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记周培源先生的教侮

秋 埔

一代宗师周培源先生离开我们四个月了
,

我们依 对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卓越的科学成就久已深为 敬 仰
,

阳深情地思念他
�

他对我们杂志的关怀
,

是无法用语 早就想去拜访他
,

聆听他的教诲
,

以便更好地办好
《

现

言来描述的
�

在他病重的时候
,
听说

《
现代物理知识

》

代物理知识
》 �

然而
,

这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未 能 实

创刊五周年
,

就通过中科院数理学部店廷友先生
,

送来 现
,

只是在前年朱洪元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匆匆一见
,

他的题词
� “

普及现代物理知识 培育祖国四化 人 才 便再也没看见先生的音容了
�

当电波传来先生突然去

周培源  ! ! ∀ 年 # 月 ∀# 日”
�

当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成立 世的消息时
,

我极为悲痛
。

我打听到十二月四日是向

∀ ∃ 周年时
,

我们负责主编
《

所庆增刊
》 ,

请先生题词
�

先生遗体告别的 日子
,

那天早晨我很早就赶到北京医

先生实在无力题词了
,
便写了封信

,

表示自己的歉意
�

院
�

我看到先生静静地躺在万花丛中
,
上面覆盖着鲜

内容如下 � 红的党旗
�

我似乎觉得先生并没有死
,

而是在安祥地

由于我现在有病
,

对高能所成立 %& 周年 休息
�

这时我看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榕基
、

胡锦涛
、

荣

更名 ∀ � 周年事
,

恕我不题词了
,

请鉴谅
,

此 毅仁
、

李岚清
、

李铁映
、

雷洁琼
、

卢嘉锡来了
,

又看见我

复并致 熟悉的物理学家朱光亚
、

王淦昌
、

戴元本
、

周光召等也

敬礼 站在人群里
�

过了许久
,
人们渐渐散去了

�

吊唁大厅只

周培源 四月十九 日 留下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工作人员
�

我给他们照了许多

由这件事可见先生是多么平易近人
,

对别人的请求
,

事 相
,
也与他们一样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

先生在世时
,

事有着落而不摆领导和科学家的架子
�

我和大家一样 未曾如愿长谈
,
先生去世了

,

我要送先生到遥远的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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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本底的方法
�

可以看到
,

以本底为主的灰度值是由半 宽度 为
∗ � ,

澎 ∀  
、

平均值 +尸,澎 !# 的正态分布
�

本底是这样

地占压倒优势
�

从这样的直方图分离出径迹来是无望

的
�

我们只好使用上章讨论的对策
�

图   中有许多黑点
,

主要属于径迹
,

但若干仍属

于需消去的本底
�

简而言之
,
用于此步骤的方法

,

是图   那种图的

图   为首次尝试从固定 的

− 。

值取出若干 解. 的薄 /

层 ,

该层对应于图 # 中的 一

水平线
�

这里仅采用灰 度 值

0 夕 1 # & 一 # 2
�

·

、, 砂
’

今 飞

图  ∀ 灰度值的截断仅取
君护+ #& , 这样再产生图 !

的极黑部分
�

迭加
,

但取自于不同的 − 深度
�

把这些点投影于顶点

方向
,

在 / 二 /
。

的层上
,

还借助于适宜的阂
,

把所有

代表本底的低值的点截去
,

真实的径迹理所当然地被

分离出来
,

3 444
�

总结

为用乳胶室研究 5∃ 6 7 8 9 :; 一

:; 作用 <= > ? ≅

! & Α ! % 建议书Β
,

必须有全自动的图象分析系统
�

提出并讨论了这样的系统
�

各部件的市场价格是

合理的
�

安装与初步调试已经完成
,

获得了初步结果
�

用这种系统
,

我们能与计数器大实验在一个有限

但重要的领域进行竞争
�

?
�

:8
�
ΧΔ

Ε
ΦΓ Η Ι 强调

“

若干

新近实验信息
,

让人们对间歇现象间题 拭 目 以 待
”

�

> ϑ Κ ∃ 合作组
,
彻底研究了 6 Λ 一

核作用的间歇现象

于小间隔范围揭示出指数律在 。
�

 与 。
�

∃ 间隔 上 存

在问题
�

⋯⋯

译后记
�

7 6 ≅ ΓΓ6 Κ 7 > 教授长期从事核乳胶实验
,

研究高

能物理与核物理
,
在各个时期最深层次的研究都独具

慧眼与威望
�

为高分辨本领的核乳 胶 之 观 测 繁 难
,

7 6 ≅ ΜΓ 人 Κ 7 > 教授做了有价值的 = =) 应用研究
,

早

在  ! # 5 年就完成了出色的径迹电荷辨认的 大 作
�

本

文是其新近的杰作
,

特译出以飨读者
�

<艾若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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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这天非常冷
,
但我一点也不惑觉冷

,

我陪送先生的

遗体过天安门广场
,

一直到八宝山
、

到他归宿的地方

回到编辑部
,

我沉思了良久
,

先生对中国乃至世界

的科学贡献实在太多太大了
,
他的无数弟子

、

他的亲属

都已经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
�

我想
,

写篇文章追忆先

生的教诲
,

对我本人
、

对
《
现代物理知识

》

杂志
、

对
《
现代

物理知识
》
的读者及后来人

,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

一
“

新理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些自学者看到本刊曾发表牡埔的
《
物理学家成

功秘诀再探
》

一文
,
纷纷寄来自己多年的研究结果

,

其

中不少是新的理论
,

有的找上门来要求发表
�

对于自

学者的精神
,

我们是极为敬佩的
�

但任何一种新理论
,

都必须坚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

来不

得半点虚假
�

我们还是听听先生的忠告吧 �

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

件� 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所能够说明

的科学现象 Ν 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

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 Ν 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

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
�

这个忠告为物理学自学者指出了迷津
�

二
“

基本拉子研究是我很关心的事”

诚如汪德昭所说� 周先生学问广博
、

成果累累
,

特

别是在相对论和流体力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他

是现代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

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

奠基人之一
。

他对基本粒子的研究非常 关 心
�

 ! ∋ # 年 # 月 &

日 ,

先生在庐山基本粒子会议开幕式上谈到了我国理

论物理的两大贡献
�

他说 �

“

基本粒子的研究是我很关心的事
,
因为

基本粒子的研究是整个物理学的最前线
·

⋯⋯

在文化大革命前短短  ∋ 年中
,

我国理论物理

有两大贡献 � 一是完全独立地掌握了制造原

子弹和氮弹的理论
,

二是提出了强子结构的

层子模型
�

近代物理学的历史也 说 明
,

理论

上的一些突破并不是出于权威
,
也不是出在

有权威的地方
·

⋯⋯ 我们的实验条件也在筹

建
,

长远讲
,

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实验签地
�

我

们的工业基础
,

完全有条件搞大的加速器
� 矛,

三 “应当重视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

早在  ! 2 年 # 月
,
当年轻的共和国成立不到两周

年之时
,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筹备主任
,

周培源先生在这次大会致开幕词
,

呼吁
“
重

视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
�
”
尽管已经过去了 %& 年

,
但现

在还令人深思
�

他说 �

“

在旧杜会里
,

我们受到帝国主义文化侵

略的影响是很深的
,

许多人可以说出外国物

理学家生平的小故事
,

但很少知道舀子在几

何光学上的发现
,

也很少知道指南车和火箭

的发明
�

⋯⋯要肯定我们祖先在物理学上有

伟大的贡献
�

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
,

应当是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最 , 要的一环
�

“在过去数十年的黑暗时代内
,

中国物理

学工作者的业务努力是有成果的 Ν 在整个物

理学的发展中
,

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贡献也

有它一定的地位
,

值得我们感觉到骄傲
�

我

们希望全体会员同志们
,

在各种不同的工作

岗位上
,

能尽量发掘中国人民在物理学上的

贡献
,

不论是古代的或是近代的
,

使得我们

的青年和一般的人民对于祖国有更高度的热

爱
�

”

《
现代物理知识

》

编辑部的同仁们
,

常记先生这一
’

教导
,

与中科院数理学部一道办好
《

中国物理学家
》

栏

目
,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同时
,

我们还刊发牡埔的
《
以

中国人名命名的物理学名词
》
文章

�

以历史事实来说

明中国物理学家的贡献
�

四 “

学生应该超过先生”

古人云 � 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

今人云 � 长江后浪

推前浪
�

周培源先生抱着
“

把今天可爱的祖国花朵培

养成明朝的科技尖兵
”

的信念
,
在自己培养人才的实践

中
,

始终提倡
“

学生超过先生
” �

他说 �

“学生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往前走
,

应该

超过他们的老师
,

这样人类才会有进步
�

不

然
,

如果学生总是不及老师
,

那就一代不如一

代
,

最后人类就要退步到成为穴居野人了
�
”

周老这段至理名言
,
无论对学生

,

还是对老师
,
都

是非常有益的
,

应该铭记不忘
�

其实
,
周老自己就是一

位敢于
“
超过先生

”
的人

�

他的导师爱因斯坦
,

已经是

饮誉世界的大科学家了
�

但周老敢于在爱因斯坦面前

发表自己的见解
�

他曾问爱因斯坦 � 你的理论中所用

的坐标
,

是属于哪一种空时的Ο 爱因斯坦没有回答
�

周

老对爱因斯坦十分敬慕
,
但不赞成爱因斯坦关于坐标

意义的见解
�

经过多年苦心钻研
,

周老认为广义相对

论中的坐标也应该具有物理意义
,

广义相对论的空时

同狭义相对论的空时一样
,
都是明可夫斯基空时

�

周

老在此问题上
,
给我们树立了可敬的榜样

�

五
“

科学探索的本身充满诗言
,

众所周知
,

湍流是流体力学中最困难的领域
,

很多

人望而生畏
,

但周老在此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

最终取得突破性进展
,
被世人称之为

“

湍流模式理论的

奠基人
�
”
当他以 #% 岁高龄出席  ! # % 年国际学术会议

时
,

赢得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

会议主席幽默地说 � “看

起来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
,
只有去研究湍流

�
”

一位研究生毕业时
,

周老怀着师生特殊的情谊对

他说 � “

不管你分配到哪里
,

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
,

而且希望你不要把湍流研究工作丢掉
� ”
人们也 许 要

石 卷 ∀ 期 <总 & ∀ 期 Β



间 � 周老为何如此酷爱物理研究
,

其原因就在于他认

为
“

科学探索的本身也充满了诗意
�
”
他在

“

高士其从事

科普和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庆祝会
”
上的讲话耐人寻味

,

值得一读
�

他说 �

“传播科学知识不能单凭呆板的说 教 而

应该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和技巧
,
才能引人人

胜
,

潜移默化
,

达到最佳效果
�

同时也告诉人

们
,

科学本身并不全是枯燥的公式而有着潜

在的关和无穷的趣味
,

科学探索本身也充满

了诗意
�

”

正因为科学有着
“
潜在的美

” 、“
无穷的趣味

, ”

使许

多人都走进这神圣的殿堂
,

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

周

老是如此
,
他的后来者也是如此

,

并将取得更大的胜

利
�

六 “大胆探索” , “
以勤补拙”

如何进行科学研究Ο 常常困惑不少学者
�

特别是

一些自学者
,

不知道路在何方
�

读读周老有关教导
,

也

许有所启迪
�

先生数十年信奉的格言是 � “

独立思考
,
实 事 求

是
,

锲而不舍
,

以勤补拙
�
”
他在中国物理学会第三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提到这个问题
�

他

说 �

“大胆探索
,

勇千攻坚
,

不怕艰险
,

锲而不

舍
,

为追求科学真理奋斗终身
�

”

先生生前曾对自己女儿周如玲说过 � “

我并 不聪

明
,

但十分勤奋
�

中国有句俗话
,
以勤补拙

,

我就是这

样的
�
”

他还说 � “

我这个人就是爱动脑筋想
,

我的很多

论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

光跟人家走怎么行
�
”  ! # ,

年
,

先生在
《

科学报
》

的
《

科学家的话
》

栏目中发表文章
�

他说 �

“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
,

就应解放思想
,

破除迷信
,

敢于实践
,

大胆探索
�

”

七
“

重视科普工作”

周老生前一直重视科普工作
,

无论他怎样忙
,
都要

与科普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
�

他为
《
物理通报

》
题写刊

名
,
他为

《
现代物理知识

》
创刊五周年题词

,

他称高士其

是
“
科普界的一面旗帜

, ”
认为他的科普诗

“
就是用他的

智慧和激情写成的
,

能打动人的心弦
,

给人以美的享

受
,

给人以启发和力量
� “
他多次呼吁要

“
重视科普工

作
” ,
早在  ! # ∀ 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上就强调指出
�

“
科普是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一 个宜

要方面
,

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
�

科普工

作要注意掌握科学性
、

坚持思想性
,

加强针对

性
,

强调适用性
、

力求通俗化
、

大众化
、

形象

化
�

必须提高科普工作者的杜会地位
,

在提

薪晋级
、

评定技术职称等方面
,

科普成果应作

为考核的依据之一 要通过各种形式
,

采取

一些切实措施大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
�

“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科学

,

涉及面很广
,

是培养青少年学科学
、

用科学
、

热爱科学的一

门基础必修课
�

我们可以从科普工作中培并

和发现物理人才的 幼苗
�

⋯⋯
周老关于科学普及工作的指示

,

永远激励我们办

好
《
现代物理知识

》
这一中国物理学界唯一的高级科学

杂志
�

我们坚信
,

当我们纪念周老百年诞辰之时
, 《

现

代物理知识
》

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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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委员甘子钊关于未来凝聚态物理的预测

 
�

亚微米
、

纳米和原子尺度级的微加工技术会有

重大进展
�

∀
�

微电子器件中的工作原理有可能有新的
、

原则

性的
、

阶段性的跃进
�

&
�

光电子器件物理学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

呼
�

大规模应用超导电性 <包括高
、

低温的超导电

性 Β会变成现实
�

2
�

传统的材料物理的面貌为之改观
�

5
�

固体表面的反应动力学受到应有的重视
。

,
�

内容丰富的液态物理学会成为一门重要学科
。

#
�

生命物质将成为凝聚态物理研究的热门领域
�

,
�

人们将对特殊的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发生

浓厚兴趣
�

 ∃
�

凝聚态物质的计算机模拟成为计算凝聚 态 物

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这两方面的非常重要的部门
�

4 卜凝聚态理论将在概念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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