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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与瑕疵并存 
——反思 110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面性      

程民治  朱爱国 

自从伦琴于 1901 年 12 月 10 日因发现 X 射线

首次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截至 2011 年达到

了 105 届（因战争关系），全世界共有 126 个获奖项

目，191 人次获此殊荣。颁奖的成果主要包括科学

发现、技术发明和理论创新三大类型。我们在由衷

地赞叹这一系列具有最高原创性的科学成就，对现

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同时，也不难发

现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历史簿上，还存在着某些瑕

疵。 

诺贝尔物理学奖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地位最

高、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奖项，不仅在于其成果具

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很

多耐人寻味的启示和教益。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它

折射出了物理思想进化的脉络——“由确定性到不

确定性；由连续性到分立性；由构成论到生成论；

由归一到统一；由细部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由

存在到演化；由静观到参与；由实验物理到理论和

计算物理”等 。如量子假说和弱电统一理论的相继

创立，就是物理学思想由连续性到分立性、由归一

到统一的演变过程。二是它烘托了科学创造方法论

途径的推陈出新。如量子力学的出现凸显了理性的

作用和价值，打破了传统的经验和测量方法在物理

学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格局。因为量子力学遵循

的是充斥着理性美的数学形式体系，先于理论诠释

的认识过程，其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启真——由求

美而达真”，“以美示真——由求美而促真”，“以美

传真——由接受美而接受真”。无疑，直觉、灵感等

各种非逻辑的要素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角色。三是它揭示了一些青年科学家（有的甚至还

是博士生）获奖的关键之一，是选择了合适类型的

科研课题——跟进接力型、热点追踪型、导师指定

型、标新立异型、否定谬误型、资料启发型和合作

参与型。如自从 BCS 理论于 1972 年获得诺贝尔奖

以来，尽管众多探索者千方百计地寻找更适合于应

用的超导材料，但超导临界温度的提高却一直停滞

不前。直到缪勒和他的博士生柏诺兹紧跟先行者的

后尘，通过反复实验和对文献资料的研究，终于在

1986 年 1 月发现了陶瓷材料中的超导电性，而作出

了重大突破并于次年荣膺诺贝尔奖。由于该成果将

超导温度提高到 30 K，随后世界各国就有 260 多个

实验小组进行了接力研究，为超导的应用创造了条

件。四是它勾勒出了获奖精英教育背景的蓝图——

成功的基石是基础教育（包括通识教育）；成功的摇

篮是科普教育；成功的保证是研究训练；成功的突

破口是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等等。如杨振宁能出

人头地，其根本原因之一取决于“不拘一格、因材

施教”的理念。原来杨振宁不擅长做实验却善于进

行理论研究，这种个人潜力的差异使他在泰勒的建

议下，放弃了原先拜费米为师，从事实验物理研究

的初衷，而改为师从泰勒做理论物理研究，并完成

了芝加哥大学博士生的学业。这就为他日后的成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如，朱棣文的崭露头角得益

于“不以分数论英雄”的理念。虽然他出身于书香

门第，在取得美国名牌大学博士或双博士学位的 6

个兄弟和堂兄弟中，惟有他只考上了美国一所不知

名的大学，而且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显得十分平庸。

但是，他却有一种独特的吃透细节和聚焦于某一学

科课程的能力，导致他最终在众多兄弟中独占鳌头。

五是它表明了科学创新离不开诸多外部条件——要

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强化

科研管理，建立激励机制，重视人才培养；营造宽

松的学术环境，提倡学术自由，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推崇老、中、青科研人员彼此合作；尊重基础研究，

倡导学科交叉；实现强强联合，创立物理学派等。

如费米学派和玻恩学派的组建，分别为意大利物理

学的再度辉煌，以及使哥廷根于 20 世纪 20～30 年

代间曾一度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之一，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六是它突出了科学精神、宇宙

宗教情结和伦理精神是成功者的支柱。其中特别重

要的是科学精神中起主导作用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

神；以及起辅助作用的怀疑批判精神、平权多元精

神、创新冒险精神、纠错臻美精神和谦逊宽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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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爱因斯坦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就是在

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的激励、“起灵魂与统帅作用”

的科学精神的支配、以及“人类的福利高于一切”

的科学伦理精神的驱动下取得的。七是它昭示了许

多获奖精英均与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背景息息相

关，即它以无懈可击的事实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为什么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会在半个多

世纪中，先后有 25 位科学家荣登诺贝尔物理学奖

坛？为什么贝尔实验室和 IBM 公司的实验室会不

断涌现出诺贝尔奖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什么量子

理论会在德国发展？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一

大批与量子理论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正是德国处

于内外交困的 20 世纪 20 年代获得突破性成果的？

为什么美国会后来居上，居然于二战结束后，会在

诺贝尔奖的名单中长期保持三份之二的份额？为

什么在诺贝尔奖的历史簿上，会出现汤姆孙、布拉

格、玻尔和西格班四对父子的名字？为什么很多摘

取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者，是犹太血统的科学家？

第三世界、亚洲地区、亚裔和华裔的物理学家面临

的是什么样的环境，驱使他们走向诺贝尔奖颁奖

台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瑕疵，主要指它绝非完美无

缺，它也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其中：弊

端之一，鉴于遭到一些地方主义或这样那样的关系

网之类的影响，诺贝尔奖委员会将一般性科研成果

列为颁奖项目。如达伦和纪尧姆均只是由一个人提

名，分别因发明了自动控制的气体照明器和发现了

镍合金钢的反常性，先后成了 1912 年和 1920 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弊端之二，出于偏见，剥夺

了一些取得一流科研成果的杰出物理学家的获奖资

格。例如，正确解释了哈恩等发现的“铀裂变”现

象的丽丝 迈纳特，用实验论证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

不守恒的华裔“核物理女皇”吴健雄，首先发现正

负电子湮灭的赵忠尧，创立了影响天文学全局发展

的“宇宙膨胀理论”的哈勃，等等。虽然他们的名

字频频出现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的名单上，其

中有的后来甚至还多次被推荐，可是最后的结局还

是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弊端之三，没有将其水

平最高、影响最大的科研成果作为颁奖项目。众所

周知，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上的三大杰出贡献——

相对论、量子论和统计物理，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

义。它们不仅在当今的光电子、激光、原子能、GPS、

传感器、加速器、信息保密等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

实用价值，而且已经直接导致了 9 项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产生。其中 1 项是爱因斯坦本人得到的，8 项

是别人因验证或发展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而获得的，

甚至他的理论成果今后还会孕育出若干个新的诺贝

尔奖。对于这位超越时空的科学巨人，从 1910 年开

始（1911 年和 1915 年除外），就有包括普朗克和

N 玻尔等在内的著名学术权威，提名他为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候选人，然而却一直遭到强烈的反对而屡

屡落选。直到 1922 年召开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和瑞典

皇家科学院的评审会上，迫于压力才以光电效应定

律的发现为名，将 1921 年所保留的奖项颁发给爱因

斯坦，这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究其

原因，不是爱因斯坦不够格，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

选错了奖励项目。因为光电效应的科学意义是无法

与相对论相提并论的。无独有偶，当时国际上对费

米于 1938 年的获奖项目也一直争论不休，争议的焦

点也不在于费米是否应该获奖，而同样是在费米诸

多的显赫贡献中，选择哪项成果作为授奖依据最为

贴切。弊端之四，姗姗来迟的奖赏。为了回避科学

家之间的纷争，诺贝尔奖委员会采取了延迟授奖的

办法来缓解矛盾。如贝克勒尔 1896 年发现天然放射

性，1903 年才得奖；薛定谔 1926 年创立了波动力

学，1933 年才获奖。其他的诸如盖尔曼、阿尔文等

都经历了很长的等待期，尤其是泡利、赫斯与玻恩

分别足足等了 21 年、25 年和 28 年。 

当然，辉煌与瑕疵相比，仅仅是 9 个指头与一

个指头的关系。因此，瑕疵动摇不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是科学灵魂的最高体现之地位。它的颁发犹如一

台“永动机”，经久不息地激励着世界各国的精英们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其结果是在造就了人类社会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给获此殊荣

的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带来了无限的光荣和

自豪感，同时获奖者本人也被视为民族英雄。但不

可避免的是，人们也会深深地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历

史簿上的瑕疵而感到困惑和遗憾。针对我国的具体

国情，实现诺贝尔物理学奖零的突破，固然迫在眉

睫、指日可待，即如同杨振宁所预言的：“中国本土

离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但也“不能把诺贝尔奖看

得太认真”，因为“在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也存在

着权谋的行为。”  

（安徽省巢湖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系  23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