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卷 (2019 年) 6 期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玻恩如何帮助学生
——以对杨立铭的关照为例*
厚宇德†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太原 030006)

2018－04－19收到

† email：hyd630418@sina.com
DOI：10.7693/wl201906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11375050)资助项目

1) 杨立铭先生为人谦逊、低调，他晋升教授与当选为院士的时间都相对较晚，但在国际物理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据杨跃

民(杨立铭之子)回忆，杨先生是亚太地区被授权有资格推荐诺贝尔物理奖候选人的学者之一，曾积极履行相关职责。

2) 玻恩与玻尔是20世纪两大物理学派的领袖。有人将玻恩归于玻尔的哥本哈根学派理由不够充分。如何发展玻尔的氢原

子理论，玻恩与玻尔在思想上、方法上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俩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朋友似的交往。

1 引言

杨立铭(1919—2003)于 1945 年

被公派到英国学习，经过思考，

1946年选择到爱丁堡大学玻恩门下

深造。杨先生之子杨跃民在写给本

文作者的信中说：“我父亲当年到英

国留学，希望拜玻恩为师，当时玻

恩给了我父亲一个问题，让他解

决，我父亲很快就做出来了，玻恩

觉得出乎意料便收他做了学生。”杨

立铭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玻

恩授意和帮助下继续留在爱丁堡大

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51年他结

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涯回国，在清

华大学任副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

调整后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教

授；曾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

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

杨立铭先生回国后在科研领域屡有

建树。1964年他提出处理变形核中

核子对相互作用的新方法；20世纪

70年代在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的唯

象理论基础上，提出系统的 IBM微

观理论，进而引入关联空穴对和电

荷交换力，成功处理了满壳核附近

原子核的闯入态。该理论在20世纪

80年代发表后，受到国际同行的好

评。杨立铭因该项研究获得1985年

度国家教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回

国后，他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工

作。曾主讲过原子物理、量子力

学、群论和原子核理论等课程。编

写过多种讲义。为了满足国家原子

能事业的需要，杨先生在20世纪50

年代曾与于敏院士合作，举办全国

范围的物理讲习班，撰写了《原子

核理论讲义》。该书是我国最早的原

子核理论教科书 [1]，正式出版时，

作者笔名“夏蓉”。杨立铭培养出一

大批理论物理和原子核理论高水平

科研和教学人才，其中有30余名研

究生[2]。杨立铭曾说：“当发现我国

核物理界很多骨干都是我的学生，

这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回国前的愿

望果真实现了[3]。”杨立铭除刚回国

之后 1 年左右在清华大学任教外，

一生工作于北京大学，其科研与教

学成就均开展于北京大学。

笔者 2014 年 7 至 9 月在英国剑

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的玻恩

档案中，读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玻

恩写给玻尔、海森伯、费米、魏格

纳、约当、菲尔特等著名物理学家

的几十封信函，其中充分表达了对

弟子杨立铭的欣赏、肯定和称赞。

这些信函能很好地展示玻恩在教书

育人时不吝心血的高风亮节。玻恩

当年对年轻中国物理学家的培养与

提携，客观上是对于中国物理学发

展的直接支持。这些信件，既是研

究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物理学史

的珍贵史料。本文择其几封要者译

注如下。

2 玻恩评价杨立铭科研成果

的信函

2.1 玻恩致菲尔特(R.Fürth)教授

之信函

1950年 5月 15日，玻恩在写给

伦敦大学物理教授菲尔特的信中

提到：

杨简单应用托马斯—费米方

法，对于原子核壳层结构的研究得

到了极好的结论。他是按照我的建

议做这一研究的，但连我自己也为

这一方法如此有效而吃惊。

在接下来的多封信中，玻恩向

多位著名物理学家介绍的都是杨立

铭的这一研究。由这封信可以看

出，杨立铭先生的这项研究工作，

最早是出于导师玻恩的建议，而玻

恩对于杨立铭得到的研究结果甚为

满意。

2.2 玻恩致玻尔 (Niels Bohr)之
信函 2)

1950年 5月 17日玻恩致信玻尔

(图1)，开门见山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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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尼尔斯，

随信附上我的合作者杨立铭的

一篇论文，我想您对它会有兴趣。

它是讨论原子核的壳层结构的，用

最简单的方法推导出来，没有使用

所有其他理论都用的单粒子模型。

我想这符合您的相关想法。我已经

将这篇文章寄给 《物理评论》 发

表。如果您阅后能够将手稿再寄

回，我将非常感谢。

与写信给玻尔介绍杨立铭成果

的同一日，玻恩还向物理界另外一

位重量级人物、在德国的海森伯介

绍了这一成果。

2.3 玻恩致海森伯 (Heisenberg)

之信函 3)

1950年 5月 17日，玻恩在写给

海森伯的信中(图2)说：

亲爱的海森伯，

我好象记得你在最近的一封信中

曾说过，你认为哈克塞尔(Haxel)、

延森和苏斯( Jensen ＆ Suess)，以及

玛利亚·迈耶(Maria Mayer)所发现的

原子核的壳层结构是核物理研究的

重要一步。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们也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研

究。我不喜欢单粒子模型，并建议

我的一个合作者使用费米研究原子

的电子壳层结构的漂亮方法。结果

这个方法很成功。我附信寄去杨的

一份手稿，我想你会感兴趣。你阅

读之后可否将它寄回？

从玻恩写给玻尔与海森伯的信

函中可以看出，玻恩迅速向这两位

物理界重量级人物介绍自己的博士

生杨立铭取得的学术成果，期待他

们对于这一研究成果予以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单粒子模型理

论的重要提出者，戈佩特·迈耶是

玻恩早年在哥廷根大学做教授时亲

手指导的最得意的博士生弟子之

一，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

的关系。但是从这封信可以看出，

在杨立铭与戈佩特·迈耶的相关研

究之间，玻恩明确支持杨立铭。

2.4 玻恩致费米(Fermi)之信函 4)

在当时美国与杨立铭的研究相

关的物理学家中，费米、戈佩特·

迈耶和魏格纳等人都是玻恩的弟子

辈后学，均大名鼎鼎。其中费米的

情况有些特殊，因为杨立铭的研究

是基于费米的一种研究方法。因

此，玻恩很想了解费米对于杨立铭

成果的看法。为此他给费米写了多

封书信。1950年 10月 5日的一封信

(图3)中玻恩写道：

我亲爱的费米，

请允许我因为下面的事情而打

扰你。几个月前，我将我的一名学

生，杨立铭博士的一篇论文投寄给

了《物理评论》发表。手稿已经返

回了，附有杂志编辑希尔博士的一

封信。

我认为这是一篇特别不错的论

文。我已经将它介绍给一些同行，

其中包括我的女婿、目前正在普林

斯顿大学的普赖斯教授，他很认可

这篇文章。我还将它寄给了德国物

理学家，特别是哈克塞尔也看到了

手稿，他正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

究。他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虽然

他们基于很不同的观点(单粒子模

型)在研究同一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篇论文基于你

3) 海森伯在慕尼黑大学索末菲门下读博期间，有一个学期因索末菲赴美讲学而安排海森伯到哥廷根大学玻恩处学习；海森

伯博士毕业后成为玻恩的助手。玻恩在经济危机时代说服海森伯的父亲支持海森伯学习物理，还亲自为他申请经费，使其

顺利走上了职业物理学家的道路。

4) 费米在意大利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到哥廷根玻恩学派的研究团队进修。但是由于性格内向等原因没能成为当时受玻恩器

重的核心人物。后来费米曾多次提名玻恩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包括1954年玻恩获奖当年。

图1 玻恩致玻尔的信函复印件

图2 玻恩致海森伯的信函复印件

图3 玻恩致费米的信函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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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的一篇关于单原子的统计模型

论文里的一个公式。我一直认这个

壳层观点是你特别精彩的思想，而

当我突然想起可以应用这一观点去

研究原子核时，我感到很是自豪。

……

如果你能挤出时间读读我们的

论文，我们将很感谢；如果赞成我

们的观点，你可否写几句话寄给

《物理评论》的希尔博士？除增加了

关于苏联物理学家的研究文献之外，

附去的手稿基本上与投寄给编辑部

的原始稿件是一致的；不过(再强调

一次)我拒绝接受编辑部寄来的评审

意见。

杨立铭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未

能在美国发表，而由玻恩改投英国

物理学会会刊，并于1951年得以发

表。几十年后，物理界对于这篇文

章有这样的评价：“在Max Born 教

授的启发下，杨先生根据Thomas—

Fermi 模型在合理的核内核子数密

度分布下，成功解释了当时刚发现

的原子核中的幻数，引起了国际上

的重视[2]。”围绕该文，玻恩为他的

弟子杨立铭向其他多位物理学家、

期刊编辑部撰写了几十封信。有些

信函(如写给魏格纳的信)很长，玻

恩为杨立铭据理申辩所付出的心血

和精力，不亚于他自己写几篇文

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略去对其他

信函的译注。

3 玻恩关注杨立铭就业的信函

玻恩当年不仅与杨立铭讨论问

题，提出研究建议并向著名物理学

家和重要期刊推荐研究成果，从他

写给自己中国大弟子彭桓武以及写

给周培源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玻

恩还非常关心杨立铭先生未来回国

就业的问题。为了支持杨立铭更好

地完成在爱丁堡的研究工作，又不

失去在清华大学的就业机会，玻恩

给周培源先生写了封长信，极力赞

扬杨立铭及其工作，希望得到周培

源的理解和支持。

3.1 玻恩致彭桓武之信函

1950 年 11 月 28 日在写给自己

欣赏的中国大弟子彭桓武的信中，

玻恩抓住机会向彭桓武介绍杨立

铭，并希望杨立铭未来能得到彭桓

武的帮助：

在系里，研究生的数量减少了

很多，现在只有 3 个人。其中一位

是中国人，很出色的杨立铭博士，

我现在将他推荐给你，希望你随后

能帮他在你的国家谋到职位。他是

一位成功的工程师，但是现在成功

转型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知道

场论和基本粒子领域所有最现代的

发展。

3.2 玻恩致周培源之信函 5)

在信中(图4)玻恩对于自己弟子

的评价甚高。这封信里玻恩还将杨

立铭当时所做的工作，与施温格、

朝永振一郎、费恩曼等人的工作相

比较，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周教授，

我的合作者杨立铭博士告诉

我，你所在的清华大学，已经给他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职位，他很渴望

接受。

另一方面，他在这里开始的研

究工作尚未结束，他也很想在他离

开我系之前完成研究工作。不用

说，失去杨博士令我甚觉遗憾。他

是一个最有天赋、最勤奋并认真尽

责的人，与他合作是难得的乐趣。

我已经保证为他提供另一年的研究

岗位(I.C.I.Fellow6) )。因此，他在这

里继续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困

难。但是，如果因此而失去北京现

在给他的职位，他当然会觉得很遗

憾。他已经告诉我他正在给你写

信，看这个岗位是否可以为他保留

到下一年。我也希望能够这样。你

可以找一位为期一年的临时替代

者，接替他的工作而让他与我完成

他在这里的研究工作。为了给这一

请求增加点分量，我将向你介绍一

下他正在研究什么。

杨博士已经很细心地研究了现

代量子场论的发展，尤其是始于施

温格、朝永振一郎，而由费恩曼、

杨振宁和戴森等继续研究的量子电

动力学。这一探索的目的是避免计

算自能以及类似物理量时由发散积

分遇到的困难，而获得能够给出全

5) 据杨跃民先生给本文作者的信函，周培源先生是在访问英国时，遇见并邀请杨立铭先生回国工作的。

6) 在中文出版物中，对于 I.C.I.Fellow的翻译有所不同。对此，2014年8月13日本文作者曾致函爱丁堡大学相关人员，了解

I.C.I.Fellow 具体所指。该校数学学院的Nicole 先生回函告知：I.C.I.Fellow指的是当年获得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资助的数学、化

学、物理和工程几个学科的研究员。黄昆、程开甲等也都曾获得这一资助。

7) 杨跃民先生在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函中说：“这块台布前几年还在，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找不到了。”

图4 玻恩致周培源的信函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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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可观察量有限而可靠结果的一种

方法。杨现在已经成功获得一种方

法，从数学角度比前面提到的作者

的方法更令人满意。而他理所当然

地急于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其他一些

特殊情形。

除了这一主要研究领域外，他

还帮助我研究固体量子理论(晶

格)，以及类似的事情。

希望我的信能帮助你思考，杨

博士的请求是否该予以支持。

彭桓武、程开甲、杨立铭，以

及与玻恩有过重要合作经历的黄昆

先生，都对玻恩敬重有加，珍惜与

这位物理大师之间的感情。1950年

杨立铭与夏培肃在爱丁堡喜结连

理，玻恩曾送一块台布 7)为礼物。

据杨跃民告知，杨立铭先生在世

时，这份礼物一直被珍藏。不难想

象，这块台布承载着学生对恩师满

满的回忆与怀念。

4 结束语

玻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杨

立铭的大力栽培、提携，是其一生

培养众多有为人才过程的缩影。这

时的玻恩已进入自己科研与教学事

业的尾声，但是他为弟子们的成长

而付出的努力，绝非某些教授、博

导所能比拟。为推介杨立铭一篇文

章并为之辩护，年迈的玻恩先后撰

写了20余封信函，令人动容。作为

中国的物理学史研究者，研究和展

示玻恩的这些信函，具有多方面的

重要意义。玻恩堪为衡量教授与博

导是否合格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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