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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院和凯里学院等 5 所大学进行

巡回演讲，15场报告和 5场座谈会

均座无虚席，上千名师生受益。女

科学家巡回报告会受到了地方物理

学会和学校的热烈欢迎，收到了很

好的反响。此后，我们女物理工作

者委员会积极组织举办每

年一次的中国物理学会女

科学家巡回报告会。如今，

女物理工作者委员会在金

奎娟主任带领下将巡回报

告会办得影响力更大、吸

引力更强了。巡回报告会

足 迹 至 今 已 遍 及 贵 州

(2013)、内蒙古(2014)、广

西(2015)、云南(2016)、四

川 (2017)、 江 西 (2018)、 河 南

(2019)、 山 西 (2021)、 江 苏 浙 江

(2023)等地，已经成为女物理工作

者委员会值得传承的一项公益活

动。从 2013年创办至今，我一直坚

持参加每一届巡回报告会，从专业

角度而言，是希望通过先进电子显

微学应用的研究实例开启青年学子

们对材料物理微观世界的向往和投

身其中进行探索的兴趣。

回首一甲子，感恩“结缘物

理”、“结缘电子显微学”、“结缘

女物理工作委员会”。传承导师郭可

信先生和何怡贞先生的精神，从教

三十余载，培养出五十多名精通电

子显微学的博士和硕士专业人才服

务于科研战线，令人欣慰。一甲

子，正青春，求微得道，初心依旧，

我的物理人生仍然在不断地丰富着。

我衷心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做自己感

兴趣的事，结缘自己丰富而精彩的

人生。

我是《物理》的忠实读者，尤

其喜欢阅读“三八”国际妇女节专

题文章，看看大家讲述自己求学和

工作之中的收获及感悟，欣赏女物

理学家的风采和魅力，受到了鼓舞

和启发。回顾一下我的职业生涯，

也是我与物理“纠缠”的半世人生。

成为科研工作者是偶然，

坚持走科研道路是必然

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公认的聪明

小孩，数理化文史哲基本上不偏

科，成绩非常好，同时也是文体积

极分子，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不选

择物理作为专业，不选择科研工作

作为职业，在其他行业中我也一样

可以做得很好，发光发热。至于为

什么会从事物理方面的科学研究，

还得追溯到学生时代。我们那个年

代上中学的时候很流行一句话：“学

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

是基础，化学比较具象，我也感觉

难度不大，为了证明自己聪明，我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决定把物理学

好。一开始是出于虚荣，后来反而

越学越有兴趣。1995 年高考之后，

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学

习，之后又获得免试研究生资格，

师从郭光灿院士，从事量子光学和

量子信息研究。博士毕业后，我先

后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加拿

大卡尔加里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

作。2009年，作为引进人才回国加

入东南大学，后来又来到北京，成

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计算科

学研究中心的一员，一直都是以物

理为专业，将科研作为职业的我也

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从事基础物

理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目前从事的

工作恰好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我还

能够利用兴趣养活自己，这是工作

给我带来的最大满足。所以，对于

我来说，成为科研工作者是偶然，

坚持走科研道路是必然。

虽然很幸运地把兴趣和职业结

合在一起，但是过了学生时代的所

谓“新手保护期”，在多年的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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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小

到实验不顺利，论文被编辑或者审

稿人拒稿，申请基金项目不能获

批，大到事业发展遇到瓶颈，对未

来困惑迷茫，也曾经非常挣扎，甚

至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和初衷。例

如，我从理论到实验研究的起因和

过程。2013年之前，我都是从事量

子信息和量子光学的理论研究，但

物理是实验的学科，很多物理现象

的发现和验证都离不开实验。作为

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合

作时，会发现很多理论的想法由于

实验条件所限无法实现，有的时候

也会想如果自己做实验会不会就不

再在这方面受制于人。而且在量子

物理方面，实验得出的成果往往更

能得到认可，也就可以带来更多的

经费支持。综合考虑之后，我决定

在实验方向试一试。

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搭建量

子光学实验平台，实现了从理论到

实验的华丽转身。但这转身背后，

却是步步艰难。主要的困难一共有

3 个方面。首先是实验用房，其次

是人员，最后是经费。实验用房是

最难解决的问题，狭小的空间还需

要与人共用、滞后的建设使得实验

举步维艰。除此之外，有限的生源

和欠缺的经费也使这“华丽的转

身”异常艰难。当初经费非常紧

缺，连基础的实验仪器和材料都无

法购齐。所幸当时所在院系支援了

36 万，作为购买第一批仪器的经

费，这笔费用直接坚定了我做实验

的决心。我的想法是：有钱就做有

钱的事儿，没钱也可以做没钱的事

儿，做实验不一定非要那么多经

费。经费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从

巧思方面去突破。总有一个方向你

可以找到，突破了之后就柳暗花明

了。再后来，我在林海青院士的邀

请下来到北京，在他的关

心和帮助下，我们团队也

获得了启动经费、实验用

房等多方面的支持，我的

实验研究也越来越上轨道，

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在量

子行走以及其在量子信息

中的应用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前沿的实验研究，取

得了多项重要突破，包括：

首次在理论上设计并实验

实现了非厄米光量子行走，观测到

非厄米趋肤效应和新型拓扑边界

态，验证了非厄米的体边对应关

系，证实了量子行走实现拓扑量子

计算的可行性；模拟了多体拓扑系

统的动力学量子相变，为制备量子

非互易器件奠定了基础；克服了以

往方案中的不可控性，创造了空间

域光量子行走的最长演化记录，实

现了量子信息的恢复，为实现实用

化的量子信息处理奠定了基础；利

用量子行走实验检验了非定域性和

互文性之间的关联，揭示了量子纠

缠是普适的量子资源，进而佐证了

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上述工作发表

于 Nature Physics，Physical Review

Letters，Nature Communications，Sci‐

ence Advances等国际期刊，受到国

内外同行的关注，多篇论文入选

ESI 数据库高被引论文及中国百篇

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多项实验

入选年度中国光学十大进展，代表

性工作获得了中国光学学会光学科

技奖一等奖。

这段经历对我的意义就是，我

认识到对人生做出改变，什么时候

都不算晚。不要找客观理由，因为

没有用。理由只能安慰自己，别人

完全不关心。我们总是说过程才重

要，结果不重要。其实过程只是对

自己重要，我们在过程中学习、享

受、受挫、坚持，所有的这一切对

自己是宝贵的财富，而别人只看到

结果而已。困难有很多种，每种都

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总之就是要对

自己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困难可以

选择绕过去另起一行，也可以选择

坚持，想办法突破。但是，不管哪

种解决方式都要求你有很好的执行

力，不是光空想或者坐等，就能解

决困难的。

成为科普达人

我之前觉得科普很难，比如我

们专业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接受系统

专业的知识学习和训练，本科到博

士要 9 年，然后还有博士后，再成

2013年，作者尝试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验方向

2020 年，作者在“中国光学十大进

展”颁奖典礼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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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的科研工作者，我们学习和

研究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专业

知识，要在短短的几分钟给别人讲

明白，难度太大，mission impos‐

sible。而且准备科普讲座也需要花

费大量的精力，首先要保证不能出

错，不能误导，其次还要考虑到受

众的接受程度，考虑到趣味性等

等。做到每一点都很难。直到 2020

年我获得了国家级人才项目的肯

定，觉得我应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

感，应该去承担一些科普的任务。

于是就开始写关于量子力学、量子

信息的科普小品文，时常参与各种

科普论坛，还抽空录制科普视频，

与大众分享科学常识和最新的科技

进展。

我们总说现在的小朋友和年轻

人，对明星，对流量，对快餐文

化，更加感兴趣，而对一些严肃的

科学，知识的兴趣不高。但其实，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对于

获取明星快餐文化的通道太多太方

便，而获得严肃的知识的渠道除了

上课刷题就很少，还是我们没有给

孩子们足够多的选择、足够方便的

方式就能够接受到有趣的科普。所

以我才决定尝试着去做一些科普工

作，让大家知道科学也挺有意思，

科学家平时的生活也挺有趣，挺活

泛，让小朋友也能把成

为科学家作为未来的一

个职业的选择。

对我个人来说，从

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

时间准备科普的选题和

内容，也是有挑战性的，

但这也会反过来使我思

考更多。我每天接触的

都是最前沿的学术观点、

实验结果等等，反而会

对基础知识完全不好奇，

完全不会觉得是违背直觉，也不会

再多做思考。比如观测者效应，我

会觉得这很正常，观测者就是物理

学上测量的仪器和测量的方法，对

于经典体系，观测者不会影响到被

测物体，而量子测量一定会破坏被

测物体的态，导致波函数塌缩。但

是通过做一期科普视频，我才会再

次思考观测者效应，为什么大家会

觉得违背常识？会觉得观测者的意

志会影响测量结果？所以我觉得做

科普对自己的科研工作也是有意

义的。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从事前

沿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开展专业的科

普，为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贡献

力量。

发挥科研工作中的“她力量”

作为女性科研工作者，常常会

被问到女性从事科学研究是否比男

性要付出更大代价，面临更多挑

战，如何处理和平衡科研和私人生

活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关于这个问

题，我想借用这个机会好好表达一

下我的观点。我确实认为女性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要比男性面临更多挑

战。这并不在于科研占据了大量时

间，这一点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

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是每个人都平

等地要面临的问题。

我认为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之所以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首先

是因为以前长期以男性为主导的社

会固化了女性的社会角色。男性主

导的社会更倾向于认为女性的社会

角色是家庭主妇，或者从事一些护

理、教育、社会工作、语言学、时

尚行业等相关的工作。一旦女性试

图承担除此之外的社会角色，也就

是挑战固有的社会角色定位时，难

免会受到来自极少数但依然存在的

狭隘的男性沙文主义者的某些隐形

的刁难。“你的存在就是对我的伤

害。”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 Tim

Hunt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开的那个著

名的不着调的玩笑。虽然事后无论

男女都争相跳出来骂他，但是我觉

得现实生活中他不是个例。女性科

研工作者，作为学生时就有可能面

临导师的倾向性招生选择，初入职

场作为 PI时又有可能在与他人合作

时会被当成不必要的麻烦，渐入佳

境取得一点成绩之后，还会有少数

人会倾向于猜测除了天赋和努力之

外，这背后是否有什么其他的因

素。或者给你安上一个“灭绝师

太”的“荣誉称号”，揣测你平时肯

定不顾家庭等等。长此以往，女性

科研工作者就会被边缘化。这种

“另眼相待”其实是无言的、隐形

的，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努力扼杀

于无形。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相

信大多数男同胞还是对我们照顾有

加，对我们的成绩也是乐见其成。

而且随着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化，

固有的社会角色认定进一步被打

破，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会越

来越少，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指

日可待。

除此之外，一些女性也常常固

化自己的社会定位。一方面认为女

性应该在家庭生活中付出更多，男

性应该更多地集中精力在外打拼；

2021年，作者在中国科学院格致论道讲坛作科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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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己却把事业停滞不前归

咎于家庭、孩子占据了大量时间，

导致无法继续正常地从事科研工

作。对这种态度，我并不认同。我

个人倒是觉得家庭生活对男女来说

是平等的，只是每个人在不同阶段

选择把时间投入在哪里有所区别。

我认为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选择，把时间分配在不同的地

方，都是有道理的，值得尊重的。

成为好妻子、好妈妈并不阻碍我们

同时成为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如果

阻碍的话，那我们也不妨选择一下，

然后认定这个选择就不要再求全责

备。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认

为女性很难兼顾做一位好妻子、好

妈妈和一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实

际上，我们可以做到，只是社会说

我们做不到，有些人就此放弃了。

总而言之，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

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一味地

找各种理由，因为如果科研工作做

得确实不好，那么所有的理由都只

是理由，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冰心曾说过：“世界上若没有女

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

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

美。”我非常认同。现在流行一个

词，“她力量”，女字旁的她。举个

例子说明，我们做量子信息和量子

光学的有几位女老师，大家关系很

好，平时虽然都挺忙，但是开会或

者各种机会遇到，就总有聊不完的

话题。因为我们彼此更容易理解对

方，境遇相似，也能相互支持，相

互鼓励，彼此帮助。不管是不是自

己遇到的问题，都会勇于为女性发

声。我认为这就是“她力量”。相比

较于文史哲经济领域甚至自然科学

的生化环材领域，女性物理学家数

量更少，这样循环往复会让大家越

来越习惯没有女性的存在，一个会

议上没有一个女性大会邀请报告，

一个奖项没有一个女性入选，大家

也都觉得这很正常，没有问题，这

其实是最大的问题。也只有像我们

这样的女性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多，

才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更好的发

挥这种“她力量”。力量最初来自于

他人的认可，之后就变成了内心的

自我认同，再后来就会变成为

“她”发声，为广大女性争取权益。

2023年，我获得“谢希德物理

奖”的肯定，非常感谢师长们一直

以来的帮助和支持。未来希望能够

继续以谢先生为榜样，为我国的物

理学科研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希望以此为契机，鼓励更多年

轻女性学生和学者投入到物理学

研究工作，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做

出贡献。

接到编辑部的写作邀请时，我

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有些许紧张：

对于要写什么、如何来写，我没有

清晰的思路。下笔前思考了很久，

我想，或许记录与分享自己的经

历，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走在物理这条漫长的路上，不无困

难、挫折和迷茫；而这样的声音能

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有许

多人在与自己同行。

一个“笨小孩”的梦想

我的理科思维的启蒙，一开始

源于我母亲对于“女孩子学不好理

科”的焦虑。用她的话说，她以前

念初中的时候理科也学得挺好的，

但一上了高中就突然不开窍了，特

别是物理，怎么都学不会，所以她

要致力于把我培养成一个“理科

生”。基于这样的想法，在我很小的

时候，母亲便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我

多在理科学习上花时间；而我也一

直很认真很努力地完成她给我安排

的每一件事情，在上高中之前，我

一直“兢兢业业”地维持着不错的

数理化成绩，从而保持着“我应该

没有太笨而学不动理科”这样一种

幼稚而别扭的自证心态。

但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在不断

地提醒我，我似乎并不符合那些刻

板印象中，对于所谓“理科天才”、

“科学家”的想象：在我眼里，那些

在数理学科上天赋异禀的人，应该

从小就对数学物理的知识充满兴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我与物理的二三事
林织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 普林斯顿 08544 )

2024－02－26收到

† email：zxlin@princeton.edu

DOI：10.7693/wl20240304

··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