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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

翻译并出版了三部物理学著作。首

先是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半

导体中的自旋物理学》一书 1)。这

本书的主编是迪阿科诺夫，全书共

13章，作者有23人，几个人合写一

章，全面介绍了半导体自旋物理学

研究的最新进展。接着是科学出版

社2012年出版的《激光光谱学》一

书 2)。这部著作已经有 30 年的历

史，是一部经典著作，我翻译的是

最新版本(第四版)。全书共分为两

卷：第一卷《基础理论》和第二卷

《实验技术》，作者是戴姆特瑞德。

在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激光光谱

学的基本知识、测量仪器、技术手

段和实际应用。最后是史拓和希格

曼合著的《磁学：从基本知识到纳

米尺度超快动力学》一书 3)，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本书不

仅包括磁学的简史和基本知识，还

介绍了当前磁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特别是偏振X射线技术和自旋极化

电子束技术在磁学研究方面的应用。

以上几本书的原版都是由斯普

林格出版社出版的，它们都跟我的

研究工作有很大关系：半导体一直

是我的长期研究领域，激光光谱技

术是重要的研究手段，自旋物理

学、半导体磁性以及半导体/金属混

合体系的磁性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翻译了这几本书，算是为这个领域

的发展尽点力吧，希望能对以后的

工作有一些帮助。此外，还有一个

原因：这几本书都有电子版，翻译

起来相对便利一些。

翻译是件挺累人的活儿。虽然

这些翻译工作大多是在业余时间完

成的，但是对我的本职工作也许不

免有些负面影响。Mahan写过一本

书 4)，是一千多页的大部头著作。

他在序言里面说，每页大约要花费

4 到 5 个小时，大致平分在写作手

稿、编辑文本和查阅文献这三个方

面。相形之下，翻译的工作量则要

小许多，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大

致是每页一到两个小时，但不包括

为了理解原著所投入的学习时间。

其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用于翻译

初稿，另外一半时间用于第二稿(有

时还会有第三稿)和出版前的校对工

作。许多问题理解起来容易，换个

语言表述清楚却比较困难，为了找

到恰当的描述方式，有时不得不再

三斟酌、甚至夜不成眠。“都云译者

痴，谁解其中味？”。

现在的时尚是多个作者凑在一

起写书，每人写一个章节。优点是

可以尽快地反映前沿领域的最新进

展，缺点是每一章的写作风格各

异，采用的符号也不完全一致。阅

读的时候还不特别明显，翻译的时

候就觉得别扭极了，痛苦得很。只

有一两位作者的书则流畅得多，但

作者的写作负担就太重了。翻译也

是如此：组团翻译当然快捷高效，

但是难免风格不够统一、质量参差

不齐，而一个人翻译就不得不辛苦

一些。专业词汇的翻译主要参照

《英汉综合物理学词汇》 (编辑组

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和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周光召

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当前科学发展日新月异，

新概念、新词汇层出不穷，翻译的

时候经常感到捉襟见肘，即使屡加

斟酌也难免翻译得不够妥贴。

另外，在校对过程中有一个明

显的感觉：专业编辑对字词和格式

非常敏感，而译者对排版失误造成

的科学内容的缺陷和失误很敏感。

只有编辑和译者密切合作，才能尽

量减免译作中的差错。这里我要特

别感谢科学出版社的钱俊和高等教

育出版社的王超，他们的认真工作

使我的译本增色许多。

再谈一点与科技图书价格有关

的事情。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

抱怨图书的价格了，但是从价格上

来说，译本的价格只有原版著作的

物理学著作翻译工作的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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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左右 5)。这有利于科学知识

的传播 6)，但要求译者有奉献精

神 7)。如果有适当的报酬，合格敬业

的译者，只需五年时间，就可以把

全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翻译过来。

长远来看，这将在全国范围内极大

地提升物理学教学和科研的水平。

致谢 感谢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多年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部的

支持。感谢国家科学技术部和半

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对这

几本译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给予的

支持。我也感谢全家人的长期鼓

励和帮助、特别是妻女对我假翻

译图书之名而行逃避家务之举所

表现出来的无尽体谅和巨大耐心。

5) 2012 年9月26日查询的图书定价：《半导体自旋物理学》 原版 219美元，译本88元人民币；《激光光谱学 第一

卷：基础理论》 原版 109美元，译本88元人民币；《激光光谱学 第二卷：实验技术》 原版 119美元，译本98元

人民币；《磁学：从基本知识到纳米尺度超快动力学》 原版 299美元，译本119元人民币。译本已经很便宜了，而

且现在从网上采购还可以有折扣。

6) 从阅读文献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愿意看中文。我是在国内获得的博士学位，但二十年来读得最多的还是英文文

献，即便如此，我看中文文献的速度还是读外文速度的两三倍。我想这有一定的代表性。

7) 千字三四十元的稿酬，不过聊胜于无，还要交20%的税。另外，译者还需要找出版赞助。

量子力学包含了许多独特而反直观的概念。这些概念

不仅对于学科的理论框架是重要的，而且构成了许多新技

术的基础，例如，激光、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钟等等。

近十几年来，量子纠缠的概念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最

近，De Greve 等和Gao 等两个研究小组分别在 Nature周

刊上撰文，报道了他们在半导体量子点结构中成功实现电

子自旋和光子的纠缠。

按照量子力学的定义，系统A和系统B实现纠缠就是

指，它们的量子态相互关联，不可分离。具体说，当我们

测量系统A时，虽然我们不可能预言它处于什么量子态，

但是一旦完成了对系统A的测量，我们就一定能够确切地

说出对系统B的测量结果，无论系统A和系统B相隔多么

远的距离。上述关于纠缠的概念在上世纪30年代曾引起

爱因斯坦的质疑，他信奉实在论，认为纠缠的超距作用表

明量子理论的不完备。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纠缠已

经从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演化成了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

技术关键。特别是，当实现了一个静驻粒子A和飞行光子

之间的纠缠时，便可以进一步实现这个飞行光子和另一个

静驻粒子B的纠缠。结果，尽管系统A和系统B相隔遥

远，它们已经由于飞行光子的中介实现了量子态的关联。

从而，使A和B 之间的保密通信成为可能。

在De Greve 等和Gao 等的实验中，分立的电子被捕

获到不同的量子点。在受限的环境中，离散的一个个电子

的行为就像一个个原子，分别拥有自己的量子态。电子具

有自旋，分自旋向上和向下两种状态，进而按照叠加原

理，自旋态也可以是“向上”和“向下”的线性组合。

De Greve 等和Gao 等的研究工作进展，主要是实现了电

子自旋与光子偏振态或光子频率之间的纠缠。光子偏振

态，分为水平、垂直和圆偏振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使

用光泵技术，研究者制备了电子的自旋向上态，然后通过

激发以及弛豫过程，令系统自发发射光子。于是，就整个

电子—光子系统而言，是两态的叠加，其中包括:电子自

旋向上态与光子蓝色-垂直偏振态的叠加；电子自旋向下

态与光子红色-水平偏振态的叠加。

为了进一步的实际应用，两个研究组分别改进了电子

与光子间的关联。De Greve 等扬弃了电子自旋与光子颜色

之间的关联，仅保留电子自旋与光子偏振之间的关联。

Gao等扬弃了电子自旋与光子偏振之间的关联，仅保留电

子自旋与光子频率之间的关联。他们使用量子点作为光子

发射器，有助于更快地产生所需的光子，并且量子点可放

入光学微腔中，对产出光子有效应用。展望未来，一是通

过对两个量子点发射的光子进行联立测量，实现两个自旋

之间的纠缠；二是从单一量子点抽取一个个的光子，进而

制备多光子纠缠态。

(戴闻 编译自Nature，2012， 491：343，421，426)

静驻电子自旋与光子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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