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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诗抄（ 续六）

李华钟! " " 冼鼎昌# " 编
（!" 广州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广州" $!%#&$）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

杭州会议

殷鹏程

中秋国庆喜相逢，浓妆西子添秀容)
学府聚会谈粒子，高楼谈笑议新功)
老将益壮多贡献，新秀奋发攀高峰)
平湖泛舟探明月，难见嫦娥羞掩容)

!(*# 年 !% 月

注：殷鹏程是同济大学教授)

访乐山大佛

胡宁

大佛扶膝望浮尘，无言枯坐古犹今)
苦思千载似难悟，细看群峰若未真)
元气磅礴化小粒，心旗飘动记前因)
绵城胜事长相忆，更过巫山下彩云)

!(*# 年 ( 月

注：此诗是胡公在杭州粒子理论会议作总结报告时所出示)

杭州游湖

李华钟

十载重临夜泛舟，岸灯远渐近堤幽)
三潭月暗空寻印，九曲桥乱小瀛洲)
人满画亭烟火里，玉宇琼阁墨云秋)
凭栏冷眼波光掠，旧梦西湖去不留)

!(*# 年

诗三首

葛墨林

轻风细雨夜难眠，孤灯苦读玉泉边)
湖光什色皆无味，幻谒如来与斯坦)

!(*’ 年

无题
春日煦煦西湖畔，烟柳垂杨断桥边)

白衣娇客何处去，空留小墓!叹沧田)

过西安
秦都月夜伴残冬，徘徊站台喧闹中)
此去江南少故旧，躲进小楼伴书丛)

注：葛墨林，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室教授)

!指苏小小墓)

读报无题

李华钟

寂寂儒林密密苗，五山灵气动重霄)
勤祈仙露施凡俗，懒惯笙歌破漠寥)
百劫衰颜遮破帽，九儒邻丐事非遥)
文人每易怀身世，未识灵丹堪驻韶)

!(*# 年

注：人民日报载，广州石牌五山大学区供应缺乏，引起政府关

注)

赠桂友同志

李华钟

南岭毓灵秀士多，少年跃马渡延河)
蓝衣朱粉英豪笔，青叶黄沙战士歌)
卅载心浇血沃土，十年身负劫多磨)

·!!"·



! "# 卷（#$$" 年）" 期

红心无恨中天月，剩却清辉耀扶疏%
&’(# 年

注：曾桂友同志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工作三十年后离休，

文革期间倍受迫害%

附：曾桂友同志答诗
休戚与共情谊多，无力并肩奈年何%
我本凡辈愧庸碌，但祝君曹奏凯歌%
折磨应是前生定，知命常能渐解和%
丹心自许比日月，只惜绵薄呼荷荷%

伤旧

李华钟

英雄岂易伤愁感，无奈凡夫涕泪多%
昔日成篇真慷慨，一时才气尽消磨%
摧心世历同今古，挥泪重临事已过%
灯下坊桥唯寂寞，萧萧芦荻少时歌%

&’(# 年

注：母逝五年，忆少年时日寇侵港，举家一迁再迁，母亲常吟

唐刘禹锡诗句：“ ⋯⋯ 今逢四海为家日，古垒萧 萧 芦 荻

秋% ”

夜行

李华钟

夜行寂寞路不平，径狭苔深脚步轻%
树密影浓一片黑，星疏光淡两苍溟%
街灯照路明犹灭，洼水映人浊似清%
步履声声如问影，相随何事偏多情%

&’(# 年

注：居室无宁，夜行于外% 诗成寄呈胡公%

答李! 步韵

胡宁

胸中郁气与云平，柳色荡摇繁火轻%
万念难泯燕北顾，半生空守岭南溟%
茫然旧步入苍莽，着意窗灯照寂清%
应学王维知淡泊，水穷坐看亦倾情%

注：胡宁教授读李华钟“夜行”诗后，步原韵赠诗%

答胡公! 步韵

李华钟

胸中灵气郁不平，一吐停云百叹轻%
万念成尘北客顾，半生应学老僧瞑%

沉沉独步知荆莽，寂寂孤灯照慧清! %
一去挂冠明淡薄，天涯何处可倾情%

&’() 年

注：胡公即胡宁教授%
!龚定庵诗“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

答汤明燧

李华钟

汤兄诗品擅雕工，拙笔无才未敢同%
我好标新君好史，敢辞诘曲笑画虫! %

&’** 年

注：汤明燧时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治明经济史，后移居

加拿大%
!李华钟曾有诗云：“费曼图形似画虫”% 费曼为近代理论

物理大师，所引入的理论计算图解法已经成为计算粒子

物理过程的经典方法%

赠黄天骥

李华钟

春夜伤心坐荧屏!，时人世事入图帧%
新潮雅士侃开放，老去匹夫付寂清%
偶有读诗常戴泪，不时觅句总因情%

只缘未了情损性"，百事毋论#意可平%
&’(+ 年

注：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专古典文学、戏曲% 黄天骥

教授答诗附后%
! 龚自珍：“春夜伤心坐画屏”% " 黄节：“损性却缘情未

了”%# 龚自珍：“中年百事畏重论”%

附：寄李兄步韵

黄天骥

一夜春风入画屏，诗书漫卷吁流莺%
轻云欲褪花知暖，淑气初回月有情%
对景举杯休气索，烹茶更盏话时清%
劝君莫拍惺亭柱，读罢离骚意渐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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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说明］在 !"#$ 年广州粒子会议后不久，开始了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出国交流的首次高潮% 在那个会

议上最活跃的物理学家群，当时已经年届四十，他们

之中许多人还是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大部分人

到美国，少部分人到英国和欧洲的大学或研究所进

行研究访问% 不久，出国潮扩及青年学生，物理系大

学毕业生及研究生打头，出国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

而且很快就从物理发展到其他理科以及工科、文科、

艺术等各个领域% 这情景使人想起一百年前在中国

大地上发生的出国大潮% 那次大潮是晚清的一件大

事% 按现时的说法，当年出国是“公派”的———由政府

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幼童到美国学习（ 洋务运动中的

人才出国培养以幼童派出始，时为 !#&’ 年）% 但是那

次出国潮与这一次的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规模或

是在培养人才上% 那次公派出国虽然开始时轰轰烈

烈，但最后落了一个朝廷害怕留学生在外国受到的

影响会不利于政府而把他们召回的下场，在“ 公派”

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有点不克有终% 尽管从成材的名

单来看只数得出有数几位，不过那一次的开风气之

先却是历史性的，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困难的大国在

历史进展中求变的努力% 一百年后的这一次在性质

上是一百年前的那一次的血缘延续，只不过后一次

远比头一次来得清醒和主动罢了% 有人抱怨大潮把

人才冲往国外，其实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条必由

之路，不能避免的% ’$ 世纪 ($ 年代的欧洲就曾经抱

怨过人才外流（)*+,- .*+,-），几十年来抱怨归抱怨，

欧洲的人才照样往美国流，一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当然感觉不到，现在国门一打

开，问题就凸现了出来，应当说这是中国走在当前发

展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总之，这代价反映在中

国粒子物理学者这个集体中，就是有两年多开不成

全国的会议%
!"#’ 年深秋，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粒子

理论会议，如果说黄山会议是第一次，广州会议是第

二次，这次便是第三次的全国粒子理论会议了% 当时

汪容从北京的高能物理研究所调到浙大任教授，李

文铸出任浙大的副校长，由他们筹备，这个在桂子飘

香时节的西子湖畔举行的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大会

由朱洪元与胡宁两位先生分别作开场和总结报告，

会上不但有国内同行的工作进展报告，还有从国外

访问回来的人对国外发展作综述性的报道% 会议进

行得生动活泼，胡宁在作会议总结时甚至用透明片

打出一首他关于乐山大佛的七律，还引申作了一些

关于元气、微粒的议论% 中国古代的的元气论作为物

质的连续形态的观点是文革末期何祚庥从文献中找

出来的，他还写了文章讨论它与现代基本粒子的量

子场论的关系，杭州会议上的人一看便知，但不是这

行的读者读了会不知所云% 胡先生一方面认为何祚

庥的考证在哲学上有意思，但是他不同意何祚庥关

于场是比粒子更为基本的概念的说法，在诗里含蓄

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用中国的传统律诗来进行科

学上的学术讨论，胡先生真可以说是够风流儒雅的

了% 他的七律收在这里% 与会者颇有诗作，可惜当时

没有注意收集，目前在手头只有录在这里的几首%
这里收录的在杭州会议前后李华钟与一些文科

教授或学校老干部的几首唱酬之作，不能只以通常

唱酬之作视之，因为它们反映了唱酬之外的至少两

点，一是理科与文史科的学者在中国传统诗词上的

爱好的共通，二是这轮出国大潮不止波及理科，而且

文史科也在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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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密度的冰
/ / 英国伦敦工学院和英国 0--1)*234 大学 567- 8,--9: 教

授与他的同事们制作出了一种超高密度的非晶态冰，简称为

;<=>（?9*: 7,@7 .9-1,A: +B6*C7621）冰，它的密度在标准状

态下为 !% ’D@ E 3BF % 众所周知，在标准状态下，普通冰的密度

为 $% "’ @ E 3BF，而水的密度为 !% $@ E 3BF %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 冰将会沉入水中，而不是漂浮在水面上%
大多数物质固态的密度都要比它们处在液态时的密度要

高，但只有水是例外% 而正是水的这个性质对地球上的气象、

化学以及生物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了了解为什么水会有

这种反常的性质，物理学家们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了各种方法

去探讨这个问题% 迄今为止，已经确认，冰存在着 !F 种不同的

晶态结构% 但非晶态冰的情况有点不同，它在冻结时并没有规

则的点阵排列，因此目前只发现有 D 种不同类型的非晶态冰，

而最后发现的这种 ;<=> 冰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压强

为 !G 4)+* 和温度为 && H 时，仍然保持着它们的结构%
567- 8,--9: 教授及其同事们利用中子衍射的方法研究

了 ;<=> 冰的结构，他们认为这是水分子的另一种结构状

态，这可能有助于揭开水在结冰时的反常性的秘密% 当然他

们的工作也提醒大家，水存在着两种结构而不是单一的结

构，甚至于有可能存在着多种结构有待我们去发掘%

（云中客摘自 I7:1% J9?% K9AA% ，!! L6?9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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