

他

们成功地研制了北京谱仪
,

正在进行高水平的物理工

作
∀

张文裕光生曾长期在学校工作
,

在国内
、

国外都培

养了不少学生
∀

�� , 5 年回国以后
,

一直在科研单位工

作
,

更体会到培养队伍的重要
∀

�� ,  年起
,

他在中区

科技大学任兼职教授
,

主讲
“

普通物理
”
这一重要的基

础课程
∀

以后他又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 系 主

任
,

对系的建设和学生的培养都给予了极大关注
∀

张文裕先生十分爱护学生
、

后辈
,

热情地帮助他们

成长
∀

凡熟悉张文裕先生的年轻人
,

对这位长者无不

怀有敬爱之情
∀

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

初次做研

究工作
,

对于如何收集数据
,

分析数据
,

从夏杂纷繁的

数抓中找出有用的东西
,

往往不摸头绪
,

张先生总是

耐心地讲解
,

教给他们如何做
∀

对于青年人提出的每

一个新的科学想法
,

他都给予热情鼓励
,

积极指 导
∀

对

于他们写的学术论文
,

更是逐字逐句帮助修改
∀

他对手下的同志不但指导他们解决研究工作
「
;

,
遇

到的困难
,

而且督促他们努力学习基础理沦和丛本尖

验技术
,

掌握学科发展动态
∀

常常向他们介 绍 佑籍期

刊
,

并督促他们学习
∀

张文裕先生谦逊
、

宽厚
、

平易近人
∀

他不仅关心科

研人员的成长
,

对一般工作人员的问题 也都耐心解答
∀

改革开放初期
,

一些初作外事工作的年轻人对国外的

情况不熟悉
,

处理信件中用词措辞不够妥贴
∀

张先生

每次都逐字逐句帮他们修改
,

给他们讲解
,

还主动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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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与 7
∀

威特恩 的谈话

爱德华
·

威特恩 +7 < , ∋ = < > ?, , ≅ Α
/ 是普林 斯顿

高等研究所教授
∀

他对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论
,

特别

是量子色动力学和高维理论
,

做过很多重要贡献
,

后来

转而研究超弦
∀

他是超弦理论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
∀

问 & 超弦理论所讨论的最本质问题是什么 3

答 & 二十世纪物理学有二大柱石
∀

第一个是广义

相对论
,

即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
∀

第二个是量子力学
,

它是关于微观领域一切现象的理论
,

也就是说
,

是关于

原子
、

分子和基本粒子的理论
∀

现代物理学的基本问

题是这两大柱石互不相容
∀

如果你企图把引力和量子

力学结合在一起
,

你就会发现
,

你得到的是从数学观点

来看毫无意义的东西
∀ Β

我们在物理学中所面对的问题是 & 一切都在这两

种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
,

但把它们一起考虑却总会得

到无意义的结果
∀

物理学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现更精美

的概念的历史
,

这些概念构成了自然规律的基础
∀

概念

越趋精美
,

理论包含的原理越少
,

而要求它同时处理的

问题却越来越多
∀

因此能够求得内部完全自洽的结果

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

在牛顿时代
,

我们绝不会遇到无

意义的结果
∀

但到了二十世纪
,

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
,

我们又是幸运的
,

因为概念体

系已成为我们促进物理学发展的重要工具
∀

今天的物

理学已经发展到一种新的水平
,

实验越来越困难
,

因而

不会再象五
、

六十年以前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了
∀

然而
,

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逻辑体系
,

它通过自洽性要

求加给我们许多约束
,

因而成为我们得以继续取得进

展的主要原因
∀

对于弦理论
,

我们要记住
,

它的目的就在于克服最

近几十年物理学中的核心问题
,

即 & 在弓叻理论和量

子力学之间的不自洽性
∀

间 & 它是如何克服这种不自洽性的呢 3

答 & 二十世纪物理学家最头疼的是这样一件事 &

当你讨论电子这样的粒子时
,
如果你把它看做是一个

点粒
一

子
,

然后认真地去研究它的电场和引力场
,

你会发

现
,

电场有无穷大的能量
,

引力场也有无穷大的能量
∀

其实对经典物理学家们
,

它早就是使他们头疼的问题

了
∀

对量子力学家们
,

由于有了测不准原理
,

把电子弄

成模模糊糊不再是个点
,
电场变得有意义了

∀

但要使

引力场也有意义
,

则完全做不到
∀

弦理论中
,

电子不再是一个点拉
一

子
,

而是一个小的

振动着的弦
∀

这个振动的弦有一些多余的维数使引力

场变得有意义
∀

当然
,

电子 只是一个例子
,

所有的基本

粒子都有类似的问题
∀

弦理论对所有的基本粒子和一

切相互作用都很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
∀

问 & 我们不再把世界看成是由粒子而是由一些不

断振动着的弦构成的吗 3

答 & 完全正确
∀

量子力学使点粒子变成模糊了
,

而在弦理论中
,

这个模模糊糊的粒子被一个小的量子

化的弦所代替
∀

它们不断地振动
,

其两端仍是由量子

力学而变得模模糊糊的点
∀

问 & 有多少不同的弦呢 3

答 & 有几种可能的弦理论
,

但大多数弦理论中基

本上只有一类弦
∀

但是
,
一种弦是可以做很多种不同

振动的
∀

比如一把小提琴
,

当你拉琴时
,
它可以 发生许

多种频率的振动
,

称之为谐音
∀

这些谐音对于丰富琴

声至关重要
,

它正是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声音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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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些工作中应注意的事情
,
以及和国外友人交在

中的趣闻轶事等
∀

年轻翻译有时碰到英语学习中的问

题
,
也愿意去找张先生请教

∀

张文裕先生是我们爱戴的导师
、

长辈
∀

他为我们

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榜样
∀

我们要在工作中将这些优良

传统发扬光大
,

为祖国科学事业继续作贡献
∀

祝张先生健康长寿 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