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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享有美国“氢弹之父”美誉 ;

他 ,因陷害“原子弹之父”遭唾骂 ;

他 ,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

2003 年 9 月 9 日 ,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爱

德华·特勒去世 ,享年 95 岁。

“氢弹之父”出生在犹太家庭

据美联社报道 ,半个多世纪来对美国防御政策

产生重大影响、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美国著名

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 ( Edward Teller) 因脑中风 ,

于 2003 年 9 月 9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家中

去世 ,享年 95 岁。

爱德华·特勒于 1908 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 ,父亲是一名律师 ,

母亲是钢琴家。和爱因斯坦一样 ,将近两岁才张口

说话的特勒在小学就显露出超人的数学才能。童年

时代 ,他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一战后 ,特

勒离开了匈牙利前往德国学习 ,成为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沃纳·海森堡的得意门生。1930 年 ,特勒获

得了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 ,并在德国的一

所大学任教。1935 年 ,由于纳粹势力的甚嚣尘上 ,

特勒和妻子米奇被迫离开德国前往美国执教于乔治

华盛顿大学 ,直到 1941 年才离开该校 ,而他就是在

那一年成为美国公民。

为第一颗原子弹问世立下汗马功劳

特勒是世界上著名的核物理元老 ,并在二次世

界大战的时候积极投身于核武器的发展和研究。今

年 7 月 23 日 ,他因在科学界的出色造诣和贡献 ,被

布什总统授予美国公民的最高奖章 ———“总统自由

勋章”。特勒将毕生的精力用以研发美国的核武器

以及战略防御体系 ,因此对美国的国防和能源政策

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9 年初 ,丹麦著名的物理学家波尔从两位刚从

德国逃亡出来的物理学家那里知道德国已经开始研

制原子弹的确切消息 ,他立即前往美国 ,将这一消息

告诉正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等科学家 ,这些深知核能巨

大威力的科学家对此忧心忡忡 ,他们知道如果纳粹德

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 ,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

核灾难 ! 惟一的办法就是反法西斯国家抢在德国之

前制造出原子弹 ,所以特勒、费米和西拉德等科学家

出于历史责任 ,从 3 月 17 日起在美国积极奔走 ,呼吁

美国尽快开始研制原子弹 ,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难以

理解这一新生事物 ,将这些科学家视为“怪人”,对他

们的建议嗤之以鼻。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科学家心

急如焚 ,他们认为只有绕过上层官僚 ,直接将建议交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 ,才有可能尽快开始研制工作。因

此 ,特勒和利奥·西拉德于 7 月下旬拜访了定居纽约

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听明了来意 ,这位具有强烈正

义感和责任感的科学巨匠 ,欣然接受科学家们的委

托 ,在费米等人的建议报告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并

亲笔给罗斯福写了一长一短两封信。10 月 19 日 ,爱

因斯坦收到了罗斯福的回函 :“我已召集包括国家计

量局负责人和军方甄选出的代表在内的会议 ,全面研

究您所提出的关于铀元素的各项可能性。”1942 年 8

月 11 日 ,美国决定将所有分散的军队、大学和各实验

室研制原子弹的单位联合起来 ,并于 8 月 13 日将统

一的研制工作以“曼哈顿工程”为保密代号 ,著名的理

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为技术总顾问 ,该工程

由总统直接领导 ,罗斯福总统还赋予该工程“高于一

切的特别优先权 !”。整个“曼哈顿工程”规模异常庞

大 ,共分为十六个分支工程 ,其中关键工程是位于新

墨西哥沙漠中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代号“Y计

划”,这里既承担原子弹的总装任务 ,又负责原子弹的

研制工作 ,是整个“曼哈顿工程”的核心 ,由奥本海默

负责 ,实验室地址也是奥本海默亲自选定的 ,这里汇

集了大批声名赫赫的科学家 ,因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

室被戏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集中营”。特勒不单

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

“曼哈顿计划”,而且还成为该计划的主要研究人员之

一。1945 年 7 月 16 日清晨 5 时 30 分 ,世界上第一颗

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 ,蘑菇状的云层象征了

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冷战卫士”催生氢弹出世

曼哈顿计划实现后 ,特勒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1949 年 9 月 ,前苏联出人意料地试爆原子弹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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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本人深受刺激 ,力主展开“核聚变”武器 ,即氢弹

的研究工作。他和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布莱恩·

麦克马洪一起游说当时的杜鲁门总统。1950 年 1

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继续研制“包括氢弹在

内的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研究小组在短短 1 年多

的时间 ,顺利将氢弹研制出来 ,取名叫“麦克”。

1952 年 11 月 1 日 ,第一枚氢弹“麦克”在由美国

政府托管的马绍尔群岛的恩尼威托克小岛上试爆成

功。其威力远远超过了设计者们的预计 ,产生了 1000

万吨梯恩梯当量的威力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 700

倍。氢弹的爆炸力量 ,使附近多个珊瑚小岛化为灰

烬。“麦克”爆炸后 ,核物理学家们明白了这样一个事

实 :氢弹的爆炸威力大小 ,与氢弹内氘的含量有关。

也就是说 ,氢弹在理论上是没有破坏力极限的。理论

上 ,只要装配足够份量的液体氘 ,一枚氢弹甚至可以

将包围地球的大气全部吹向太空 ,使人类窒息而死 ,

或者使大洋的海水涌向陆地 ,将整个地球变成汪洋。

有科学家说 ,氢弹的诞生 ,意味着地球上真正出现了

一种能够使世界顷刻之间走到末日的武器。

图 1 　爱德华·特勒在 1985 年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认为 ,特勒是美国当之

无愧的“氢弹之父”,特勒自己也没有推脱这一头衔。

1979 年 ,特勒突然患了心脏病 ,他意识到如果不提

前准备 ,说不定哪天自己就会连同一些秘密去到另

一个世界。于是 ,他向一位朋友谈了世界上第一枚

氢弹诞生的秘密 ,并将谈话录了下来。

从这盘录音带和其他渠道得到的资料可以得出

的结论是 ,特勒、加尔文和乌尔迪对于第一枚氢弹的

诞生 ,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特勒最初的基本设想

是利用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高温来引燃氢燃料 ,使原

子发生聚变反应 ,从而导致更大的核能爆发。不过 ,

当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实

现这一切。正在这个时候 ,加尔文来了 ,那是 1951 年

4 月。其实 ,加尔文在一年前的夏季假期时就已经到

过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实习 ,此次他重回故地 ,对于

氢弹的制造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51 年 7 月 ,

在征求了武器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工程人员的意见

后 ,加尔文拟定了第一个设计方案。关于这个设计方

案的特点 ,由于保密的原因 ,加尔文直到现在也没有

透露。总之 ,他的到来给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带来了

一股活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设计行列 ,世界

上第一枚氢弹诞生的进程加快了。

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之后 ,特勒还推动创办了第

二个全美国性质的科学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

实验室。1952 年 ,特勒任该实验室顾问 ,1954 年任实

验室副主任 ,1958 到 1960 年任该实验室主任。1975

年退休以后 ,特勒继续担任实验室的顾问。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特勒又意识到了世界各国弹道导弹的

威胁。1983 年 ,特勒劝说当时的里根政府推行旨在防

御突发导弹袭击的反弹道导弹计划。里根接受了这

一主张 ,提议以几十亿美元来发展战略防御体系 ,这

个体系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他也因此成为在民

主共和两党间左右逢源的“冷战卫士”。

“氢弹之父”与“原子弹之父”的宿怨

特勒不但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而且还毁了美国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J . Robert Oppenheimer , 1904～

1967)的事业前程。后者在 1942 年至 1945 年二战期

间 ,主持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第一颗原子弹

的工作。但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 ,他开始质疑发

明比原子弹更有威胁的武器的道义性。他要求国际

社会共同监督原子用途 ,坚决反对发展氢弹。然而 ,

特勒却主张全力发展氢弹。在利弗莫尔实验室任职

期间 ,他首次公开批评奥本海姆 ,认为他当时提出的

氢弹研制计划进展太慢 ,以至于让苏联后来居上。

之后他又受聘了胡佛研究所担任顾问。他制造更具

威力核弹的雄心壮志 ,遭到了主张集中精力制造原

子弹的奥本海默的反对。两人的交恶从此开始。在

“麦卡锡主义”盛行的 20 世纪 50 年代 ,奥本海默被

怀疑成“苏联间谍”而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而特

勒则是该案的重要证人之一。在听证会上 ,虽然他

没有直接指认奥本海默为间谍 ,但他告诉原子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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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调查小组 :“不能让奥本海默参与机密的核子发

展研究和决策 ,因为他诸多行为都令人费解 ,在安全

上有问题。”他这种做法遭到了当时诸多知名科学家

的非议。认为特勒为了完成自己对氢弹研制的野

心 ,在毫无证据情况下 ,对他原来的上司作了不利的

证词。他在核物理界的名声因此受损。但特勒对于

自己当年在奥本海默一案中的表现没有什么悔改之

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示 ,他现在仍然对奥本

海默不满 ,不过他承认当年的听证会是错误的 ,而他

的证词是“愚蠢的”。他同时指出 ,自己不是因为想

“公报私仇”才作证的 ,奥本海默长时间把他当作一

个外人才是他作出当年证词的原因。

自称是“不讲道义的核物理学家”

特勒是一个热情而沉思的人 ,同他在一起既令

人愉快也使人得益。关于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能

力 ,没有什么可以受人非议的地方。但在实现其科

学目的的政治方面。他就像个在舞台上谢幕的演员

一样 ,面对着一群意见不同的观众 :在些人将他作为

正面人物而欢呼。另一些人则把他当作反面人物加

以嘲笑。可以看一看 ,1970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激进

的左翼学生把特勒称为“战犯”。他们游行到特勒家

要焚烧他的住宅。1972 年 ,全国各地崇拜特勒的人

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创立了一个以特勒名字命名的

研究生中心。后来 ,特勒同这个中心说离了关系 ;这

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的复杂性以及他内心的混乱。

图 2 　晚年的爱德华·特勒

特勒称得上是核时代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在所有重大事情上 ,他都是一个危险人物 ⋯⋯要是

没有特勒。这个世界会比现在好”。这个看法是诺

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拉比在 1973 年发表

的。在另一个侧面同样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尤

金·维格纳则说 :“特勒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富有想像

力的。你知道 ,我认识爱因斯坦 ,因此我这么说是很

有份量的”。这就是对这位匈牙利移民所作的各种

评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虽然在工作上十分严谨 ,但生活中的特勒却是

一个兴趣广泛而不乏幽默感的人。特勒不仅是一名

乒乓好手 ,还经常演奏莫扎特等人的钢琴曲。即使

在他晚年中风后 ,医生问及他是否是那位“著名的特

勒博士”,特勒幽默地回应说 :“不 ,我是那个臭名昭

著的特勒博士。”特勒自称是“不讲道义的核物理学

家”,直到 2002 年初 ,还拒绝为其在冷战时期发展氢

弹向全世界道歉。在生命的最后一息 ,泰勒还坚持

认为他研制的武器将全世界从危险的边缘解救出

来。2001 年 ,特勒在他名叫《20 世纪科学与政治》的

自传中写到 :“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后悔当初研制了原

子弹和氢弹 ,我的回答是 :不。对原子弹造成的死伤

我很遗憾 ,但是我对自己行为最好的解释是 :如果我

们没有行动 ,世界将会怎样 ?”

科苑快讯
生产硅纳米晶体新工艺

德国普朗克微结构物理研

究所科学家发明一种生产硅纳

米晶体新工艺 ,硅纳米晶体常

被用于光电子学和信息存储器中。前不久为了制作

发光二极管及其类似器件 ,曾利用砷化镓、磷化铱及

其他类似化合物 ,但是几年前已查明 ,作为生产微芯

片主要原料的硅也适合同样的目的。问题在于 ,硅

具有宏观与纳米水平上的各种光学特性 ,这说明含

有大量微孔的硅片可以完全像砷化镓片一样发光。

硅能很好地应用于光电子学 ,首先是由于硅材料的

廉价和很容易获取 ,其次是由于能够生产辐射装置

和单片基芯片。

最近几年研制的以纳米水平加工硅表面的大多数

工艺都不能使科学家研制所需品质的辐射装置 ,直到

现在只有德国普朗克微结构物理研究所科学家小组才

成功地达到这一目的 ,该研究所科学家研制出受专利

保护高效廉价“剪裁”4 英寸片基硅纳米晶体新工艺。

德国科学家在所谓“超细晶格”基础上成功研制出多层

结构—由硅化合物非晶体层组成的结构 ,科学家将它

们在氮气中加热到 1100 ℃,结果形成超薄氧化硅层。

随后它们被分解成纯硅纳米晶体和非晶体 SiO2 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有消息报道 ,利用普朗克微

结构物理研究所科学家发明的新工艺成功地研制出

发光二极管和存储芯片。

(周道其译自俄《计算机在线》2003/ 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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