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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辽先生在经历了几年帕金森

氏症与老年痴呆症的折磨之后，于

2016年 4月 27日离我们而去，享年

88岁。

刘先生一生坎坷，但在逆境中

奋斗不止，为中国广义相对论的研

究和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

灵魂在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中安

息了。

刘辽先生一生正直、爱国，少

年时代立志抗日救国，青年时代参

加共产党组织下的革命活动。在重

庆散发过《挺进报》，在北京参加过

“反内战”、“反饥饿”，反对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活动，并参加了共产党

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2]。

青年刘辽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

数学系，后转入物理系，1952年从

北大毕业，1956年来到北京师范大

学工作。第二年恰逢“整风”运

动，刘辽原本对运动并不关心，他

觉得解放后革命已经完成，希望自

己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于是他躲在

办公室里一心苦钻理论物理。后在

党组织的动员下，他走出办公室看

了一遍大字报，对党的工作提了一

些批评意见。没有想到，风向突然

逆转，刘辽遭到严厉批判，并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他从此失去了教

学的权利，被安排到资料室做资料

员。让人尤为想不到的是，这顶

“右派”帽子一戴就是 17年。除了

通常的批判、劳改和人们的白眼，

“文革”期间他还遭到野蛮的批斗

和殴打，腰部留下终生未愈的内

伤。这17年承受各种苦难之外，刘

辽先生看到妻儿无辜受牵连遭受各

方歧视，而且这样的苦难不知何时

才是尽头，先生的痛苦心情可想而

知[1，2]！

难能可贵的是，刘辽先生没有

被灾难压垮。当时全家挤在一间房

内，晚上支起床板睡觉，夫人则睡

在水房。家中没有合适的桌子，他

就用大板凳代替，经常趴在那里钻

研、计算到深夜。他利用一切可能

的时间，钻研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

理，让自己的思想在爱因斯坦的弯

曲时空中自由翱翔。那些艰难神奇

的理论，让他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

和痛苦。

在无人请教也无人讨论的情况

下，他完全通过自学，居然学通了

广义相对论，我对此钦佩不已。广

义相对论使用当时一般物理工作者

不熟悉的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数

学、物理两方面难度都很大。对于

自学广义相对论的困难，我深有体

会。在大三结束那一年(1965年)的

夏天，我曾自学过一个暑假的广义

相对论。当时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物

理系学习，主要采用坦盖里尼的

《广义相对论导论》、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的意义》和柏格曼的《相对

论引论》做读本，三本书交替学

习，苦读了一个夏天，结果只是了

解了大概，不懂的问题一大堆，并

没有读通。所以，我从内心十分钦

佩刘先生的毅力和才华。我最终掌

握广义相对论的内容还是1978年师

从刘先生读研之后，在他的谆谆教

导下逐渐拨开迷雾，看清广义相对

论那雄伟壮丽的殿堂。

刘辽先生将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的意义》、穆勒的《相对论理论》

(C. Mфller，“The theory of relativi-

ty”,1955)及朗道的《场论》等书反

复研读，不仅自己读通了广义相对

论的全部数学、物理内容，并在

“文革”期间的牛棚里收了两个最初

的弟子(因贴林彪大字报而被打成

“反革命”的杨以鸿和刘忠柱)。这

两位年青人在劳改中认识到刘先生

不是坏人，而是德才兼备的好人。

于是他俩经常在劳动后的晚上，悄

悄到刘先生的家中去学习广义相

对论。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

时候，刘辽先生已经具备了正式宣

讲广义相对论的实力，他开始在北

京师范大学正式讲授广义相对论。

青年时代的刘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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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系领导的支持下，一部分天

文系和物理系的老师参加了刘先生

的讲习班。此后，他又正式招收研

究生、进修生，一批中、青年业务

骨干聚集在了刘先生的周围，形成

了广义相对论研究组。刘辽先生的

名字很快在全国传开，于是他受到

广泛邀请，开始在全国各地讲学，

撒播广义相对论的种子。

当时北师大和全国所有的师范

院校一样，长期强调教学，一般教

师都不搞科研。刘辽先生领导的小

组率先闯入了科研的大门。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北师大物理系只

有两个研究方向在全国独具特色，

一个是非平衡统计，另一个就是广

义相对论。然而，需要强调的是，

刘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

没有得到学校的支持，也很少得到

物理系的支持。相对论

组很晚才取得个别的公

派出国名额。刘先生主

要依靠自己的顽强努

力，带领相对论团队先

后进入了黑洞物理、引

力波、宇宙学等研究领

域，不断发表论文。北

师大的一些物理教师也

受到了刘先生科研工作

的鼓舞，各自推开了自

己的研究大门。

在这段岁月中，随

着全国政治环境的逐步

宽松，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逐渐形成，刘辽先

生也从“右派分子”、

“摘帽右派”过渡到了

“改正右派”、“错划右

派”，最终组织上公开

为他平反，压在刘辽先

生和家人头上的“大

山”终于被搬开了。刘

辽先生的科研、教学成绩和为人得

到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认可，也得

到了全国绝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20世纪70年代，刘辽先生在困

境中开始了自己的科研工作。他的

第一件工作，是找到了一个强子质

量的半经验公式。这个公式是当时

普适性最好的一个半经验公式，它

把费曼与盖尔曼发现的一个公式作

为特例包含于其中[1，3]。

1978年，刘辽先生同时开始了

对黑洞物理和引力波的研究。当时，

泰勒等人对脉冲双星 PSR1913+16

的运转周期作了精确观测，并用引

力辐射的能量损失定量地解释了这

对双星周期的减小。这项工作被视

为引力波存在的一个间接证明，意

义十分重大。刘辽先生指导他的两

位学生，深入钻研引力场能量的各

种表述，用广义相对论计算了这对

双星的引力辐射功率，验证了泰勒

等人的工作[1]。

刘辽先生把主要精力用在了黑

洞霍金辐射的研究上，成功地证明

了最一般的稳态黑洞——克尔—纽

曼黑洞，不仅热辐射玻色子，而且

热辐射自旋为半整数的狄拉克粒子

(如电子、质子、中子等)。当时人

们都猜测到这一结果，但由于弯曲

时空中的旋量方程耦合强烈，过

于复杂，因而一直未能验证。刘辽

领导的研究小组，最先给出了这一

证明[4]。

此后，刘辽小组又对黑洞温

度、黑洞熵，以及黑洞附近的其他

量子效应做了大量研究。他们探讨

了霍金辐射的反作用问题，建立了

黑洞的膜模型，该模型把黑洞的事

件视界看作存在表面张力的膜，很

好地解释了黑洞热力学[5，6]。他们还

提出了计算稳态黑洞热辐射和熵的

普适方法[7]。

刘辽等人还在黑洞量子化方面

做了具有启发性的工作。他们把索

末菲量子化条件移植到广义相对论

中来处理周期引力系统的量子化问

题，提出黑洞量子化的设想。他们

的文章指出，量子史瓦西黑洞存在

一个基态质量，达到这个质量后，

霍金辐射会戛然而止，残余的信息

将锁死在基态黑洞之内。这项工作

提供了解决黑洞信息疑难的一个可

能方案。此外他们还认为，大量残

存的基态黑洞很可能是暗物质的重

要来源，这也为暗物质的解释提供

了一种可能的方案[8]。

刘辽先生还带领学生展开了

对暴胀宇宙学、量子宇宙学、虫洞

和时间机器的研究，在国内外重

要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包括

“Higgs场的宇宙学起源”[9]、“利用

刘辽先生在做学术报告

刘辽先生与夫人张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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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洞消除 QED 中的单圈发散” [10]、

“真空涨落可以产生虫洞”[11]等。探

讨了研究Higgs场和de Sitter时空量

子化的新思路。还对霍金提出的避

免时间机器的“时序保护猜想”进

行了研究，提出了避开这一猜想来

制造时间机器的可能性[12]。

2008年，他不顾 80岁的高龄，

重新回到了引力波的研究上，对 de

Sitter时空中的宇宙引力波发表了新

见解。他强忍帕金森综合症的折

磨，每天颤颤巍巍地步行到资料室

阅读、研究，直至爬不上楼梯为止。

刘辽先生从不脱离教学，他长

期为研究生讲授广义相对论、量子

场论、暴胀宇宙学和量子宇宙学等

课程，退休前每个学期都有课。他

讲课清晰、严谨，强调物理思想，

富于启发性。他思想活跃、平易近

人，从不在学生面前摆架子，允许

学生当面甚至当众反驳自己的意

见，在组内创建了良好的学术氛

围。他对后辈的宽容，与他嫉恶如

仇的性格，形成很大反差。

刘辽先生对学术界的前辈十分

崇敬，不管他们处境如何，他都会

去探望。郑华炽先生去世后，其遗

孀邓仲先女士独居在北师大，刘先

生每年都会去看望师母几次。后来

刘先生腿脚行走不便了，还嘱咐裴

寿镛代他去看望郑师母，直到她

去世。

刘辽先生晚年曾多次谈到，为

什么日本会出汤川秀树，印度会出

玻色，中国却没有从本土产生这样

杰出的学者？他认为这是由于“述

而不作”(也就是阐述别人的思想，

不加入自己的创新)的理念统治中国

教育二千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

追求创新造成的。这是导致中国科

学落后的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和教学之外，刘辽先

生还编写了几本重要的著作，这些

著作在他去世之后，仍将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相对论界产生

影响。

第一本书是刘辽先生所著的

《广义相对论》。该书是他多年讲授

广义相对论的教材，大半生心血的

结晶。这本书能使初学者较为轻松

地跨进广义相对论的大门，逐步掌

握广义相对论的物理思想、数学工

具、基本内容和计算方法，打下扎

实的理论基础，并把他们引向黑

洞、中子星、引力波及现代宇宙学

的科研前沿。其特点是非常“物

理”，强调物理思想，强调对物理概

念的理解。这一特点，在目前相对

论界过分强调数学的风气下，显得

尤为重要[13]。

第二本书是《弯曲时空量子场

论与量子宇宙学》。由于引力场量子

化至今尚未成功，目前广义相对论

界在处理量子问题时，采用半经

典、半量子的“弯曲时空量子场

论”。这一理论的特点是把物质场量

子化，引力场仍采用经典场。这一

理论在黑洞和宇宙极早期演化的研

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霍金对黑洞

热辐射的证明，就是用弯曲时空量

子场论完成的。刘辽先生首先把这

一理论介绍到国内，并传播到全国

各地。这本书就是依据他多年讲课

的草案，由黄超光教授整理、充实

而出版的[14]。

既然谈到了刘辽先生的《弯曲

时空量子场论与量子宇宙学》，就顺

便介绍一下他较早出版的《量子场

论(平直时空)》一书。有关平直时

空中量子场论的高质量书籍很多，

但刘先生所著之书特别强调量子场

论的洛伦兹协变性。一开始就从旋

量出发建立场方程，并采用了洛伦

兹协变的量子条件。一般的量子场

论书籍较少采用这种讲授模式[15]。

第四本书是刘辽先生和他的学

生们合写的《黑洞与时间的性质》。

这本书不仅介绍了黑洞物理的基本

知识和部分研究前沿，介绍了从黑

洞研究得到的对热力学与时间关系

的新认识，而且从学术的角度介绍

了时空隧道与时间机器，从数学、

物理的角度探讨了时间旅行的可能

性。目前，在国内很少看到类似的

科学著作[16]。

刘辽先生还和弟子们合著了

《李群与李代数简介》 [17]、《暴胀宇

宙和宇宙弦》[18]、《狭义相对论》[19]

等书，都是学习和研究相对论很好

的参考书。

2008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了《刘辽文集》，汇集了他的全

部科研论文和科普文章，以及他创

作的诗歌。对于攻读广义相对论的

学生，以及想了解刘辽先生生平思

想的人，这本文集有较大的参考

价值。

刘辽先生为广义相对论的研究

和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一生的精

力。他参加了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

体物理学会的创建，是第 1届理事

《刘辽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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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第2、第3届理事会副理事

长，并于特殊情况下在1989年接任

了第3届理事长，又连任了第4届理

事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第 5

届、第 6届理事，并曾担任国际广

义相对论和引力委员会委员。他领

导的小组曾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

进步二等奖。

如今，刘辽先生等先辈学者为

之奋斗的广义相对论事业已经在中

国遍地开花结果，刘辽先生和他的

朋友们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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