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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学物理能干什么 
杜钧福 

学物理能干什么是个老问题。问

题原来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学生

毕业都是由学校按照计划分配。学物

理的应该分配到什么单位？中国科

学院的各个物理研究所当然很适合，

但是这些机构能容纳多少毕业生？

不算这个，除去从事教学以外似乎就

没什么合适的地方了。而每一个综合

性大学都有一个或不止一个物理系，

还不计师范院校。于是，出现了物理

系学生分不出去的现象。 
可能与这一“危机”有关，吾师曹昌祺教授立

志破除社会上，特别是人事部门“学物理的没用”

的偏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做了一个软课题，题目

就是学了物理能干什么。他组织了一些座谈会，做

了一些社会调查和统计，也写了一些文章，送给有

关部门参考。其结论，当然是学了物理，干什么都

行。但是他的先行工作在当时没起什么作用，至今

也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其他信息传

播手段也不怎么灵。 
我很同意曹先生的观点。我当时正在给一本书

写序。这是一本物理学的科普读物。序言里要简单

通俗地介绍一下物理学是什么。我就翻了一下各种

物理学的书，并请教了我的老师李荫远先生。这时

我才发现，我学了半辈子的物理学没有一个公认的

定义。但是，大致说来，可以说物理学是研究世界

上最基本的物质运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这句话很

抽象，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需要一些解释。 
这句话并没有给物理学限定领域。它似乎无所

不在。我们看看它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力学和天文学算不算物理学？现在不算。但是

在物理学的幼年时期，力学和天文学也是物理学的

一部分。它们的基本定律和构架都是由牛顿、开普

勒、伽利略这些著名物理学家完成的。它们一旦成

熟，就脱离了物理学。但是它们一旦遇到麻烦，就

回来找物理学。 
天体物理学属于物理学范围，姑且不谈。广义

相对论带来的水星近日点问题也不谈。就天体力学

和球面天文学而言，应该是比较成

熟的领域了。但是太阳系的稳定性

问题、行星轨道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如混沌），就需用物理学方法来 
解决。 

力学的基本规律也早就确立，

剩下的似乎只是如何运用它们，以

及如何有效地对具体问题进行计

算。当然事实不完全如此。在新的

力学研究领域里，总能看到物理学

的身影。例如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里有一个非线性力学研究中心。他们所做

的一件事，就是将物理学的统计方法用于分析断裂

力学中的问题。 
交通问题显然也不属于物理学。但是我们往往

在物理学期刊，甚至《物理评论快报》这样顶尖的

期刊中，间或看到关于交通问题的研究文章。 
我还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看到过一篇有趣的

文章，讲的是一张纸，普通的纸，如何在空气里飘

落到地上。 
从前在评书里，经常有一句形容诸葛亮这样的

人的一句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

所不晓”，拿来形容物理学，庶几近之。 
上面说的是物理学本身。下面说说物理学的载

体，研究机构。我们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分裂，分出不少新的研

究所。我把这些分裂事件列表如下。 

年份 名称 领域 附注 

1960 金属研究所 金属物理 与其他所合建 

1960 半导体研究所 半导体物理  

1964 长春物理研究所 固体发光 与其他所合建 

1965 昆明物理研究所 红外物理  

1965 156 工程处 信息科学  

1969 207 所 国防领域 与其他所合建 

1978 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 等离子体物理 参与筹建 

1978 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与其他所合建 

1990 理化研究所 低温技术 与其他所合建 

2000 纳米中心 介观物理 与其他所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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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物理所还有一个研究组（蛋白质结构分

析）并入生物物理所。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物理所平均隔几年就

分裂出，或与其他所合建一个新的研究单位。而这

些单位，从它们的名称就可以看出，都属于对我国

科学、经济、国防领域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单位。

事实上，在过去若干年，它们都在各个方面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现象有力地证明了物理学在

各个重要领域的强的辐射作用。 
这种现象有人称为“下蛋”。有些“蛋”后来又

繁殖了第三代。如位于沈阳的金属研究所又在合肥

生出一个固体物理研究所。但是早就有人忧虑：下

蛋下多了，母鸡会不会死？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多

余的，母鸡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物理学有很强的自

我繁殖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后来的年月里，一些

有强劲发展势头的新研究领域或分支不断出现并发

展壮大，如高温超导、纳米材料、表面物理、软物

质等。 
有的人说，在 21 世纪，物理学已不再是自然科

学的基础。它将让位给生物学。我不敢说他说的不

对，但我至今未看出这样的趋势。 
上面说的是研究机构。下面说人，从业者。 
从物理学领域进入其他领域并表现不凡的人我

见过不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哥儿

们，在文革中无所事事，遂专心中医典籍，学有心

得，调入中医研究院，成为著名的中医大夫。我找

他看过病。还有物理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不知

为什么，对心理学感了兴趣，并专攻运动心理学，

后来调到心理研究所，事业有成。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毕业

的，文革中被分配到一个小火车站当信号员。后来

他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学研究。业

余他对社会历史问题感兴趣，撰写了一篇文章论述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发表于《光明日报》，名

噪一时。后来他到美国德州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

家普里高津，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经济学，据说作过

很好的股市预测，后来曾兼职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至于物理学家转到或兼营信息领域如计算机的

例子更多。我国的互联网技术不就是发轫于中科院

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吗？这当然和他们与国外联系多

有关，但也说明它们非常熟悉有关知识和技术。 
以上几个例子，不都属于将物理学方法直接用

于其他领域。但是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经历肯定使

他们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有创造能力。还有些有

强的社会责任感，典型如“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

陈春先原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曾领

导建造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型高温等离子体研究

装置，获得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在他在自己领域

的研究工作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参观美国硅谷后深

深感到科研成果不能局限在科研机构之中，应投入

更多资源在应用方面，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

毅然下海创办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企业，为民营高

技术产业的发展开了先河。 
下面再说我自己的体会。我当初进入研究领域

的时候，面临着一项工程问题。这其中有力学的，

有电工的，都属于典型技术领域。我没学过工科的

有关课程，但是找几本书看了看，觉得基本方程不

出我所学过的物理学的范围，后来比较顺利地用材

料力学和弹性力学两种方法初步解决了材料受力问

题，用电磁场理论解决了瞬态电流分布问题。我感

觉，如果属于常规的工程问题，我们不如学工科的。

但是，如果是非常规的、有创新性的，我们就有很

大优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物理学毕业生的建

模能力和数学推导能力特别重要。对于实验者来说，

还有一个动手能力。 
以上所说的物理有什么用的问题，是一种功利

性的“用”。这没有什么不对。人活着总得吃饭。但

在吃饱了以后，还有一个精神生活问题。这也是人

类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人类进化到这种地步，总要

活得和虫子有所区别吧。 
上面所说的物理学在社会领域特别是在人类认

识世界的层次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能动作用，来自

这门学问强烈的思辨性和实证性。像上述水星近日

点进动与传统理论的偏差，每世纪仅有 43 秒。这样

微弱的差距竟然颠覆了牛顿力学，是在任何其他学

科中所看不到的。从经典物理学到 20 世纪建立的近

代物理学，严格的科学体系的建立并在实用中得到

证实。科学的思维逻辑使我们知道宇宙创始时发生

了什么事，了解用肉眼无法看见的不同层次物质的

结构，知道存在着与我们日常熟悉的事物完全不同

的物质形态，甚至想象着多维甚至多联通拓扑的空

间。物理学在过去一两个世纪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以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使我们笃信科学

理性的巨大力量。这样的研究经历，这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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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从业者不再盲目相信任何外在的权威，而对我们

所面对的世界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是一切自然科

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灵魂所在。 
所谓精神生活，又主要是一个所谓终极关怀问

题，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以及自身是从哪里来的，

到哪里去，我们的世界又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物理学告诉我们的最多。

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是一种过去

未来之学。它告诉我们，存在就是永恒。参透了这

一点以后，我们对于宇宙，对于人生，自然有与众

不同的感觉。 

让我们听听一位人文学者对物理学家的评价。

最近，一位著名学者谢泳先生说：“在自然科学和工

程技术的专家中，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

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

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晶永远有热

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公正、言论自

由等都很敏感，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

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都有着令人敬佩

的见识。” 
我希望有更多的优秀青年投身到物理学领域中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00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