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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帅才 !" #" 康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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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 康普顿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年从伍斯特学院毕业，次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 年在普

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曾在 !(%&—!(-, 年间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在该校大力推行改革，将基础科

学研究引入工程教育，使该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他也曾担任美国多项国家科学机构的要职，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军

事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 $ )* +* 康普顿，物理学家，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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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 V &! 收到初稿，"&&% V &! V !! 修回

#$ 通讯联系人* W4C36A：O378HCX 8IJ3I* 3J* J7

图 !$ )* +* 康普顿照片

$ $ 在物理学史领域，康普

顿效应（9=CDE=7 ?NN?JE）的发

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做出这项发现的美国物理学

家阿瑟·霍利·康普顿（/@4
E<S@ R=AAB 9=CDE=7，!,("—

!(’"）于 !("F 年（%G 岁时）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

国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当年

曾作为康普顿的学生，对这项科学发现的实验验证

工作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史实现在已为众所周知了，但康普顿的哥

哥，也是物理学家的卡尔·泰勒·康普顿（)3@A +3B4

A=@ 9=CDE=7，!,,F—!(G-）的名字在中国却并不一

定为大家所熟悉，其实他在美国科学界也是大名鼎

鼎的人物：不但在物理学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

曾担任过 !F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53II3J<SI?EEI
T7IE6ESE? =N +?J<7=A=8B，5T+）的院长、美国国家科学

院物理学部的主席、美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罗斯福总

统时期的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等重要职务，

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军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工作

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 科学帅才”* 本文根据有

关资料，对他的生平事迹加以简要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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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

为了与他的弟弟 ’( )( 康普顿加以区别，习惯

上，大家都把 *( +( 康普顿简称为 *+( 本文也依此惯

例称呼之(
康普顿家族是英国移民的后裔，有很强的基督

教传统，是一书香门第( 康普顿兄弟的父亲是美国俄

亥俄州伍斯特学院（,-../0/ -1 2--34/5）的哲学教

授( 家中有四个孩子，*+ 是长子，以下有两个弟弟和

一个妹妹( 康家三兄弟都很出色，先后都获得了普林

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后来都成为了大学校长(
妹妹后来也成了学有专长的优秀学者(

*+ 于 &6$7 年毕业于伍斯特学院，次年在该校

获得硕士学位，是该校的优等毕业生( 在攻读硕士期

间，他兼任实验室的助理，并指导大学生的基础物理

学习，被同学们誉为“ 科学理解上的天才”( 他的硕

士论文发表在 &6&$ 年的《 物理学评论》杂志上，是

*+ 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6$6 年对 *+ 后来的生涯而言是关键性的一

年，因为在他得到了硕士学位之后，他收到了一个邀

请，要他负责在朝鲜的一个传教士使团的科学部门(
这也是父亲希望自己的长子终身从事的职业，因为

*+ 的父亲原本的理想就是做个传教士，但终身没能

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把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但就

在 *+ 准备应邀前往的时候，父亲又改变了主意，他

认为要成为好的传教士，儿子还是应该先到图书和

实验条件更好的大学进一步充实学识，以免将来误

人子弟( 这是 *+ 认为改变了自己人生命运的一个

重要事件(
*+ 于 &6&$ 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这里

吸引他的原因是有当时美国著名的巴耳末物理实验

室，还有刚从英国剑桥大学聘来的两名物理教授，其

中之一就是欧文·2·理查森（89/: 2( ;<=>?5@A
3-:，&7B6—&6C6），&6#7 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 跟

随他做博士研究工作，后来 *+ 的弟弟 ’( )( 康普顿

也是跟他做博士研究( 理查森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在卡文迪什实验室跟随 D( D( 汤姆森等做过研究工

作( 到美国后，理查森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光电效应的

实验研究方面，所以影响到 *+ 对电子理论与实验

的研究兴趣，他们两人联名发表了好几篇这方面的

研究论文，后来理查森就是因为光电效应方面的研

究而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 &6&# 年两人合作的

一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能量单位“电子伏”

概念［"］( 理查森对 *+ 的科学素养起了很重大的影

响(
*+ 靠助教津贴和奖学金读完了学业，于 &6&#

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的论文也是关于电子在

紫外光的激发下从金属表面逸出的课题( 获得博士

学位后，他接受聘请到波特兰新成立的里德学院

（;//@ ,-../0/）做了一名物理学讲师( 在里德学院，

*+ 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建设新成立的物理系及其

实验室的工作，同时也致力于研究( 在短短的两年

中，发表了好几篇研究论文，成为年轻有为的物理学

家( &6&C 年，他又回到普林斯顿，担任物理系的助理

教授职务( 康家三兄弟此时也在这里会合了，大弟威

尔森刚刚在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小弟 ’( )( 康普

顿在 *+ 的引导下于 &6&" 年进入 E 射线研究领域，

此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兄弟

俩作为同行工作得很愉快，两人合作发明了一种后

来被称做为康普顿静电仪的装置( *+ 还在教学研究

之余，兼任通用电气公司的物理学研究顾问，帮助美

国发明大王爱迪生设在华盛顿的信号实验室做咨询

和研究，这个职务他保持了很多年( &6&B 年，当第一

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时，*+ 被美国政府派往巴

黎，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科技参赞( 这个经历使

他得以在欧洲结识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让他认

识到科学技术研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他后来

发明所谓“ 战斗科学家”（,-FG?4 H=</:4<343）称呼的

缘起，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

用［%］( 战争结束后，*+ 回到了普林斯顿，由于在物理

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表现，他在 &6&6 年被普林斯顿大

学聘为终身教授，这时，*+ 刚刚 "& 岁(
此后的十年，*+ 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上的才能获

得了充分的发挥( 他的口才极佳，在教学方面有口皆

碑( 在物理实验上他也极具天才，创造了很多实验方

法和技巧( *+ 的研究兴趣广博而深入，包括金属的

光电效应、电子在气体中的电离和运动、荧光现象、

光电子通过水银蒸气的发射与吸收谱、电弧理论和

电子与原子的碰撞等等当时最热门的课题( 十年当

中，他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使他在美国

以及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 &6#%
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翌年当选为美

国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两年后成为理事长( &6#B—

&6"$ 年，兼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物理学部的主席，并

在 &6"$ 年发起建立美国物理学研究会（’F/5<=?:
I:34<4J4/ -1 K>L3<=3），并担任了 C 年的会长职务( &6#B
年，当他的弟弟 ’( )( 康普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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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也被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任命为巴耳末实验

室主任# 两年后，他又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主

任# 他的目标是将该系建设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

物理学系，培养出更多的一流物理学家#
但令他自己也很吃惊的是，$%&’ 年，麻省理工

学院校董会向 !" 发出了正式邀请，请他担任该校

的校长职务# !" 此时在普林斯顿的科学研究事业正

如日中天，教学工作也顺利进行，使他很不情愿离

开# 另外，由于美国正经历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

()" 在经费上正困难重重，在这个特殊时期，接受校

长职务不光意味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冒

险# 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决定承担起这

个新的责任# 他把自己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的理由

在《普林斯顿人日报》（"*+ ,-./0 12.34+5+3.-3）上公

之于众：“对这个机会的态度是帮助科学在工程教

育中‘做到最好’，这个想法使我产生了强烈的责任

感，并且战胜了其他所有的考虑# ”［6］

78 革新科学和工程的研究与教育

!" 在 $%&’—$%9: 年间担任 ()" 校长职务，卸

任后又担任校董会主席直至 $%69 年去世# 他的名字

与 7’ 世纪 ()" 在科学上的卓越表现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
()" 在 $% 世纪下半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工程

师的摇篮之一，该时期美国有相当数量的优秀工程

师出自该校# !" 认为，它过去在工程技术的教育和

研究上几乎无可挑剔，但在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革命

之后的新形势下，学校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以

及对它们与工程技术的联系方面的认识和结合上尚

有很大的欠缺和不足# 进入 7’ 世纪以来，()" 在科

学研究领域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而工程技术现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科学研究上的进展，科学

在工程技术领域正扮演着越来越居于核心的角色，

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那种仅仅注重实际经验和工业

技巧的教学和研究模式，根本就无法适应新的时代

要求了，因此必须大力进行这方面的改革# 另外，由

于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传

统，对任何形式的思想自由方面的限制都保持高度

的警惕，所以一般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都与可能带

来限制的政府部门的关系保持谨慎# 但在经济大萧

条的影响下，过去比较宽裕的来自私人机构和工业

部门的办学经费大幅度收缩，必须寻求新的经费来

源# 鉴于这样的认识，接手 ()" 后，!" 立即准备着

手改造学校的行政和学术机制，强化科学研究工作

和教学氛围，致力于发展新的科学和工程研究与教

育相结合的新模式# 他也准备改变过去的对政府资

助敬而远之的方针，转而采取积极寻求政府项目，同

时保持学校相对自由研究的政策#
但在推行新的改革计划时，他实际上面临着双

重困难的局面# 其一是来自学校内部的传统保守力

量，他们沉湎于 ()" 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和经

验，对任何可能的改变都有很强的抵触；其二是来自

学校外部的反技术浪潮的社会压力，因为从 $%7% 年

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使很多人失去了财富和工作，他

们把这个大灾难的发生归咎于技术进步，认为它导

致了生产过剩和失业#
!" 首先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说服校董会的成员

和一些资深教授，同时也团结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

如万尼瓦尔 · 布什（;-33+<-2 =>?*，$:%’—$%@9）

等，大力贯彻自己的新观念# 另外还通过各种场合和

媒体为现代科学技术辩护，指出科学技术绝非大萧

条的罪魁祸首#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 终

于慢慢让 ()" 的大部分人从思想上开始支持或默

认了自己的新办学方向，然后开始了实际的革新行

动#
这些措施包括重新调整学校的行政机构，让更

多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参与管理工作；调整研究和

教学机构，使之能适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让科学进

展上的新鲜内容能尽快地渗透到教学当中去的要

求；建立研究生院，让学生的研究潜力得到尽情的发

挥，如此等等# 经过 6 年的努力之后，()" 发生了革

命性的转变，人人都能看到这些科学和教育改革的

效果：()" 开始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暂露头角，教师

都开始积极致力于运用新科学成果于工程技术研究

和教学，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了解科学前

沿的进展，与工业界的联系更密切和广泛起来# 最

后，!" 还使 ()" 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了美国联邦

政府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许多研究项目，这为

()" 日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

础#
许多人在评价 ()" 从美国的工程技术名校转

变为世界著名大学的起因时，列举了三个因素：经济

大萧条、!"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三个因素的核心

是人的因素，可以说正是 !" 利用那两个（既可能是

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客观事件，充分发挥人的主动

性，赢得了 ()" 的人心，从而完成了其历史性的转

变# 曾担任 ()" 副校长，同时兼任学校 6 个学院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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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工程学院院长的 &’ 布什最后评价 () 是“在我

所见到过的人中，最让人喜欢的一个’ 麻省理工学院

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那么忠心于他，所以他

做什么都没有人反对’ 他很有见识、悟性、理性、辨别

能力，很和气，不是个得意忘形、自高自大、自私自利

的人⋯⋯ 任 何 人 只 要 能 够 避 免，就 不 会 去 伤 害

他’ ”［*］

"! 科学技术应用于反法西斯战争

在 +,) 的成功使 () 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美国的

各种科学活动中去’ -."" 年，应罗斯福总统的邀请，

他担任了新一届的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
年，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 当国家国防研究委

员会在 -.%$ 成立的时候，() 成为其主要成员并担

任其中探测技术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然后于 -.%- 开

始转任新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0123）雷达技术装

备研究部门的负责人’
#$ 世纪 "$ 年代末在华盛顿形成了一个对美国

政府、国会和军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圈子，其

核心成员除了 () 外，还有时任卡内基研究院（4567
89:;9 ,8<=;=>=;?8）院长的万尼瓦尔·布什、哈佛大学

校长康南特（ @5A9< B6C58= 4?858=，-D."—-.ED）和

贝尔实验室主任（ 后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尤厄特

（F658G B’ @9H9==，-DE.—-.%. ）等人’ () 在其中起

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建议在 +,) 建立辐射

实验室，并推荐年轻物理学家李·杜布里奇（I99 J’
3>B6;K:9）担任主任’ 这个实验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与贝尔工业实验室密切协作配合，研制出一代又

一代的新式雷达，发挥出无比的“ 知彼”威力’ 该实

验室刚开始时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到战争结束时

已接近 %$$$ 名，总经费预算超过 -/ 亿美元！雷达

技术和武器对盟军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发挥了重大的

作用，所以有人说“原子弹仅仅是结束了战争，而雷

达赢得了战争！”［E］

从 -.%" 到 -.%/ 年，() 又兼任 0123 战地服务

办公室的主任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科技顾问，频繁穿

梭于前线和后方，协调军事研究和战场应用之间的

关系，及时反馈战场信息，为后方的研究人员提供了

大量新鲜课题和技术革新意见’ 日本投降后，() 曾

作为美国的科技智囊团到日本考察’ -.%D 年，他被

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的主任，领导

和协调战后海外各国间的科技合作工作，对美国在

后来冷战时期的科技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 并不能左右美国当时

推行的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但他反对滥用原子弹的

态度，依然表现出一个对人类文明负责的科学家的

良知’
() 中年后由于繁重的工作，特别是二战当中频

繁的旅行，身体健康受到很大伤害，最终积劳成疾，

罹患了心脏疾病，使他不得不于 -.%D 年底辞去了大

部分公职并从 +,) 校长职务退休’ 但他仍然被选为

校董事会主席，并担任这个职务直至 -./% 年去世’
() 一生发表了上百篇科学研究论文，获得过

"# 个荣誉学位和多项奖励，是美国科学史上公认的

领军人物之一’ 美国之所以在 #$ 世纪上半期成为世

界科学中心，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因

素和大批科学家在实际科学研究上的创新之外，还

与出现许多诸如 (’ )’ 康普顿这样的领军人物不无

关系’ 所以，研究他们的经历，对我国培养和选拔自

己的科学帅才，从而进一步推动科学创新活动不无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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