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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稿

编者按 今年 ! 月 "" 日是当代物理学大师杨振宁教授 #$ 华诞，杨教授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严谨的治学思想，深

深地影响着我国物理界几代学人 %值此杨教授诞辰之际，特转载他的“美与物理学”一文，以飨读者，并遥贺杨教

授健康长寿 %

美 与 物 理 学#

杨 振 宁

#&!!’ 年 & 月 &’ 日在香港中华科学与社会协进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演讲会上的讲词，讲题原为“科学工作有没有风格”%

十九世纪物理学的三项最高成就是热力学、电磁学与统计力学 %其中统计力学奠基于麦克斯

韦（( %)*+,-..，&#/&—&#’!）、玻尔兹曼（0% 12.345*66，&#77—&!$8）与吉布斯（9% :;<<=，&#/!—&!$/）

的工作 %玻尔兹曼曾经说过!：

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即能辨认出莫扎特（)24*>3）、贝多芬（1--3?2@-6）或舒伯特

（AB?C<->3）的 音 乐 % 同 样，一 位 数 学 家 或 物 理 学 家 也 能 在 读 了 数 页 文 字 后 辨 认 出 柯 西

（D*CB?E）、高斯（:*C==）、雅可比（(*B2<;）、亥姆霍兹（F-.5?2.34）或克尔期豪夫（G;>B??2HH）的工

作 %

对于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有人会发生疑问：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那里会有什么

风格？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有过如下的讨论"：

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 %而各个

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

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

的风格 %

今天我的演讲就是要尝试阐述上面这一段话 %我们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格讲起 %

一 狄拉克

狄拉克（I%J;>*B，&!$"—&!#7）（图 &）是二十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 %关于他的故事很多 %譬如：

有一次狄拉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 %演讲完毕，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回答：我不

懂怎么可以从公式（"）推导出来公式（8）%”狄拉克不答 %主持者说：“狄拉克教授，请回答他的问

题 %”狄拉克说：“他并没有问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
这个故事所以流传极广是因为它确实描述了狄拉克的一个特点：话不多，而其内含有简单、

直接、原始的逻辑性 %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来便很通顺，就像

“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 %
狄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 &!"# 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拉克方程#：

（!"! K #"""）# L $# % （J）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及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

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 %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 %没有狄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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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狄拉克 !"#" 年在美国纽约州石溪（$% &’()*+,- 摄）

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0）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拉

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
狄拉克方程“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1’*），而且为什么“自旋角

动量”是 !23 而不是整数 %初次了解此中奥妙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神来之笔”，是别人无法想

到的妙算 %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4%5)’()*+)67，!"8!—!"9#）看了狄拉克的文章，无法了解狄拉

克怎么会想出此神来之笔，于 !"3: 年 ; 月 < 日给泡利（4% =>,?’，!"88—!";:）写了一封信描述了

他的烦恼!：

为了不持续地被狄拉克所烦扰，我换了一个题目做，得到了一些成果 %
（按：这成果是另一项重要贡献：磁铁为什么是磁铁 %）

狄拉克方程之妙处虽然当时立刻被同行所认识，可是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叫做“负能”

现象，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狄拉克的文章发表以后三年间关于负能现象有了许多复杂的

讨论，最后于 !"<! 年狄拉克又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A)B6C BD E*F’1>6F’G?)(）来解释负能现象 %这
个理论当时更不为同行所接受，因而流传了许多半羡慕半嘲弄的故事 %直到 !"<3 年秋安德森（H%
I%E*-)6(B*，!"8;—!""!）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反粒子理论又是物理学的

另一个里程碑 %
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 %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

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 %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

篇文章，其中引了高适（988—9#;）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我非常高

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

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 %另一方面，他于 !"3: 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J%
KBA6，!":;—!"#3）、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

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
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 %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

“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LAB(F）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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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 !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

"##$ 年 $ 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和后来的周作人［"&&%—"#$(］，林

语堂［"&#%—"#($］等）的性灵论 !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

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 !“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

独创性！

图 * 狄拉克与海森伯 "#*’ 年前后在美国剑桥（原刊于

+! ,! ,-../01，234567-/371，895 :/;5 -30 <4/5345 =; >56356 ?5/.@

53A56B，>!?!C655D-3，"##)）!

图 ) 海森伯 "#)E 年前后在德国格廷根（FG77/3B53）

（原刊于 +! ,! ,-../71，234567-/371，895 :/;5 -30 <4/5345

=; >56356 ?5/.53A56B，>!?!C655D-3，"##)）!

二 海森伯

比狄拉克年长一岁的海森伯（图 )，*）是二十世

纪另一位大物理学家，有人认为他比狄拉克还要略

高一筹! ! 他于 "#)% 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引导出

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三十八年以后科学史家库恩

（8!HI93，"#))—"##$）访问他，谈到构思那个工作时

的情景 !海森伯说"：

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

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

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坠入雾中 ! 然后⋯⋯忽

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

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 !”
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

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

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 !我必须爬近

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海森伯 "#)% 年夏摸索

前进的情形 ! 要了解当时的气氛，必须知道自从

"#"* 年玻尔提出了他的原子模型以后，物理学即

进入了一个非常时代：牛顿（J ! K5L7=3，"$E)—"()(）

力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可是用了牛顿力学的一

些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的假

设，却又可以准确地描述许多原子结构方面奇特

的实验结果 ! 奥本海默（M ! N! OPP5395/D56，"#’E—

"#$(）这样描述这个不寻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

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

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 ! 那是一个真挚

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

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性的

挡架方法 !

对于那些参加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 !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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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或写克伦威尔（)*+,-#..）那样的笔力，

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 !

/012 年夏天，13 岁的海森伯在雾中摸索，终于摸到了方向，写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 !
有人说这是三百年来物理学史上继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文章 !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4! 5+*6，/771—

/089）、狄拉克、薛克谔（:! ;<=*>$%6?#*，/778—/0@/）、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

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 !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工业发

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
/018 年夏，12 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A#%&B%?）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 !后来成名的

布洛赫（C! 5.+<=，/092—/07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 D#..#*，/097—，“氢弹之父”，我在

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 !他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极好胜 !第一年他在系中

称霸 ! /017 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 !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

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

个鲜明的对比 !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6E.%FG），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

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

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 !二者对

比清浊分明 !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

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

三 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什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 !为
了解释此点，请看图 H 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6+,#6+.+?%<E.
F=#+*G）（1）是介乎实验（/）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 !（/）和（1）合起来是实验物理，（1）和（3）合

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
物理学的发展通常自实验（/）开始，即自研究现象开始 !关于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举很

多大大小小的例子 !先举牛顿力学的历史为例 !布拉赫（D! 5*E=#，/2H@—/@9/）是实验天文物理

学家，活动领域是（/）!他做了关于行星轨道的精密观测 !后来开普勒（I ! J#&.#*，/28/—/@39）仔

细分析布拉赫的数据，发现了有名的开普勒三大定律 !这是唯象理论（1）!最后牛顿创建了牛顿

力学与万有引力理论，其基础就是开普勒的三大定律 !这是理论架构（3）!
再举一个例子：通过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许多电学和磁学的实验（/），安培（K!

K,&L*#，/882—/73@）和法拉第（4!CE*E$EG，/80/—/7@8）等人发展出了一些唯象理论（1）!最后由

麦克斯韦归纳为有名的麦克斯韦方程（即电磁学方程），才步入理论架构（3）的范畴 !
另一个例子：十九世纪后半叶许多实验工作（/）引导出普朗克（4! M.E6<N，/727—/0H8）/099

年的唯象理论（1）!然后经过爱因斯坦（K! :%6(F#%6，/780—/022）的文章和上面提到过的玻尔的

工作等，又有一些重要发展，但这些都还是唯象理论（1）!最后通过量子力学之产生，才步入理

论架构（3）的范畴 !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工作集中在图 H 所显示的哪一些领域呢？狄拉克最重要的贡献是前面

所提到的狄拉克方程（O）!海森伯最重要的贡献是海森伯方程"，是量子力学的基础：

!" P "! Q P #!! （R）

这两个方程都是理论架构（3）中之尖端贡献 !二者都达到物理学的最高境界 !可是写出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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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途径却截然不同：海森伯的灵感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进而在摸

索中达到了方程式（#）$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数学（%）的美的直觉欣赏，进而天才地写出他

的方程（&）$他们二人喜好的、注意的方向不同，所以他们的工作的领域也不一样，如图 ’ 所示

（此图也标明玻尔、薛定谔和爱因斯坦的研究领域 $爱因斯坦兴趣广泛，在许多领域中，自（"）至

（(）至（%），都曾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图 % 物理学的三个领域 图 ’ 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与唯象理论（"）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

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 $狄拉克则

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

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

图 ) 二叶图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 $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

片（图 )）$ 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

源 $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

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

念 $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

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

同的传统 $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

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

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

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

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 $譬如实验（!）与唯象理

论（"）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

重叠区之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

·*+!·(! 卷（",," 年）% 期

Absent Image
File: 0



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

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如图 ! 所示 "
常常有年青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 "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

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 "爱因斯坦在晚年时（#$%$ 年）曾经讨论过为什

么他选择了物理 "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 "
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

年青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

四 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到（&）到（’）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 "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 "譬如虹和

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 "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 %&(的弧，红在外，紫

在内；霓是 )*(的弧，红在内，紫在外 "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 "这
是第一步（#）"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 %&(与 )*(可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

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 "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

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的美 "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

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 "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与唯象理

论（&）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

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

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 "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十九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

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二十世纪物理

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 "它最初完全没有被数学家所注意，而今

天狄拉克流型（+,-./ 0.1,2345）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

复杂的 "
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6"74.89，#:):—#;&:）的不

朽名句来描述!"$：

<3 =99 . 63-45 ,1 . >-.,1 32 ?.15
@15 . A9.B91 ,1 . 6,45 C43D9-
A345 E12,1,FG ,1 FH9 I.4J 32 G3K- H.15
@15 LF9-1,FG ,1 .1 H3K-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 M3I9，#!;;—#:%%）的句名来描述!"%：

N.FK-9 .15 1.FK-9O= 4.D 4.G H,5 ,1 1,PHF：
>35 =.,5，49F N9DF31 Q9！@15 .44 D.= 4,PHF "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 "缺少的似乎是一

·;$#· 物理



种壮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 !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教

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

注释

! 见 ()*+&, -#.$/0122，3*! 4! -5#*1（678#+ 953::，;<=>），?>!

" 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页 ;;A!

# 此方程式中 ! 是动量，" 是光速（ B >CC，CCC 公里D秒），# 是电子的质量，$ 是能量，! 是波函数 !这些都是当时大家已熟悉

的观念 !"和#是狄拉克引进的新观念，十分简单但却影响极大 !在物理学和数学中都起了超级作用 !

$ 译自 E!91&:，F2+15* -#)2*（67G#5* H2&I35:&$J 953::，;<=A），>K=!海森伯是当时最被狄拉克方程所烦扰的一位物理学家，因为他

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年玻尔最早提出了量子数的观念，这些数都是整数 !后来于 ;<?; 年还不到 ?C 岁的学生海森伯大

胆地提出量子数是 ;D? 的可能 ! ;<?@ 年两位年青的荷兰物理学家把 ;D? 的量子数解释成自旋角动量 !这一些发展都是唯象

理论（?），它们得到了许多与实验（;）极端符合的结果，十分成功 !可是它们都还只是东拼西凑出来的理论 !狄拉克方程则不

然，它极美妙地解释了为什么自旋角动量必须是 ;D? ! 由此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当天才的海森伯看了狄拉克方程，在羡佩之

余，必定会产生高度的烦恼 !

%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似乎持此观点：海森伯独获 ;<>? 年诺贝尔奖，而狄拉克和薛定谔合获 ;<>> 年诺贝尔奖 !

& 译自 E!91&:，L&3.: -#%5M: N&03:（67G#5* H2&I35:&$J 953::，;<<;），?OA!

’ 译自 P! Q! 6RR32%3&035，S’&32’3 12* $%3 T#00#2 H2*35:$12*&2,（N%3 Q3&$% (3’$)53: ;<@>，S&0#2 12* S’%):$35，;<@K）!引文最后一句是

说荷马（U#035，古希腊诗人）和喀莱尔（N! T15.J.3，;O<@—;==;）都恐怕难以胜任 !

( 紧跟着海森伯的文章，数月内即又有玻恩与约尔丹（9! P#5*12，;<C?—;<=C）的文章和玻恩、海森伯与约尔丹的文章 !这三篇文

章世称“一人文章”、“二人文章”及“三人文章”，合起来奠定了量子力学的数学结构 !狄拉克和薛定谔则分别从另外的途径

也建立了同样的结构 !但是这个数学结构的物理意义却一时没有明朗化 ! ;<?O 年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

理”才给量子力学的物理意义建立了“哥本哈根解释”!

) 事实上海森伯并未能写下（U）!他当时的数学知识不够 !（U）是在注(所提到的二人文章与三人文章中最早出现的 !

*+, 节译自爱因斯坦“E)$#8&#,51R%&’1. L#$3:”，原文见 E.835$ 4&2:$3&2，9%&.#:#R%35VS’&32$&:$，3*! 9! E! S’%&.RR，6R32 T#)5$，4I12:$#2，- !
（;<K<）!

*+. 陈之藩教授的译文（见他所写的《时空之海》［台北：远东图书公司，;<<A］，页 KO）如下：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 我的翻译如下：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

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

杨振宁 当代物理学大师，在基本粒子理论和统计力学方面都曾作出许多卓越贡献 !他在 ;<@A
年和李政道共同提出在弱衰变过程中宇称性不守恒的可能，跟着这革命性观点由实验证明，整个

物理学界为之轰动，杨、李二位在翌年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教授在 ;<@K 年和米尔斯（Q!
W&..:）所提出的广义规范场理论，今日已经成为讨论一切相互作用的基础语言和工具，其重要性

与广义相对论可相比拟 !杨教授早年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K< 年受

聘于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AA 年出任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所所长迄今，;<=A 年起

兼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博文讲座教授 !

（转载自《二十一世纪》杂志 ;<<O 年 K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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