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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物理学院今日物理小组

� � 2007年 2 月 28 日这一天,

彭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回忆起

两年前, 彭老曾应�今日物理 之

邀来到南开大学, 为我们做了一

次意义深远的演讲, 此情此景至

今难忘。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彭

老深切的追思。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 每当

我们看到它,心中就会特别怀念

彭老先生,怀念他的音容笑貌,怀念他对我们年轻学

子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

那是 2005年 4月,在那个宁和的春天, 彭老先

生已是 90高龄。在南开大学的伯苓楼前,当时在场

的师生都看到了彭老先生那颤巍巍的身影。那天下

午,伯苓楼的一楼报告厅座无虚席,不光有来自南开

大学物理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师生,很多其他高校的

师生也赶来聆听大师的教诲。临行前, � 今日物理 

小组的同学提出为彭老拍照留念, 彭老欣然答应。

就这样,在伯苓楼前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

彭老显得十分自然, 也十分高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看得出来, 彭老先生是十分关心和爱护我们青

年学生的。已是 90高龄的他,平时很少出行。然而

当我们提出请他来给�今日物理 做一次讲座的时

候,他却爽快地答应了。他对我们年轻人的那份关

爱,让我们深深感动。后来有人告诉我们,他老人家

特别愿意给年轻人讲物理、讲做人、讲做学问和讲科

学史。

当时杨智同学是我院学生会学术部部长, 负责

�今日物理 讲座活动。2005年 4月, 他在天津古文

化街精心挑选了一份具有天津特色的礼物, 也代表

了我们南开学子对科学前辈的一份心意。带着这份

礼物, 他于 4月 2日前往北京接洽彭老先生。彭老

的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附近,杨智到达那里

的时候,彭老早已在门口等待。当天上午大家便坐

车赴南开大学, 随行的有彭老的司机孙师傅和理论

物理所的研究生李康。后来杨智回忆说, 彭老精神

矍铄, 对年轻人和蔼可亲。最初的时候有些不拘言

笑,后来就谈笑风生了。当杨智为

他老介绍天津沿途的一些景点时,

彭老也会开几句玩笑,大家都很开

心。在车上, 彭老甚至还和李康谈

了在他演讲时怎么将播放的 ppt手

动翻页这样的细节问题。彭老这种

�活到老, 学到老 的精神让我们年

轻人无比钦佩。

彭老的讲座精彩而深刻, 讲座

的题目是!分子和原子∀。很多人都以为身为�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 又是著名物理学家的彭先

生,可能会讲解一些比较深奥的物理问题。为何彭

老先生要选择这一看上去很基础、很简单,大学生都

知道的问题呢? 然而当我们认真聆听并体会彭老的

演讲之后,才逐渐明白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的确,

�分子与原子 这一话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

了,尤其是在学过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之后对这一

层次上物质的组成结构以及作用规律就更加清楚

了;然而, 对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人来说, 在没有量

子力学、没有分子运动论的条件下,想了解这一未知

的微观领域, 其困难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彭

老的讲座就是以此为立足点,向我们介绍如何从已

知推得未知, 水为什么是 H 2O、氧气为什么是 O2

##这才是讲座的精妙之处。彭老的这次讲座让我

们领悟到从已知推得未知是学物理的人最应具备的

能力,是做物理的人的最高境界。真正探索大自然

奥妙的物理学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的过

程,人对自然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不知到知决不是

简单的重复。我们不应局限于学懂多少知识,做对

几道题目,而是要在广阔的未知领域中不断探索、不

断创新,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新高峰。从这里, 我们

不难看到彭老对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殷切

期望。

热爱学问的彭老在 90高龄仍然经常和年轻人

一起探讨新的物理以及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新想

法。记得他说过, 如果陈省身先生还在,他真想再来

南开找陈先生充充电。事实上, 陈先生在世

时 ,彭先生就多次来南开, 住在陈先生家中, 两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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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物理学的贡献
叶淑群

生命科学是 21世纪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随着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 生命科学已经进入�后基因

组 时代。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的

相互促进。20世纪中发展最迅速的两门自然科学:

前 50年是物理学、后 50年是生命科学。在此过程

中,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互相促进,尤其是物理学技术

和手段的改进极大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一、蛋白质结构

蛋白质和核酸是构成生命的两大物质基础: 核

酸是遗传物质的基础,蛋白质是生命功能的体现者。

20世纪初就已从化学上了解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

成的一种链状结构。组成人体的氨基酸主要有 20

种,蛋白质就是由这 20 种氨基酸组成的肽链, 活性

蛋白往往由两条以上的肽链组成。蛋白质不仅具有

上述化学结构, 还具有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揭示

得益于物理学家的贡献。1934 年, 贝尔纳 ( J. D.

Berna1)和他的博士生霍奇金( D. Hodgkin)在英国

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研究所得到第一张蛋白质 X

光衍射图,这一发现不但说明蛋白质具有晶体的空

间结构,而且开辟了 X光分析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血红蛋白是科学家佩鲁茨( M. Pcrcutz)从 1936

年开始在卡文迪什研究所研究的第一个蛋白质晶体

结构。两年后小布拉格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 他不

但大力帮助佩鲁茨的工作,还参与合作研究。经过

将近 20年的努力, 才把这种蛋白质的结构解析出

来。肌红蛋白是人类研究的第二个蛋白质结构, 最

早是肯德鲁( J. Kendrew )在 1946 年开始研究的。

肯德鲁在二战中参加过雷达站工作、深知电子计算

机的威力,战后来到卡文迪什研究所,把计算机引入

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研究中。到 50年代后期,肌红蛋

白和血红蛋白的结构先后被解出, 佩鲁茨和肯德鲁

也在 1962年共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在佩鲁茨着

手研究血红蛋白时, 世界上研究过的最复杂的分子

只有 58个原子,而血红蛋白却有 1万多个原子! 蛋

白质的螺旋空间结构是美国科学家鲍林( L. Paul�
ing)发现的,有的蛋白质在某些地方要弯转、在某些

地方要折叠, 这种特定的空间结构和微细变化决定

了蛋白质的不同功能。

细胞亚显微结构的阐明也离不开物理手段。电

子显微镜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必备工具,放大倍

数比光学显微镜高千倍以上。在电子显微镜下, 可

以看到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的细胞亚显微结构: 核

膜、核仁、染色体、线粒体、中心体、高尔基体、基质等

等。电子显微镜是 20世纪物理学一个新领域 % % %

量子力学的产物。电子显微镜是根据电子光学原

理,用电子束和电子透镜代替光束和光学透镜, 使物

质的细微结构在非常高的放大倍数下成像的仪器。

电子透镜是电子显微镜镜筒中最重要的部件,它用

一个对称于镜筒轴线的空间电场或磁场使电子轨迹

向轴线弯曲形成聚焦,其作用与玻璃凸透镜使光束

人,两位物理和数学的科学巨人,就在持续他们将近

一个世纪的学术讨论。

就在来南开大学讲演的车上, 彭老还向同行的

理论所研究生询问当时理论物理的前沿进展。这让

我们钦佩不已, 同时又深深地自叹我们为什么没有

对学问的这种执着。彭老能够成为理论物理界的泰

斗,与这份来自心底对物理的热爱和追求是分不开

的。彭老对待物理一丝不苟的求索精神深深印入了

我们每个南开物理人的心中。

彭老的这次讲演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办�今日物
理 讲座的步伐。�今日物理 通过每周一次的讲座,

给学生以启发, 其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就

是如何在未知领域中探索新的物理, 这正是彭老先

生对我们年轻人的期望。今后我们会更加努力, 为

培养对社会有用的物理人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两年过去了, 记忆中的情境恍如昨日,彭老却已

然离我们而去。在这里, 我们谨表达对彭老先生深

切的追思, �今日物理 的所有成员和南开学子永远

怀念彭桓武先生。我们今后的成绩也有彭老先生的

心血。我们要学习他读书、做人、做学问, 为人类、为

科学做出贡献。

沉痛悼念彭老先生!

(天津市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今日物理 小

组 �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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