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6 · 现代物理知识 

物理学的未来在于年轻人 
——访高洁院士 

黄  寰 

早就想采访

高洁院士，但几次

打他的办公室电

话均无人接听。直

到四川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上，笔者才看到

参会的高洁院士，趁选举投票的间隙，主动上前与

他联系。高院士欣然同意接受采访，并留下手机号，

约定我周一与他联系。当周一打通高院士的电话时，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为难：“我这里正在忙着，你

可否等两天再与我联系？”等到了周三，我再次打

电话过去，刚一开口，高院士就已听出我的声音：

“是黄寰吧？这样好吗……”他顿了顿：“明天下午

四点多我要做个报告，五点可以接受你采访，你过

来吧。”待我到高院士所在的四川大学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办公室时，却见大门紧闭。左等右等之下，

忐忑不安地再给高院士打手机。原来，高院士已回

到了他的实验室，他让我就在实验间隙中进行采访。

于是，在这间五六十平方米、里面摆放着多台仪器

和计算机的实验室，在高院士与众多学生、合作研

究者紧张有序的科研中，进行了这次访谈。 
科研不是工厂，“基础研究不要急于求成” 
采访话题是从高院士正在进行的实验开始的。

他从中国测量技术研究院来到四川大学后，于 2003
年开始负责建立了这个“低维与介观物理实验室”，

目前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表面声波在

两维电子气中的单电子输运”等课题研究。 
高洁院士从事的是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我

们现在的工作，是研究纳米结构中电子的量子输运，

属于凝聚态物理的前沿内容。当一个半导体器件体

积越来越小，就出现了一些量子现象。为什么要求

电子器件越来越小？这是因为，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其速度越来越快、硬件越来越大，于是要求电子器

件的尺寸尽可能小。随着 80 年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光刻、电子束刻、智能系统等科学技术的运用 

 

5 月，纽约召开了关于萨哈罗夫生平及其工作国际专

题研讨会；全球许多高校授予他名誉博士。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亲自打电话给萨哈罗夫，

请他返回莫斯科。1986 年 12 月，萨哈罗夫被解除

软禁，这样萨哈罗夫夫妇回到莫斯科、返回科学院

的工作岗位。其后，他继续从事宇宙学研究，尤其

是重子不对称性起源的研究；同时，仍积极参与争

取公民权等活动。 
萨哈罗夫相信宇宙无限重复的思想，研究过宇

宙大爆炸以前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他在宇宙学上的

主要贡献是重子不对称问题的研究，他还是最早指

出宇宙中可能存在大量暗物质的科学家之一。萨哈

罗夫研究过夸克理论，还试图提出量子引力理论。 
1988 年，他获得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的国际

人道主义奖。 
因他科研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成绩，萨哈罗夫获

得过苏联的许多重要勋章（列宁勋章两次、斯大林

勋章一次、苏联最高荣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三次等），他是获得苏联勋章最多者之一。 

1989 年 3 月，经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萨哈罗夫

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几经周折，他又当选苏联最高

苏维埃的委员。同年 6 月，他提出修改苏联宪法第六

条的动议。同年，他因心脏病突发在家逝世。戈尔巴

乔夫等苏联高官参加了在莫斯科一个公墓举行的萨

哈罗夫遗体安葬仪式，并对他予以高度评价。 
他的文章还有《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等；

1991 年，萨哈罗夫遗著《忧虑和希望》在莫斯科

出版。为纪念他，莫斯科有条“萨哈罗夫街”；欧

盟设有“萨哈罗夫人权奖”（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等。2001 年，美国总统布什在萨哈罗夫诞辰 80 周

年纪念会上指出：“不论在俄国还是整个世界，他

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希望与精神的

灯塔。” 
（上海市徐汇社区学院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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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单电子运动的实验操作成为可能，特别是运用单

个电子运动原理制作的电器具有功率消耗极小、电

荷灵敏度极高、集装密度极大等优点。到了纳米尺

度，宏观、传统的物理规律已不适用，出现了量子

现象。这时电子运动的规律就与常规不一样了，必

须研究量子的输运”。 
说起自己的专业和研究领域，高院士兴味盎然

而又耐心地上了一场“科普课”：“在这个领域，低

维是指电子运动的环境不是考虑三维的，而是考虑

在一个平面上运动，是一维两维空间的运动。由于

电子器件内电子活动的范围限于纳米、微米尺度，

这个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领域，叫介观物理。现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纳米器件中低维介观的电子特

性，是在极端电流、极低温度、极强磁场的情况下

进行的实验。” 
经过高院士等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白手起家

建立起来的“低维与介观物理实验室”已成为以牛

津仪器公司稀释致冷机为主体的国际一流极低温凝

聚态研究实验室，其设备达到极低温度和极高磁场，

温度已接近绝对零度，控制在 0.03K 范围内；磁场

最高可达 12 万高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磁场不过几

百高斯）。 
说到眼下的研究，高院士认为可能有两个方向：

一是通过实验工作，“看有无可能作为计量电流的

基准”；二是“应用在量子计算机的计算，促进量子

信息传输，将可能对信息科学有非常大的促进。”他

直言自己现在的研究是建立在剑桥大学相关科学家

最先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就是要研究一些基础性

的、他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为此，高院士和他的学生、合作者们两年多来

已进行 50 多次实验，每次的实验时间都要连续进行

10 天以上，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次日凌晨一两

点，“做实验的费用很贵，主要是所需的液氦很贵，

由于液氦易于挥发，开一次机就要花费 3 万多元，

所以我们一定要抢时间，尽可能多出数据。”高院士

的学生笑言，他们跟着高老师就没想到要休假，上

次的实验是从“十一长假”开始的，实验还没结束，

长假已放过了；此次又是元旦前夕开始，持续到元

旦以后。 
两年多做一项研究长吗？“不长，基础研究就

是如此。我个人的观点是：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

中，许多人从事应用研究，这是国家科研的主战场，

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如研制一种直接用于改进

汽车等动载工具、计算机等通信工具的新型芯片、

新型机器。但有些更基础的原始创新，暂时是没用

的。像激光，现在大家知道它的应用极广，但刚发

现时，发明人也没想到将来有什么用处。半导体的

研究也是这样。”高院士对自己现在的基础研究有清

醒的认识，“我们的基础研究如果有什么发现，以后

能用在什么地方，或许需要另一些科学家来研究、

转化和拓展。对基础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它的特点

就是周期长，国家批了经费不能马上就要成果。科

研不像工厂，年初给钱，年末就要产量，这不现实。” 
由于基础研究周期长，高院士强调科研人员就

必须要有更长远的目标，“我现在做了介观低维物

理这个前沿项目后，准备再继续进一步拓宽。看超

导约瑟夫森器件有无可能用在量子信息方面；有没

有可能在纳米管、纳米线的电子输送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物理规律。科学研究要不断发展，这一步没

有做完时，要看到下一步，不能只看到眼前一点儿”。 
科学研究重在首创、关键在合作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创新：“就像激

光，以前是没有的。如果是首先用中国的工艺、材

料在国内条件下做出来，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但这

种创新并没什么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首创。”高院

士提到液体氦的超导研究最先是由荷兰人卡麦

林·昂内斯开始的，他在 1913 年的诺贝尔领奖演说

中指出：“低温下金属电阻的消失不是逐渐的，而是

突然的，水银在 4.2K 进入了一种新状态，由于它的

特殊导电性能，可以称为超导态。”高院士如是诠释：

“如果你能重复他的实验也了不起，但毕竟原创人

不是你。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强调原始创新。

从诺贝尔科学奖来看，实现重大发现的华人都集中

在物理学科，你看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

哲、朱棣文和崔琦，就这几个人，他们大部分创新

实验都是在西方进行的。” 
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现在的国内条件大不

一样了，国家正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许多项目如

没有创新就得不到经费支持。有了创新不仅得到支

持，还会有相应的鼓励。”但高院士十分冷静，“我

们现在的创新仍有一个过程，毕竟基础不如西方，

落后了这么多年，而且在思维方面，我们往往对于

老师没说过的、著名教材书上没说过的、著名科学

家断言的结果不敢否决。特别是青年人要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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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容易保守。” 
在科学创新中，高院士特别强调团队合作。以

他所负责的“低维与介观物理实验室”为例，“整个

团队由三方面的研究人员组成：一是研究物理的，

二是研究低温技术的，三是研究电子学的，体现了

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性。现在提倡研究交叉学科，我

们的研究既有物理学科、又有信息学科，还涉及材

料器件制作等。这样容易有新的发现。”重视多学科

交叉的原因在于：“不同学科的观点不一样，人的思

维方式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可能你忽视的东西，

另一个学科则很重视。特别是在基础性大的交叉研

究中要注意合作，要善于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你在

电子理论比较强、他在物理理论比较强，如果不合

作，所有事情都由一个人包下来，往往只能从零开

始。合作好的一个前提是尊重。在尊重的前提下实

现双赢，大家都能从合作中得到益处。在团队中，

要有这种合作精神；与外单位的合作也必须如此。”

高院士的团队中不只限于他的学生和同事，还有很

多合作单位，这些科研力量都凝聚在一起共同努力。 
实现创新要有一种精神、一些方法 

如何才能坚持创新，站在学科的前沿？“原始

创新一定要有种精神”，高洁院士以英国物理学家约

瑟夫森为例。他在 22 岁时作为剑桥大学一名在读博

士生发表了一篇论文，从理论上预言：对于超导体-

绝缘层-超导体互相接触的结构（也叫 S-I-S 结构），

只要绝缘层足够薄，超导体内的电子对就有可能穿

透绝缘层势垒。这篇发表在《物理快报》上的论文

只有短短两页，作者没有名气，又与传统观念相悖，

因此当时很多行家都认为不可能。但一个理论的真

假是由实验来检验的，约瑟夫森的理论在 1962 年提

出，次年得到检验。1972 年，33 岁的他因为那篇小

论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轻人不受传统约束，

有创新精神。哪怕是与原来的理论不一样，也要敢

于去想”。 
要实现创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耐得住

寂寞，一个成果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出来的，往往要

两三年、七八年甚至更久，不要急于求成。这就要

求社会认同这种科研精神。如刚才所说的，科研工

作者刚一拿到经费，就面临很大压力、很多质疑：

怎么没有发表论文，怎么还没有重大发现。这就可

能出现还没有多大发现时，就随便敷衍几篇论文。

因此，对于年轻人的长期研究，一定要鼓励他、理

解他、支持他。” 
创新当然要得法，高院士认为必须注意的关键

一点就是：“要注意与国外的交流。国外有些实验室

在某些领域领先，要熟悉但不能一味重复别人的工

作，别人没想的要做出来。如果老跟在别人后面，

别人做什么、自己做什么，就只有模仿、没有创新。”

那么，该如何与国外有效交流呢？高院士提到三个

途径：“一是发表的论文，这样传递的信息比较慢。

二是交流，到国外实验室短期访问，可能几个小时；

以及几个月、半年的短期客座研究；或者请他们来

访问交流。三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般情况下初

步研究结果都会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同时进行讨

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途径。” 
心存高远，但“要脚踏实地从平凡事做起” 
高院士招生非常严格，有学生在网上的论坛中

甚至说：“挑选学生严格的高院士已连续两年未招

生了”，一求证，还真是如此。高院士在连续两年未

招硕士的情况下，今年才又招了一名博士生、两名

硕士生。难道是高院士过分挑剔、不喜欢年轻人吗？ 
“我招学生的要求既严又不严”，高院士微笑，

“招学生不能光看分数，要看学生是否对物理学感

兴趣，是否为了事业，不是为了毕业后找个工作，

有个好待遇。首要的是对物理着迷。”这种着迷是种

志向，“现在的社会要鼓励年轻人献身志向，不管是

物理、生物，还是历史、文学，一定要选一个志向。

人的志向要高远。不能只是为了找哪个公司工资高、

买个车、买个房，那个目标太低了，是生存目标，

很容易达到，达到了就没有什么动力了。人一定要

在事业上形成目标，要在哪些方面做出贡献，这种

贡献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买房子就一个人住，

但你的发明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如爱迪生的电灯泡。

现在如果有这样重大的发明，对整个社会、国家的

贡献就太大了。” 
说到志向问题，高院士引用了美国著名诗人朗

费罗的一句诗：“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 ,不是享

乐，也不是受苦,而是行动，在每个明天，都是比今

天前进一步。”“如果你想射中目标，必须瞄得更高

些，只有树立远大目标，即使没有完全实现，也已

达到很高境界；如果目标设定得很低，就很世俗，

很难有大的作为”。 
高院士说他很爱看一些科学家的传记，还爱看

中央电视台的人物专访栏目《大家》，“曾有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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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关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院院士王大珩的，

他在国外留学待遇很好，但把国家的命运看成自己

的命运，把自己的学习与之联系起来。在博士论文

快写好时，抗战爆发了，国内急需光学玻璃，他马

上决定论文不答辩、学位也不要了，立即回国。”高

院士对今天许多年轻学者的爱国之情很是欣赏：

“我半个月前在北京评审一个长江学者，在剑桥大

学拿的博士，在美国一高校得到了终身教授职位。

在英、美连续待了 10 多年，现在回到国内。清华大

学很看重，准备把他聘为长江学者。”“从现在的条

件来看，国外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一般还是比在

国内好，但不管怎么工作，那是给人家干的。国家、

老百姓培养你，费了这么多心血，不是为了让你出

国一走了之。要鼓励在国外合作、留学的回国，为

自己的国家服务，这是一个志向问题。” 
有了志向，更要“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

高院士如是告诫今天的年轻学者：“现在的物质条

件改善了、经济发达了，经济条件与 10 年前相比大

为提高，但不能过分强调个人的物质享受，不然就

没有什么动力了。年轻时要刻苦，每个人的时间都

很有限，每天工作要紧张，不能贪图安逸。很多时

候都要研究很长时间，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在休闲时

做出来的。1865 年，奠定芳香化学基础的德国著名

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某晚在火炉旁边打盹时，

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在旋转，醒后受到启发，

悟出苯的分子结构是环形的，为有机化学做出了巨

大贡献。如果他不是一直在努力、不是白天整天地

想，就不会有这样的梦。” 
科学工作其实很平凡，“基础很重要，特别是要

强调动手能力，不能只空对空地理论，理论正确与

否，要靠实验。要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比如

技巧、操作设备，不能脱离实际来做理论。有些人

认为，学习物理仿佛是在象牙塔里。其实不是这样，

你看到了，就是拧个螺丝、抄个数据，也需要长期

积累。要从平凡事做起，不能马马虎虎。” 

采访后记 
“谈什么都好，就是不要谈我自己”。 
笔者原打算写一篇有关高洁院士科研历程、事

迹的通讯。因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想穷根究底，

找到院士科研之路的成功诀窍。但进行采访时，高

院士第一句话就把我的口给封住了：“今天采访就

不要谈我个人的事，只谈一些对科学发展的看法和

有关工作中的情况，好吗？”其后，我无论怎样往

高院士过去的经历上引导，都会被他一口打住，只

谈对创新的看法和对年轻人的期望。 
在采访中，我看到高院士对待自己的学生非常

严厉，甚至当着我这个“外人”大声喝斥：“干嘛坐

在那里记录？只动手、不动脑，还不如录音机呢！”

同时又十分关心他们：“快！你师姐还没吃饭呢，快

给她拿个盒饭来！”在采访的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

手：“谢谢你今天一直坐在这里，很敬业。” 
或许我的采访已经有了答案：高院士的成功来

自于他对科研事业的执着、对他人的关心、与他人

的互利合作，成人也达已。 
高洁院士简介 

1937 年 6 月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62 年 9 月

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任四川大学凝聚态物理

学科首席教授。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
年 12 月负责完成国家重点项目“利用超导约瑟夫

森效应监督并保持国家伏特基准”，并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1987 年～1990 年在今美国国家

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从事合作研究，获美国商务部

NIST 奖状。1988 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称号。1993 年 12 月负责完成“国家电压基准”，

后获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3 年 6 月在巴黎米制公约

大会上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1999 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 年 4 月获国务院“全国

先进工作者”称号。 
（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学  610059） 

 

（上接第 71 页）来都把自己看作普通的人、平凡的人。

赵先生的平凡，更显出他的伟大。一位诗人曾经说过：

“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

着。”的确，有的人虽然显赫，在人民心中却不如一堆

粪土；赵忠尧先生虽然去世了，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最后，应当感谢两位作者，他们饱含深情的笔

触，为我们提供了一本难得的传记佳作。 
（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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