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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到初稿 修回

走在时代前面的卓越物理学家 ) ) ) 李政道 3

朱仁义   程民治
巢湖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  安徽  

摘  要   简要论述了李政道对物理学的贡献 介绍了他关于科学与艺术合流的主张以及他关心中国科学与教育事

业的动人事迹

关键词   李政道 物理学 科学 艺术

  众所周知 世纪 年代以来 李政道一直活

跃在粒子物理学的前沿阵地 他和杨振宁合作提出

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一起分享了 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 成为华人首次涉足该奖项者 为了表达对

他的无限崇敬和仰慕之情 笔者特作此文 介绍他在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以飨读者

 茶馆里的大学生当了洋院士

年 月 日 祖籍苏州的李政道诞生于

上海的一个大家族 他共有兄妹 人 在良好的家庭

环境熏陶下 均学有所长 李政道自幼喜爱读书 无

论是文学 !历史 !科学 还是古今中外的书籍都能引

起他浓厚的兴趣 在他青年时代博览的群书中 爱丁

顿的5膨胀的宇宙6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唤起了他

丰富的想象力 使他更加热爱科学 他曾说 / 不要局

限于读名著 差的书不妨也读几本 读多了你们才能

辨别好坏 0他的中文造诣很深 既能诗善文 又对中

国古代的科学 !文化 !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钻研

年至 年 他在浙江大学 贵州永兴

物理系就读 次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 由于

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 昆明各方面的办学条件

都很差 只有当地的茶馆晚上有汽灯 这成为李政道

读书的好去处 他每天一大早就到茶馆买一杯茶 这

样可以占一个位子坐上一整天 后来 李政道总是戏

称自己是/ 茶馆里的大学生0

抗战胜利一年后 即 年 西南联大教授吴

大猷得到一笔经费出国研究 带李政道随行 李政道

由此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 在费米的指

导下 他于 年获得博士学位 费米的博学多才 !

严谨治学的态度及其公正的待人方式 一直影响着

李政道 在这之后 他在芝加哥 ≠ 天文台工作

个月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 物理系任

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一年 随后李政道走过了这样

的光辉历程 年至 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

究院工作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

授 年任副教授 年任教授 年至

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

年任该校费米讲座教授 年为该大学全校

讲座教授 李政道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

 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年轻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 李政道的物理生涯灿烂辉煌

他的卓越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物理方

面的研究 二是对实验物理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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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的理论物理研究可谓博大精深 他特别

擅长透过纷繁杂呈的表面现象 娴熟地运用逻辑 !直

觉等思维方式 加上他对物理学的特有灵感 抓住研

究问题的物理本质 求得解答 他坚信理论物理的各

个分支领域都是相通的 自然界具有简单性 并且重

要的本质性的东西都能以极其简单的数学形式表达

出来 断定/ 定律的阐述越简单 应用越广泛 科学就

越深刻0 他就是以这种高屋建瓴之势 取得了理论

物理学不少分支领域中显赫的科研成果 尤其是在

天体物理 !流体力学 !统计力学 !基本粒子和量子场

论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先后发表了 篇论

文和报告 被收入 年出版的三卷本5李政道文

集6 此后 年 涉及李政道研究孤子星 !黑洞 !凝聚

态物理 !多体物理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 !粒子物理和

场论等方面的 多篇专题学术论文 被收入5李政

道文集6第 卷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所作出的 杰出的贡献就

是对称原理方面的研究 面对着当时世界令人困惑

不解的/ Η Σ之谜0 他和杨振宁共同进行了艰苦的

探索 他俩于 年合作完成的论文/ 弱相互作用

中宇称守恒的问题0 后来被物理学界广泛誉为/ 战

后 激动人心的发现0 因为该论文给出了实验测量

离散对称性 Χ 电荷共轭 !Π 宇称 和 Τ 时间反

演 的严格条件 指出了已有的弱相互作用的实验并

未验证这些对称性 并且在这基础上 他们还提出了

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是否守恒的实验途

径 年 月 吴健雄领导的实验小组通过 Β衰

变实验 得到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明确实

验证据 紧接着又有近百个不同的实验得出了同一

结论 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很快导致了基本粒子

领域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 据此 李政道和杨振宁共

同获得了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

科学奖 这距他们发表宇称不守恒的研究成果还不

到两年时间 时间之短 在诺贝尔奖史上是罕见的

是年 李政道年仅 岁 除了英国的劳伦斯#布拉格

之外 他是历史上第二个 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李

政道与杨振宁赴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持的是他们

当年去美国留学时的中国护照 在诺贝尔奖的记录

上 他们的国籍是中国 是首次登上这代表全球科学

界 高荣誉奖坛的中国人

在推动实验物理方面 李政道的成就斐然 他为

早期高能中微子实验在理论上作了大量奠基工作

其中包括预言 • 粒子质量的上 !下限 与杨振宁合

作 计算高能中微子束所产生的 • 粒子的截面等

确定了此后 余年有关方面的大量实验和理论工

作的方向 同时 他与杨振宁还共同探讨了超子衰

变 提出在衰变中可能的时间反演非不变性问题 并

且预言通过测量核子的角分布可以确定超子自旋

这些理论为后来的实验广泛采用 此外 李政道又研

究分析了在几百 ∂ 能量下观测弱相互作用和电

磁相互作用的问题 指导了那个时期正在考虑建造

的高能加速器的实验计划

在强相互作用领域 李政道主要论及了强相互

作用模型 讨论了自发破缺问题 假设在重核内部某

些情况下 破缺对称可以由标量场的真空期望值的

改变而得以恢复 可以通过相对论性重离子束碰撞

实验加以验证 这些观点使他成为世界上建造相对

论性重离子加速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指出科学与艺术的和谐性

李政道在深入探索物理科学和艺术 如诗歌 !绘

画等 时体会到 科学与艺术绝非常人所认为的那样

是各行其道 !互不相关的 其实它们是兼容互补 !相

依相促的 李政道认为 科学与艺术之间有着很强的

关系 因为它们都要以各自的方式 从不同的侧面来

反映我们面前的大千世界中无数现象背后的两种秩

序 精确的 !严格的秩序和混沌的 !奔放的秩序 它们

的/ 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

真理的普遍性0 李政道得出结论 / 艺术和科学事实

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们源于人类活动 高尚的

部分 都追求着深刻性 !普遍性 !永恒和富有意义0

李政道关于科学艺术间的关系的精辟见解 再

一次告诫世人 在科学与艺术的极致境界 两者是浑

然一体的 科学中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美的发现

 海外学者火烈的赤子之心

李政道作为海外著名的物理学家 始终怀着一

颗报效中华的赤子之心 为了促进祖国的科学 !文化

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鞠躬尽瘁 屡屡作出了自己

大的奉献 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他一

有机会就回国访问 看到当时国内科学 !教育的状况

十分担忧 他在各地参观时看到不少为样板戏训练

人才的少年班 觉得在当时环境下也许可以走这一

条路来培养科学人才 遂于 年 月向毛泽东主

席建议用设立少年班的办法来培养少数学科的拨尖

人才 为此他还和/ 四人帮0作过一场辩论 后来毛主

## 物理



席接受了他的建议

/ 四人帮0倒台后 国内百废待兴 振兴教育首当

其冲 正是李先生 亲自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

究生项目 ≤ °∞ 从 年开始到 年结

束 通过该项目的考试 为祖国培养了 名毕业于

美国一流的研究生院的学生 其中不少人在学业有

成后 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现

在 他们当中有些已回国工作 成为所在单位的骨

干 更多的则是周期性回国讲学 成为沟通国内和国

际学术联系的重要桥梁

正是在李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 促成了/ 中

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0的设立 并通过这一渠道 美

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室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的设计 !建造提供了大量技术上的支持

∞°≤ 于 年动工 四年内建成 成为当今世界

上/ 能区在 ) ∂ 0范围内 先进的实验室 有数

十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来此进行合作研究

年 ∞°≤ 上有关 Σ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 被

评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上 重要的结果

正是根据李先生的建议和亲自帮助操作 中国

分别设立了完善的博士后制度及自然科学基金

年来 它已成为促进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

这之后 在李先生的努力下 于 年成立了由他

亲自担任主任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 × 和

北京近代物理中心 ° 这两个中心为推进我国

物理学 !环境科学 !化学 !生物学和各种交叉学科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多年来 李先生还相继被聘为暨南大学 !复

旦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西北大学的

名誉教授 并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第一批外籍院士 此

外 李先生还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聘为名誉教授 与

黄胄等一批著名艺术家组织/ 艺术与科学0研讨会

他为了纪念已故夫人秦惠 年初去世 在北

京大学 !复旦大学 !苏州大学 !兰州大学四所大学设

立了/ 政基金0 用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年是中国科学院成立 周年华诞 李政

道等一批华裔著名物理学家 又亲临祖国庆贺 !指导

和讲演

李政道虽然硕果累累 成就显赫 但 余岁的

他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 面临着 世纪世界物理

学留下的两个根本性难题 ) ) ) / 失去的对称0和/ 看

不见的夸克0 他仍毅然决然地深思着 艰苦地探索

着 将智慧的目光投向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 继续

为推进世界和祖国物理学前沿领域的研究而拼搏和

进取 他曾表示 我并不觉得物理学枯燥无味 研究

物理学是我的一种乐趣 李政道时常引用杜甫的诗

/ 细推物理须行乐 何用浮名绊此生0 有时他干脆宣

称 / 物理学是我的生活方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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