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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 Burnell给我们的启发

尽管Bell Burnell很成功，但她

很担心大家认为女性争取权益的斗

争已经结束了。从统计数字上来

看，女性在物理学中仍旧是少数阶

层，而且在越高的位置上这种情况

越严重。女性在事业中升职要比男

性慢，在申请基金和职位的时候成

功率更小。

Bell Burnell认为，大家对待这

个问题的态度常常是“让女性自身

改变并强大起来”，使她们更加勇

敢，给她们更多的训练，以便让女

性克服与外界交流上的不足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都假设问题在于女

性，而不在科研界或者社会。Bell

Burnell表示，个体的偏见不会影响

大局，但不完善的机构组织和政策

却常常会滋长偏见。

为此，Bell Burnell认为只有竞

争才能让社会更多地关注男女平

等。这个观点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

表彰高校对女性学术职业支持度的

奖项Athena SWAN。它旨在促进高

校院系中的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

视。2005年此方案的定稿中，Bell

Burnell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她认

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英国物理学会主席奖章的授

予仪式上， Bell Burnell 以 Laurel

Thatcher Ulrich曾引用的臭名昭著的

一句话“举止得体的女性很少创造

历史”做总结。这也正是她不断打

破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预期，并最

终闯出了成功的学术道路的真实写

照。这将为今后学术职业中的女

性、甚至男性给予很大的鼓舞与

启发。

Bell Burnell现身三月牛津文学节

物理给予我创新原动力
宣 丽†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长春 130033)

《物理》编辑部分享了多篇各个

时期著名女物理学家的自述文章，

我逐篇细读，深为她们的科学精神

所感染。她们热爱物理，不是为了

追名逐利，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

这样的胸怀赋予了她们对物理执着

追求的动力，使她们义无反顾地放

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国内教书育

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默默地累积

能量，燃烧自己。这种精神不仅值

得当代女性物理学者们学习，更值

得整个科技界崇尚和鼓励。

我国当代的教育政策，我认为

还是性别平等的，男女同等接受 9

年义务教育，之后平等竞争进入高

等学府学习。但是，在专业选择方

面女性选择物理的几率很低，原因

之一应该是女性缺乏自信造成。其

实女性的聪明智慧并不低于男性，

屠呦呦作为中国科技界获得诺贝尔

奖第一人、近年女性

院士比例的增高，以

及高考女状元的不断

涌现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家庭教育背

景很好。父亲是江苏

常州人，毕业于上海

交大航空机械系，母

亲是油料化验实验

师。1958 年为支援第

一汽车制造厂建设，

他们携家小来到东北长春。我 1964

年上小学，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1974年下乡，1976年底知青

抽调进入工厂。年少时虽然没有接

受太多正规教育，因为父母都是文

化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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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为知识是有用的。1977年恢复

高考，由于在“文革”中家庭受冲

击我患上神经衰弱，认为自己没有

能力应考，临近考试的前两个月才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着手准备。我当

时就职的工厂在山东临清县，母亲

特意请假一个月从我们的第二故乡

长春来看我，给我做饭，默默地支

持我。由于底子太差，导致我在进

入初选线后没有被大学录取。当时

物理考的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数学

中的一道正弦函数的填空题我都没

答上来。即使是这样的水平在当时

也是优秀的了，数百人的工厂记得

也就我一个人进了初选线。因此获

得了周围人的认可，认为我是“上

大学的料”，我也由此看到了自己

的潜力，只要认真准备我是能冲过

去的。就这样，又经过半年自学，

母亲给我买了22本“文革”前的初

高中教材，通读了一遍，大有收

获，但填志愿时仍不敢报考物理，

认为物理对女孩子来说太难了，还

是折衷些，报半导体化学专业。之

后我被吉林大学半导体化学专业录

取，回到了家乡长春。

有意思的是，入学后学校很快

通知我们，这个专业马上改为 5年

毕业，不仅要学化学系课程，还要

学习物理类课程，看来另我发憷的

物理是“摆脱”不掉了。物理课确

实要比化学课程难多了，甚至比数

学课还要难，需要想象力，需要悟

性。记得考力学和分子物理的时

候，考题比较难，大家的心情大起

大落，都担心不及格。经过认真学

习，5年的学业顺畅过关，到考研

究生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可就大显

优势了。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科

研院所要研究半导体晶体的制备，

这是物理和化学基础兼备的研究方

向，招考时有的出化学类考卷，有

的出物理类考卷，甚至有的既考化

学又考物理。我抓住了这个契机，

选择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感谢本科期间学

习了物理，使得我在研究生的两个

阶段越来越靠近物理。我硕士阶段

是固体物理，很好地理解了晶体中

的电子论，硕士毕业时就申请了 1

项发明专利，当时国内专利还是个

新事物，后来又得到国家自然基金

委首批青年基金的资助；博士阶段

是液晶物理，很好地理解了有机小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理论，并将其化

解到电子云模型及其分子间瞬间电

性作用的模型上，提出液晶在基板

附近 10 nm厚的界面层中分子排列

有序度由小到大连续变化，直到与

内部的分子排列有序度相等，并设

计了实验给出定量证明，获得日本

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还荣获了日本

情报媒介学会首次颁

发的研究奖。

1998 年回国后，

我感觉自己完全变成

了物理人，思维逻辑

的严谨性越来越成

熟，准备沿着液晶物

理的方向走下去。我

入选了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向中国

物理学会液晶分会欧

阳钟灿院士求教取经；2003年承担

起中国物理学会液晶分会常务副主

任之责。面向国家需求，我不断将

液晶物理思想推向应用的终端，从

光束波前整形到液晶位相调制器

件，从大气干扰的望远镜光学成像

到液晶自适应波前校正的工程系

统。过程中，利用光波电矢量与液

晶苯环上的大π键电子云的相互作

用，设计了高Δn值的快速响应液晶

分子结构，由此掌握了世界上电驱

响应最快的液晶波前校正器。物理

人敢想敢做，为解决液晶的色散问

题，我提出将闭环的自适应控制改

成开环，使得原来波前校正器需要

校正的400—950 nm的宽光谱波段窄

化到液晶色散很小的 700—950 nm，

而这一波段正好是成像波段，使得

液晶自适应光学成像原理可行；然

后我团队又通过各种滤波处理不断

解决波前探测在开环中误差大的问

题，另外还解决了液晶系统数据处

理量数十倍增加带来的时间延迟误

差的问题，终于在2016年底完成了

一台与 2 m口径可见光望远镜匹配

的液晶自适应光学成像系统，能够

克服望远镜在对空间目标成像时大

气湍流造成的图像分辨率急剧下降

问题。这种工程性应用的液晶自适

应系统在国际上还一直未见报道

过。2008年液晶开环自适应系统作

为Applied Optics的封面文章，国外

学者在引用中评述：你们在液晶校

正器和开环液晶自适应系统方面的

贡献，使得原来无法用于大气湍流

校正的开环自适应光学系统成功应

用于天文学领域，得到高精度波前

校正。

在科研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

物理是原创动力，没有物理思维只

埋头技术很容易产生局限。我在给

研究生们上课的时候深深感叹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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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清华大学的全球华人物

理大会上请来了杰出的华人女物理

学家们，共同探讨女性在物理界的

发展。在提问讨论环节一个学生模

样的女孩站起来不解地问到，为什

么学物理的女生比男生少，难道是

因为觉得难吗？望着这个特别可爱

的朝气蓬勃的女孩，我心中涌出由

衷的亲切感，因为仅仅几年前像她

这么大时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自己特别幸运，从

小到大一路受到很多人的鼓励。在

我还没弄明白“长大”是什么概念

时就被当教授的爸爸教会了说，长

大我要当科学家！我特别感激小学

启蒙数学老师把我“推进”了数学

提高班，从此开始慢慢学着摸索领

悟数字的世界。小学毕业后我跟随

父母来到美国，起初语言的原因让

我抱着不需翻译的数字学科不愿撒

手。成长路上，我得到了父母、老

师及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从来

没有感觉到女生学科学是需要讨论

的话题，也没有想过性别和学不学

科学有什么关系。我第一次接触这

个话题是在麻省理工读本科时参加

Women In Physics 小组，听研究生

姐姐们有次非常认真地讨论着在学

术事业的什么阶段生孩子最合适。

当时的我非常诧异这个话题被如此

认真地提及，以致于讨论结果都没

有听进去。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事

业和家庭会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

这两个对当时的我同样抽象的概念

应该是平行的。不过从那时起我慢

慢发现上课时确实女生要比男生少

很多。我没有多想，只觉得是个人

兴趣罢了。对这个现象的认识仅

仅是当别人听到我作为女生选择学

物理而发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感叹

而已。

大一时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系

里的学术报告是位女教授讲高能物

理，如何在 Standard Model 之外去

寻找新的物理现象——“New Phys-

ics”。一个小时下来尽管我几乎什

么都没有听懂，但还是感觉特别震

撼。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物理

还很深奥，而基础物理研究就是寻

找已知之外的未知。之后我去找了

另一位做高能物理的教授请教，她

鼓励我加入她的研究小组。大一后

的暑假我跟教授一起去了 SLAC国

家实验室，第一次见到笔直一眼望

不到头的直线加速器，领略到了国

际研究团队携手建造庞大的科学仪

器，去探索上至浩瀚宇宙下至渺小

微观世界的霸气的学术氛围。

我对物理基础科研更深入地热

爱始于大三时加入的凝聚态教授课

题组，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探索铜基

高温超导材料的实空间特性。当时

导师让我延续一项数据分析软件的

编程工作，用图像处理的方法把低

温和高温测到的实空分布图自动将

原子逐个对上，这样可以精确得到

每一个原子上隧道谱的变温现象。

那是我首次直接接触到科学前沿数

显示器的结构设计，从液晶分子

90°扭曲排列导入的旋光、到液晶弹

性体连续性以及排列畸变弹性能的

利用，从像素后薄膜晶体管TFT的

数十道光刻工艺到遮光黑矩阵的设

计，其中物理模型之准确、数学计

算之精细、所涉及学问之广泛，实

在令人惊叹不已！在这样宏大的物

理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柔

弱渺小！然而正是物理带给全人类

的智慧，将点点滴滴汇聚成河，推

动文明进步的航船不断前行。物理

包罗万象，从中可以汲取无尽的创

新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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