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狄拉克突出重围

欧欣最初对狄拉克 的评价显露 了一些实际情

况
。

他打听这位杰出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是否可 以

和普朗克
、

爱因斯坦和玻尔这些似乎突然 为诺贝尔

物理奖立下了标准的大师们相提并论
。

欧欣做出了

否定的裁决
。

但他想知道狄拉克之所以被迫面对这

一评价结果是不是因为时机不好而不是 自身 的能力

的原因

—
狄拉克在进人物理学领域后不得不面对

海森伯
,

并且把 自已的创造力和精力投放到解决这

位德国物理学家的理论的矛盾上
。

注意到狄拉克的

绝大部分工作才刚刚发表
,

欧欣确信物理学界 的这

颗新星会在今后的某个时候取得真正的伟大成就
。

��  年 � 月份
,

欧欣 的想 法发 生 了变化
。

此

时
,

他极力主张把狄拉 克排进诺贝尔奖候选人 的行

列
,

因为狄拉克关于存 在着正 电子的奇特预 言已经

被两个相互独立的实验 所证实
。

令欧欣满意的是
,

这是量子力学导致发现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
“

现实

实在
” ,

这一发现使新原子理论的一个最大的限制性

难题变成了一个支持例证
。

在 ��   年 � 月初 的诺 贝尔奖评奖委 员会会 议

上
,

欧欣把狄拉克列人与海森伯和薛定谬相 同的专

门报告 中
。

他此时认为这  位物理学家是远远超出

其他候选人 的佼佼者
。

欧欣 主张把 ��  ! 年的诺贝

尔物理奖授予海森伯
,

但强调是 因为氢的同素异形

体的发现而不是 因为不确定关 系原理
。

然而
,

他 同

意把海森伯表述为量子力学的创立者
。

同时
,

欧欣

决定由薛定愕 和狄拉克分享 ��   年 的诺贝尔物理

奖
,

以表彰他们创立了对原子物理学有重要 贡献且

相当具有开拓性的基本理论
。

欧欣明确表示至少在他 的有生之年
,

泡利和玻恩

都得不到期望中的诺贝尔奖
。

其实
,

他们都在量子力

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

但根据欧欣的说法
,

泡利的颠峰时期 已经过去
。

虽然沃勒设法使他相信

泡利当时发表论著的频率较慢也许与他选择去对付

相对困难的问题有较大关系
,

而不是所谓的智力衰

竭
。

但是
,

欧欣还是决定泡利不应被授予诺贝尔奖
。

直到 �� ∀∀ 年

—
欧欣去世的那一年

,

他一直不

承认泡利对量子力学 的贡献
,

认为泡利的工作是一

些玄学的东西
。

第二年沃勒进人诺贝尔奖评奖委员

会
,

并促成泡利荣获 �� ∀#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

玻恩

等待的时间更长
,

直 到 ��# ∀ 年才得 以获奖
。

虽然海

森伯于 ��   年曾给玻恩写信对他们没能共同分享诺

贝尔奖表示遗憾
,

但他并没有采取补救措施
。

例如
,

∃ ∃

他没有对当时已因为纳粹反犹太主义而沦落为难民

的玻恩进行推荐
。

狄拉克
、

薛定谬和海森伯获得诺贝

尔奖是理所当然的
,

但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向量子力

学的开创者们分配奖项的方式也许有失公正
。

持久的困惑

正如上述情节所披露 的那样
,

若想了解诺 贝尔

奖 的授奖
“

原 由
” ,

必须洞察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及

其瑞典背景
。

诺贝尔奖前 #% 年的授奖历史 &其官方

档案现 已解密 ∋表明
,

诺 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某些委

员带着强烈的个人意图和偏爱
,

还有些委员根本无

法深人理解超出他们的智力水平 的科学成就
。

当然
,

即使在比较近的年代
,

仍然有人不断对诺

贝尔奖提出抱怨 和疑问
。

这其 中包括狄拉克
,

他对

!% 世纪 ∃% 年代末和 (% 年代末为理论粒子物理学授

奖遇到的困难感到沮丧
。

他了解到诺贝尔奖评奖委

员会 中的某些委员完全不希望为理论工作授奖
,

而

其他委员对理论工作应该得到何种程度的实验验证

意见不一
。

恰如狄拉克于 ��   年感受到的那样
,

诺

贝尔奖 &好也罢
,

坏也罢 ∋好 比是一块镌刻着人类弱

点的金字招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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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
”

二字入诗非始于杜甫

王 鑫
&湖南大学物理系 长沙 ∀� %% )!∋

李政道先生在 ! %% � 年 �% 月 ( 日人民大会 堂所

作 的《物理 的挑战》对
“

物理
”

二字的起源有一点考

证
,

认为是最先出现在杜甫公元 ( #) 年创作的&&曲江

二首》中
,

诗云
“

细推物理须行乐
,

何用浮名绊此身
” 。

李先生还进一步推测说
,

杜甫缘何 能发 明
“

物理
”

一

词与其当过
“

工部侍郎
”

的经历有关
。

根据李先生报

告录音整理的文字材料可参见《新华文摘》!% %! 年 �

期 �∀ ( 一 �# ∀ 页
。

在杜甫的这两句诗之前约两年
,

即公元 ( #∃ 年
,

盛唐诗人王昌龄去世
,

他生前一首名诗叫《宿溺上寄

侍御玛弟》
。

其中有两句是
“

道契非物理
,

神交无 留

碍
” 。

可见
“

物理
”

二字人诗非从杜甫始
。

“

物理
”

二字最早出现在古籍中
,

很可能是在 &&淮

南子》卷六之
“

览冥训
”

中
,

云
“

故耳 目之察
,

不足以分

物理 5心意之论
,

不足 以定是非
。 ”

至于
“

物理学
”

一

词
,

则是在 �� 世纪末从 日本
“

进 口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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