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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一生写 了 −∀ ∀ 多篇论文 和多本专著
,

还得过

./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被人们认为是 �∀ 世纪顶尖

的数学物理学家
。

一
、

物理是他的生活方式

维格纳 ./ ∀ � 年 .. 月 .1 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市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

他的父亲是该市的一家皮

革厂 的总经理
,

母亲是家庭妇女
。

维格纳从 − 岁到

.∀ 岁在家里接受初等教育
,

请家庭教 师教读
、

写
、

算
。

./ � ∀ 年中学毕业后
,

他深感若有所失
。

因受多

种条件的限制
,

使他不能继续学他所感兴趣的数学
、

物理
,

甚至几乎打消了他想当科学家的念头
。

最后

只能作出父亲为他安排的
、

明智的选择
,

进人布达佩

斯技术大 学学 习化学工程
,

准备将来 子继 父业
。

./ �. 年
,

.! 岁 的维格纳第一 次远 离家乡
,

转学 到

.∀∀ ∀ 千米之外的柏林技术学院继续攻读化学工程
。

他的时间主要用来听课和做无机化学实验
%

他曾表

示
,

我对无机化学感兴趣乃是因为我喜欢事实
%

面

对着当时聚集在柏林大学和威廉研究院中一批物理

学精英
2

爱因斯坦
、

普朗克
、

能斯特等的频繁活动
,

维

格纳再也按奈不住原来的那颗想 当科学家的勃勃雄

心
,

总是忙中偷闲挤 出时间去参加物理活动
,

包括爱

因斯坦统计力学的讨论班
。

当然他主要还是学化学
,

并于 ./�− 年获得工程

博士学位
。

耐人寻味的是
,

他在化学家波兰尼指导

下完成的博士论文
“

分子的构成和分解
”

中
,

用到了

量子理论
。

此后
,

他回到了布达佩斯
,

在毛特纳兄弟

皮革厂工作
,

完成了他父亲的一桩心愿
。

但是
,

他对

物理学的浓郁兴趣
,

并没有 因此而减弱
。

虽然在布

达佩斯他只能订阅当时最有权威的《物理学杂志》
,

并认真阅读海森伯
、

玻恩以及乔丹等开创量子力学

的著名论文
,

但他无法同别人交流
,

最多只能同皮革

厂中一些物理化学学生谈谈
。

他越来越感到这远远

不够
%

一个偶然 的事件改革了维格 纳一生 的命运
。

./ � 0 年
,

他收到一位陌生人 的来函
,

威廉研究院的

%

− �
%

一位结晶学家魏森伯格邀请他到柏林去 当他的助

手
。

这对于一心想转行 的维格 纳
,

真是喜从天降
。

终于在父亲的同意下
,

�3 岁的他永别皮革 旧业
,

接

受邀请
,

当了结晶学的助教
。

尽管当时的薪水少得

可怜
,

每月 3 −∀ 马克
,

除了吃饭
、

交房租
,

就所剩无几

了
,

不过他很满足
。

. / � 1 年
,

维格纳应邀去哥廷根当了大数学家希

尔伯特的助手
。

就是这个数学一物理学 中心
,

使维

格纳如鱼得水
,

交了不少朋友
,

特别是认识了仰慕已

久的玻恩
。

./ � ! 年秋
,

他 回到了柏林
,

被任命为柏林

技术学院的讲师
,

./ ∀ 年取得
“

非在编副教授
” 。

就

在这年春天
,

他又受聘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

在普林斯顿大学
,

维格纳开始的职务是访问讲

师
。

一年后
,

连任了  年的数学物理访问教授
。

直

到 ./  ! 年秋天
,

在美国物理学家范
·

弗莱克的鼎力

推荐下
,

他接受了学校当局任命的物理学终身教授

的席位
。

这个美妙的安排
,

使维格纳大为走运
。

正

如某一位物理学家所评论的那样
2 “

你不能想象没有

维格纳的普林斯顿
,

也不能想象没有普林斯顿的维

格纳
” 。

二
、

科学史上罕见的天才

纵观维格纳漫长的一生
,

他涉猎的领域之多
,

取

得的成果之显赫
,

在科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

.
%

对称性和群论的旗手

我们知道
, “

群
”

是现代数学中出现最早
、

应用最

广的抽象概念
,

以至
“

没有群就不可能理解现代数

学
” 。

可是在维格纳等人把群论用来切切实实去解

决物理间题之前
,

其他物理学家对这个抽象的概念

可以说是毫无所知
,

更没有人 了解群在物理学中的

意义
。

维格纳从对称性人手
,

很快就进人量子物理的

核心
。

他和好友冯
·

诺伊曼通力合作
,

将群论应用

于原子物理学
。

这样就把原子结构的主要信息来源

—
原子光谱的特征

、

波长
、

强度
、

多重态等性质通

过群的表示建立在严格的基础上
,

并 由此很 自然地

推出谱线的许多经验规则和公式
,

这是维格纳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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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就完成的大创造
。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
,

论文

一篇接着一篇
,

其中许多论文都预示着后来的发展
。

为了使这些早期工作能让物理学家更容易接受
,

他

在西拉德的劝说下用德文写了一本书《群论及其在

原子光谱的量子力学 中的应用》
,

于 ./ . 年出版
。

长期以来
,

该书一直是一部经典著作
。

后来该书又

经过补充修改
,

添加了两三章内容
,

特别是时间反演

和拉卡 �45 657 #公式
,

并于 . /−/ 年被译成英文
。

维

格纳把群论应用于原子光谱后不久
,

很快就推广到

分子光谱
,

开创了这个新领域
。

./� ! 年他进一步得出了对称性
、

不变性和守恒

律之间的密切关系
。

虽然早在 .∀ 年前
,

德国著名女

数学家诺特 已经在数学上证明了这个定理
,

但维格

纳则在物理学上赋予其明确而具体的内涵
。

他的另一项成就就是同乔丹一起
,

引进了二次

量子化的技术
,

这对于后来核物理及场论有重要 的

应用
。

他还和乔丹一起
,

合作发表了关于泡利不相

容原理的论文
,

这在量子场论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

的
。

论文的物理思想来自乔丹
,

但数学证明是维格

纳的
。

他俩还试图写下极富对称性美的相对论电子

方程
,

同许多其他尝试者一样
,

他们没有成功
。

但后

来获悉狄拉克一举完成后
,

他俩都激动万分
。

诚如

乔丹对维格纳所说
2 “

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方程
,

遗憾

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它
,

不过还好
,

它已经被找到了
。 ”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

正 当维格纳和他的同伴试

图将群论应用于原子物理学之时
,

即遭到了一些保

守派的反对
。

例如
,

薛定愕认为物理学家在 − 年之

内不会管群论
,

他们散布一种反群论的观点
,

把当时

的群论说成是
“

群的瘟疫
” 。

康顿等人在其所著的于

./ 0 年出版的《原子光谱》一书的序言中居然骄傲

地宣称
2

虽然群论被认为是研究原子光谱的重要工

具
,

但是本书则完全不予采用
。

但是
,

谁又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呢 8 维格纳

继续用类似于讨论原子光谱的思路
,

和他的合作者

计算了原子核的基态能
,

他们一直计算到
3
℃

5 。

他的

模型用的群是 9 : �3#
,

这个群对于轻核 �;《3 ∀# 适

用
,

而对于更重的核不适用
,

后来就被放弃了
。

但他

用群论来研究原子核的方法一直为其他人所继承和

发展
。

采取这种方法后
,

以前 的零散的包括 自旋在

内的量子数
、

选择定则等现在都在群论的大旗下得

到了统一的解释
,

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创立起来的

核的壳模型
。

由于维格纳所倡导的群论后来在微观

物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

从而使得量子理论的对称
. 卷  期 �总1−期#

特色变得相 当直观
。

故而半个多世纪以来
,

理论物

理学家常常把寻找合适类型的李群作为其理论探索

的主要工作
,

目的就在于建立起揭示微观粒子体系

内察对称性的漂亮模型
。

凭借群论工具
,

量子力学

的表述形式不断臻美
,

并建立起各种量子化物质场

理论
,

以及物质场的量子统一理论
。

杨振宁曾深有

体会地说
2 “

它 �按
2

指群论#在物理学 中的深人
,

对我

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 ”

并 由衷地称赞
“

群论

的无与伦 比的美妙和力量
” 。

维格纳终因发现了基本粒子的对称性和应用原

理而荣膺 ./ 0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

�
%

核力
、

核反应理论的奠基人

从 ./  � 年起
,

维格 纳针对当时令人 困惑的难

题
,

即质子和中子是靠什么力量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

首先提 出了质子和 中子之间的作用力是极强的
、

短

程的吸引力
,

还断言核力与电荷无关
,

并以此成功地

解释了重核的结合能与质量数 ; 成正比
。

维格纳在核反应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

果
,

尤其是著名的布赖特一维格纳公式
。

在这项研

究中
,

他们与玻尔各 自独立地提出了核反应的共振

模型
,

也就是假定人射粒子与靶核形成复合核
。

二

次大战结束后
,

维格纳又回到这个领域
,

特别是他所

提出的 4 矩阵理论
,

至今仍在广泛应用
,

甚至还超出

了核物理的范围
。

 
%

美国原子弹的始作俑者

./  ! 年圣诞节前
,

核裂变现象发现了
。

当玻尔

于次年 < 月把这个消息带到大西洋彼岸时
,

立即在

美国物理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无疑
,

从物理学

的角度来看
,

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

应该从理论上作

出合理的解释
。

当时维格纳的好友西拉德
,

不仅看

到通过裂变放出的中子可以实现链式反应
,

而且预

见到由此可制成威力强大的原子武器
。

维格纳和西

拉德出于对纳粹本性的认识
,

和爱因斯坦一起
,

促成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 了行动
,

即任命了一个铀

咨询委员会
,

并请了西拉德
、

维格纳
、

费米等人为顾

问
。

./3 . 年 .� 月 1 日珍珠港事件最终把美国拖人

了战争
,

维格纳及其夫人惠勒 �威萨学 院的物理学

家#于 ./3 � 年 3 月到芝加哥大学
“

冶金试验 室
”

工

作
,

该实验室 的主要宗 旨是实现链式反应
。

维格纳

主持理论物理组
,

下面有 �∀ 多位物理学家
,

他们最

终为费米的自持链式反应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

大约

! 个月后
,

即 .� 月 � 日
,

维格纳及近 −∀ 位科学家亲
,

− 
,



眼见到第一个原子反应堆落成
。

下一个任务是设计

汉福德反应堆
,

其目的是生产足够数量的怀
%

由于

维格纳当年在大学中所接受的良好训练起了很大作

用
,

使他顺利地解决了大量的工程技术问题
,

例如中

子减速剂冷却法等等
%

其后数年
,

他一方面继续投

身于探索反应堆的技术问题
,

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核

反应和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研究
。

短短十几年维格纳在核工程和核技术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
,

并取得  1 项专利
。

许多专利如今仍

在应用
。

出于 自身的经验
,

维格纳不后悔自己投身于原

子弹的研制
。

因为在他看来
,

总会有人发现制造原

子弹的原理
,

因此美 国造出来总比希特勒德国造 出

来好得多
。

他说
,

他感到后悔的是没有早点干
,

如果

在 ./  / 年就认真去控制核裂变
,

./ 3  年冬天我们就

会有原子弹
,

那样欧洲战场和战后形势将大不相

同
。

3
%

善作哲学思索的理论物理学家

长寿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晚年时往往开始哲学的

思考
,

维格纳也不例外
。

他不断思考基本的物理理

论及其哲学基础
,

形成一套关于对称性和 自然规律

的看法
。

他的哲学渗透着对 自然界整体美的洞察
。

与此同时
,

广泛的兴趣还促使他探索生活中的一切

问题
,

从化学
、

生物学到心理学
,

并寻求哲学的解答
。

他不喜欢美 国人太重视物质生活
。

在他 的眼里
,

爱

与相互吸引才是生活中最大的神秘美
,

而太物质化

的人哪懂得这些
。

回顾自己漫长的一生
,

维格纳对自己工作的质

与量深表满意并感到欣慰
。

在他 /∀ 高龄之际
,

他的

全集开始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

一共 ! 大卷
。

前 −

卷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著作
,

后  卷是他在哲学
、

历史

和社会方面的著作
。

三
、

呕心沥血培育物理精英

维格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

哲学家
,

而且

还是一位执著教坛的园丁
。

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

− − 年中
,

他的首要任务是教书
。

虽然该校学生是来

自全美的佼佼者
,

可是他还得像教小孩那样教他们

本来该会的东西
。

不过
,

他指导起好的博士生来
,

却

另有新招
%

美 国  ∀ 年代起一批土生土长的尖子就

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

他们完全不是靠留学欧洲而达

到物理学前沿的
,

在这方面
,

像维格纳这样来 自欧洲

的大科学家显然是最好的教练
。

维格纳指导的第一

个博士生是 . / 3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赛兹
,

他后来成
%

−3
%

为固体物理学的大家
,

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长
,

 ∀ 年代初同维格纳合写了几篇论文
,

把量子力学应

用于金属物理
。

经维格纳指导的第二位博士生更伟

大
。

他就是于 . / 0 年获得博士学位
、

两次夺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巴丁
,

他在半导体和超导理论方面取

得的卓越成就是众所周知的
。

维格纳的第三个博士

生赫灵也很出众
,

是一位应用物理学家
,

在贝尔实验

室工作达  ∀ 年之久
。

维格纳其后培养的 3 ∀ 多位博士
,

大都非常出

色
,

他们对维格纳的教学和人品都赞口不绝
,

称道他

们的老师总是非常慷慨地把 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
,

同他们一起讨论
,

密切合作
,

而且有时在发表论文时

不署 自己的名字
。

培养优秀人才是维格纳对于普林

斯大学也是对美 国物理学 的一重大贡献
。

从这时

起
,

普林斯顿也逐渐地取代柏林和哥廷根
,

成为一个

世界物理学中心
。

./1. 年 0 月
,

维格纳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
,

成为
“

荣誉教授
” %

即使此后他的岁数 已经过 了 0! 岁大

限
。

他仍然接受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工程学院院

长的邀请
,

到该校又指导了一年研究生
。

他这种不

惮膏油尽
、

甘愿作人梯的精神
,

使学生们无不为之感

动
。

学生们敬重他
,

有的学生虽然 同他只有一面之

缘
,

后来也写信
、

写文章纪念他
。

四
、

谦虚
、

淡薄名利的品格

维格纳一生非常谦虚
,

不追名逐利
。

当他 ./0 

年荣获诺贝尔奖金时
,

他怀疑 自己是否有这个资格
。

他觉得冯
·

诺伊曼
、

奥本海默和特勒应该在他之前

获奖
。

他想起古老的法 国谚语
2 “

笨人有福
” 。

不管

怎样
,

他还是十分高兴地去领奖
,

听到 自己获奖是 因

为
“

系统地改进和推广量子力学的方法并予以广泛

的应用
”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西拉德曾公开表示他

应该在维格纳之前领取诺贝尔奖
,

但维格纳获悉后

坦然处之
,

不作丝毫的计较
。

西拉德晚年生活窘迫
,

维格纳慷慨解囊
,

主动资助他
。

直到 ./ 03 年 − 月西

拉德离开人世
,

维格纳仍然认为西拉德是他一生 中

最好的朋友
。

总之
,

维格纳不仅以他丰硕的科研成果
,

精心培

育的物理学栋梁而载人人类的文明史册
= 而且他那

种爱憎分明
、

谦虚
、

不追逐名利
、

严以律 己
、

宽以对

人
、

为人师表的崇高品格
,

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我

们深信
,

他开创的把对称性引人物理学
、

在物理学中

应用群论的做法
,

必将继续推广下去
,

因为它仍然是

�. 世纪理论物理方面重要的发展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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