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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的工作要围绕着这个观点作重新安排
。

�把加在石英晶体上的锯齿波电压改为正弦波
,

把

全室惟一的一台百道分析器调来归我用
,

既可避免

衰减振荡谱
,

也可以进一步地检验我的看法是否对
。

 决定与我一起参加 !∀#! 年 ∃ 月在匈牙 利召开 的
“

社会主义国家低能物理会
” ,

由我作报告
。

商量后

决定我 的报告题 目是
“

穆斯堡 尔效应和经典物理

学
” ,

内容包括 %部分
& ∋ ( # )

的穆斯堡尔效应
、

测不准

原理的检验和 了射线在引力场的红移现象
。

我很高

兴
,

同时也深切地感到吴健雄是我的后盾
,

没有她的

文章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
。

!∀ #∗年初张文裕教授来

联合所担任中国组组长
,

我被调去作他的助手
。

这

项工作就停顿了
。

我第一次见到吴健雄是在 !∀ ∃+ 年
,

那 时我是高

能所物理一室室主任
,

负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

的谱仪设计和建造工作
。

一天有人敲办公室 门
,

一开

门竟是在叶铭汉所长和谷羽 同志的陪同下 的吴健雄

教授和袁家骋教授
。

叶所长叫我陪同参观物理一室

和作介绍
。

参观完告别时我 向吴教授表示了敬意
,

并简单几句说明了 !∀ #, 年 ∋ ( ‘)上穆斯堡尔效应的工

作
。

她想 了一想
,

终于听懂了在 !∀#, 年我的一项工

作得到了她的文章的支持
。

她说愿意看看我的这篇

文章
。

因为没有准备
,

答应以后给她送去
。

一次宴

会
,

我接到通知 出席作陪
,

就准备好了复印件
,

散宴

时交给了她
。

几天后
,

被告知具体时间地点到旅馆去

看望她
,

谈话中呆教授 除了详细询 问文章中的一些

问题外
,

也问了一些 当时的工作情况
,

从谈话中可以

感到她仔细看了文章
,

对我个人也是非常关怀的
。

!∀ ∃ # 年我陪 同父亲严济慈去美国参加弱作用

宇称不守恒 %, 周年纪念 会
,

在纽约停留一周
,

大部

分时 间是 吴 大 酞
、

吴健雄
、

袁家骏
、

李政道
、

秦蕙

君
、

父亲和我 ) 人一起渡过 的
。

所以我对吴健雄和

袁家骆的称呼也 由吴先生
、

袁先生改为吴阿姨
、

袁老

伯
。

这里仅讲两件事
,

一是在李政道家晚宴
,

是流水

席方式
,

来客足有 #,一), 人
,

休息时吴健雄 叫我坐

在她旁边
,

问起了家里的情况
,

在餐 巾纸上写着我兄

弟和子侄的名字
。

她笑着指着我儿子的名字小健和

侄子的名字小雄
,

说这是严家的健雄
。

尤其是她知

道他们俩都是学物理的
,

小雄在工程热物理所工作
,

小健在北大学习物理 时
,

她非常高兴
。

在新年的贺

信中对小健学习物理还说了许多关心的嘱咐
。

另一

件事是报告会休息时吴健雄和任之恭正在和我父亲
·

+∃
·

谈话
,

我也在旁边
。 −

这 时西欧中心阿来复实验负责

人斯坦博格领着西欧中心探测器发展研究组组长夏

帕克来看我父亲
。

斯坦博格说
& “

你还记得我吧 . 我

叫斯坦博格
,

/ 月访问中国时你接见过我
。 ”

接着 指

指我说
& “

我们在一起工作
” ,

又指指夏帕克说
& “

这是

夏 帕克教授
,

法 国科学 院院士
” 。

这时
,

麻省大学 的

梁 恩佐教授挤到了我和斯坦博格之间
,

抢拍下一张

难得 的照片
。

交谈中
,

吴健雄对斯坦博格和夏帕克

说
& “

严武光在 %, 年前曾经作过一个有 关 ∋ ( #) 上穆

斯堡尔效应非常出色的工作
,

观测到了测不准效应
。

我 当时也用 01 /) 的穆斯堡尔效应研究 了测不 准原

理
,

可惜 当时我们互相不认识
,

要不然我们一定是很

好的合作者
” 。

以后斯坦博格成为 !∀ ∃ ∃ 年诺贝尔物

理奖得主
,

夏帕克成为 !∀ ∀∗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

大约是 !∀ ∃) 或 !∀ ∃ ∃ 年秋天
,

突然接到通知
,

说

吴健雄要见我
。

按指定的时间到了北京饭店
,

在走

廊里一位 中年女同志正在等
,

并把我引进了吴健雄

的房间
,

她也就离开了
。

和上次一样
,

在房内就剩下

吴健雄和我两人
,

这给人一个很不同的感觉
,

在公开

场合见到的总是昊健雄
、

袁家骆夫妇形影不离的景

象
,

可能在工作时他们又是互不干扰吧 . 我还是和

!∀∃ # 年一样 叫她吴阿姨
,

她急忙更 正说
& “

不敢当
,

不敢当
,

严老先生和严老夫人是我的老师
,

他们两人

!∀ ∗∃ 年在上海 中国公学教书
,

!∀ ∗∀ 年我在中国公学

听了一年课
。 ”

谈话逐渐转入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和北京谱仪的工作
,

吴教授问得非常具体
,

非常详

细
。

她说了许多勉励 的话
,

还说张文裕先生 曾和她

谈起过我
,

张先生非常夸奖我
,

赞赏我
,

说我是他 回

国后最得力的助手
,

所以在决定搞高能以后又把我

从原子能所调回到他身边
。

当时我工作 已有变动
,

不再负责北京谱仪的工作
−

慢慢地
,

吴健雄注意到

我有难言之处
,

就问是不是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
,

遇

到什么不顺心 的事
。

一句话问到 了心坎上
,

一阵辛

酸
,

热泪涌到眼眶
,

我强忍住
,

半天没有说话
。

昊教

授说
& “

要是 %, 年前
,

我或许还能帮帮你
,

可是
,

现在

⋯ ⋯
” ,

她的音调也很低沉
,

话说到一半
。

我深深地

感到她的关怀
。

我曾听说过吴教授也有一些不顺心

的事
,

所 以意识到这个谈话不宜再继续下去
,

站起来

告辞
,

小声地说
& “

我走 了
” 。

当我伸手去拉门把手

时
,

回头看到吴教授送到了门口
,

吴教授说
& “

下次把

严家的健雄带来我看 看
。 ”

一 句话扭转了整 个气

氛
,

我告诉吴教授他们两人都已去美国学习
,

小健在

加州理工学院念大学
,

小雄在圣母大学作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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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喇格父子对早期凝聚态物理学的贡献

刁 述 妍
5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物理系

,

临沂 # 2 6%% ∃4

凝聚态物理学是一 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

已成

为当今物理学异常活跃的领域
。

凝聚态物理学发展

得如此迅速
,

是与许多科学家的努力分不开的
。

从

历史上来看
,

凝聚态物理是固体物理 的向外延拓
,

固

体物理又以研究晶体开始
0

本文介绍的就是布喇格

父子在研究晶体结构方面取得的成就
。

一
、

生平简介

威廉
·

亨利
·

布喇格 57∗ ∗8∗ 9: ;+
< =. > =9? ?,

∃≅ 6 #一 ∃ & ∀ # 4出生于英格兰西部的坎伯兰
。

∃ ≅ ≅ 1 年

毕业于剑桥大学
。

先后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

授
,

利兹大学教授
,

伦敦大学教授
,

伦敦皇家研究院

教授和 院长
,

纯粹和应用物理学 国际联合会主席
。

∃& % 2 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

主要从事 Α 射线
、

快带电离子的穿透和致电离本领
、

Β 射线结构分析
、

Β 射线谱学方面的研究
。

∃ & ∃# 年在实验上证明了晶

体结构的周期性
,

∃ & ∃3 年
,

用 电离室探测 Β 射线径

衍射的反射线
,

获得了成功的衍射样 图
,

同年制成第

一台 Β 射线谱仪
,

用以研究 Β 射线的光谱分布
、

波

长与普朗克常数之间的关系
,

以及发射体与吸收体

的原子量等等
。

著有《放射性研究》
、

《晶体分析 导

论》
、

《电磁学史》等
。

威廉
·

劳伦斯
·

布喇格 57∗ 88∗ 9: 89Χ =+ <Δ + > =9? ?,

∃≅ & %一 ∃&2 ∃4 是 ;
·

布喇格的儿子
。

出生于阿德莱

德 5澳大利亚 4
。

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 5∃ & %≅4 和剑桥

大学 5∃ & ∃ ∃4
。

先后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

英国国家

物理实验室主任
,

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和卡文迪什

教授
,

伦敦皇家研究 院院长
。

从事 Β 射线衍射理论
、

Β 射线结构分析
、

金属和合金 中的多行性和相变性

问题
、

蛋白质化学
、

物理学史等方面的研究
。

∃& ∃# 年

与武尔夫各 自独立地发现联系 Β 射线波长 与晶体

点阵常数的方程
,

奠定了 Β 射线谱学 的基础
。

∃& 3&

年
,

利用 Β 射线获得 晶体原子结构的光学象等
,

主

要著作有仪射线与晶体结构》5与其父合著 4
、

《电子

衍射》
、

5与其父合著 4
、

《矿物的晶体结构》等
。

小布 喇格和父亲在 Β 射线和晶体结 构的实验

研究方面合作非常密切
,

他们利用 Β 射线对晶体结

构进行分析
,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分享了 ∃& 巧 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

布喇格父子是 自诺贝尔奖颁发

以来父子同时获奖仅有的一次
,

时至今 日
,

小布喇格

仍保持着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获奖年纪最轻的纪录
。

二
、

科学背景

对晶体宏观结构的观测和研究从一千年以前就

开始了
。

∃2 ≅ ∀ 年
,

法国矿物学家奥伊在其著作《晶体

结构理论》中
,

强调所谓
“

组成分子
” 。

这篇论文奠定

了晶体学的基础
。

十九世纪末
,

晶体是 由小的
“

组成

分子
”

堆积而成的思想 已为人们普遍接受
,

这些小的
“

组成分子
”

就是原子和原子 团之类
,

晶体则是他们

排列的三维周期阵列
。

但是
,

这种把晶体结构看作

晶体点阵的思想
,

是真实的客观实在呢
,

还是一种理

想 图象Ε 直到 ∃& ∃# 年
,

劳厄和他的实验助手非里德

里西与克尼平合作
,

发现了晶体对 Β 射线的衍射现

象
,

认为 Β 射线是 电磁波并初步揭示 了晶体的微观

结构
。

三
、

布喇格父子对晶体微观结构的解释

和劳厄一样
,

;
·

布喇格也在研究 Β 射线的本

我带上门以后
,

热泪终于夺眶而出
。

这以后就再没机会向吴教授求教
。

但新年还曾

收到过几次吴健雄和袁家骋的贺年短信
,

当他们回

中国时
,

也还见到几次
。

∃& & # 年 1 月 3∃ 日在钓鱼台

国宾馆举行 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
,

我远远地看见了

吴教授
,

多想 向她问候
。

可是到晚宴 5流水席4时没

有找到他们两位
,

很遗憾
。

事后才知道
,

那天是吴健

∃3卷#期 5总2∀期4

雄 ≅% 整寿
,

他们已提前离去
。

∃& &∀ 年暑假我
、

爱人
、

�Φ子小健和儿媳
,

自波士顿开车去纽约度周末
,

正好

侄儿小雄也在纽约
,

我们打算去看吴教授和袁教授
,

可惜没有联系上 Γ 没想到就再没有机会看到吴教授

了
。

在此
,

谨道一声
Η “

吴阿姨
,

我们怀念您 Γ
”

祝袁老

伯身体健康 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