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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年 " 月《物理》曾简要介绍了几位现尚健在的老一辈女物理学家，并向她们祝贺“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受到读者的好评& 值此“三·八”国际妇女节再次来临之际，本期特发表一篇介绍两位中国女物理学家对 #$ 世纪统计

物理学发展所作历史性贡献的文章，以鼓励中国女物理学工作者攀登高峰，青胜于蓝，同时也希望读者关注我国女物理

学工作者，向《物理》投寄更多反映我国女物理学工作者事迹与风貌的文章&

两位中国女物理学家对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的重要贡献!

刘! 寄! 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

摘! 要! ! 介绍了两位中国女物理学家王明贞和王承书在 #$ 世纪中叶对统计物理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王明

贞与乌伦贝克（*+,-./-01）(2%3 年在 4-56-7 89 :8;-<. =+>?60? 上发表的有关布朗运动的综述文章［(］不仅详尽地分

析了耦合谐振子的布朗运动特性，而且对随机过程做了完整的科学分类，至今仍被科学界采用& 王承书对气体分子

动理论所作的大量研究结果［#—@］，特别是她与乌伦贝克提出的处理多原子分子气体输运系数的王承书 A 乌伦贝克

方程，以及她对麦克斯韦气体的线性化玻尔兹曼方程碰撞算子本征值与本征函数的结果，已经成为现代动理学理

论的经典内容& 两位中国女物理学家通过她们在物理学史上留下的科学工作，为当代中国妇女攀登科学研究高峰

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 ! 布朗运动，耦合振子，玻尔兹曼方程，王承书 A 乌伦贝克方程，索南多项式，麦克斯韦气体，稀薄气体，气

体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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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计物理学是理论物理的重要分支，它的基本

内容是针对由大量分子（ 包括原子、电子、辐射场

等）所组成的体系，建立物质微观运动规律与物质

宏观热 力 学 特 性 之 间 的 联 系& 从 (@") 年 伯 努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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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提出分子运动论，经过克劳修斯、

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和吉布斯等四位 *+ 世纪伟大物

理学家的奠基性工作，直到 ,- 世纪初，描述物质平

衡态和非平衡态的统计物理学才基本建立起来. ,-
世纪初，以吉布斯引入的系综描述被物理学界广泛

接受为标志，统计物理学逐渐分成用系综法描述系

统平衡态性质的平衡态统计物理和用分布函数描述

系统随时间演化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两大方向.
在被称为物理学世纪的 ,- 世纪，这两个方向都得

到长足的发展和应用. 在平衡态统计物理方面，重要

的进展表现在量子统计的建立、合作现象研究的深

入开展、相变和临界现象普适规律的发现等. 对这方

面进展作出贡献的中国物理学家，早期有张宗燧、王

竹溪，,- 世纪 /- 年代有杨振宁、李政道、张承修等

人*）. 非平衡态统计物理方面，主要围绕物理动理学

方程,）、布朗运动理论、非平衡统计模型等问题，取

得了巨大进展. 最早参与这方面研究，在国际物理学

界取得声誉的中国人，是王明贞和王承书这两位女

物理学家. 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她们 /- 多年前的学

术文章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国内也相继有介绍她们

成就的文章出版［0—*1］，但她们二人的贡献在国内仍

很少为人特别是为青年一代物理学家所知. 笔者早

就有意写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这二位先辈物理学家

的工作. 值此“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应《物

理》约稿，将我对她们二人有关研究工作调研所得

的一些材料写出，一祝贺现已 +2 岁高寿的王明贞先

生节日快乐，二纪念已故世近十年的王承书先生. 全

文分作四节，在简述 ,- 世纪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发展

概貌的背景后，分别介绍她们对此一学科的具体贡

献，最后谈几点感想. 期望从事物理学工作的我国青

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女物理工作者学习二位先辈的

榜样，作出更优秀的科学工作.

*3 ,- 世纪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发展概述

*）张宗燧 *+10—*+1+ 年在固溶体研究中将 !"45" 统计模型推广到

含次近邻相互作用并导出具有长程序系综的位形数；王竹溪 *+10

年将 !"45" 的二元合金超格点模型推广为普遍理论，并给出形式

普遍解；*+/, 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关于相变的两个定理并引入

格子气模型；*+/, 年杨振宁导出正方二维 67($8 模型的自发磁化

强度表达式；*+/, 年张承修导出长方二维 67($8 模型的自发磁化

强度表达式，发现临界指数与长方格点时相同，是为临界指数普

适性发现之先声.

,）9($"4(: 45"%#; 过去被译为“运动论”或“动力论”，本文按中国物理名

词委员会新审定的译法，译为“动理（理）论”. 详细说明见赵凯华主

编，《英汉物理学词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 页.

3 3 ,- 世纪是非平衡态统计物理迅速发展并取得

广泛应用的世纪. 在此一世纪中，非平衡态统计物理

的内容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扩展. 首先，由克劳修斯、

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在 *+ 世纪创立的分子动理论从

仅能处理稀薄单原子气体被发展到能处理固体、液

体和气体非平衡输运特性的输运理论，并广泛应用

于化学、生物学和化工、航空航天、能源、环境、大气

等科学技术领域；其次，布朗运动理论成为非平衡态

统计物理的重要内容，使得人们不仅能够精确处理

受随机环境影响体系的运动规律，而且促进了随机

过程数学理论与物理学的紧密结合，在天文、化学、

生物、通信、计量以及其他领域得到大量应用.
<=> )#"7?"$ 在 !#%@$，A=(7 与 B(# A(CC=#? 主编

的全面总结 ,- 世纪物理学发展的三卷本巨著《,-
世纪物理学》第 0 章中，曾把 ,- 世纪非平衡统计物

理的发展分为 *+-*—*+D- 年、*+D-—*+2/ 年、*+2/
年至世纪末三个时期加以论述［*D］. 三个时期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各不相同. 第一时期的里程碑事

件是布朗运动基本理论方法的确立，计算气体输运

系数的 E5=CF=$GH$7I%8 展开法的建立，J$7=8"# 倒

易关系和涨落 K 耗散定理的提出；第二个时期的突

出进展，表现在对玻尔兹曼方程的各种推广，!!G
L9M 系列动理学方程链的建立，久保亮伍线性响应

理论的提出，闭路格林函数方法的使用，布朗运动普

遍理论方法的建立和广泛应用. 第三个时期的重要

标志，在动理学方向是对 !!L9M 系列方程链研究

的降温和经典玻尔兹曼方程研究的重新加强；在布

朗运动理论方向是对量子布朗运动和量子朗之万方

程研究的兴起；在研究方法上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

应用. 同时，构成此一时期特征的还有混沌运动的研

究，分形理论的应用和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向生命科

学的深入渗透.
纵观 ,- 世纪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发展的历程，不

难看出动理学理论和布朗运动理论始终是三个时期

发展的主线. 王明贞和王承书先生正是在 ,- 世纪非

平衡态统计物理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两条主线的

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 王明贞对布朗运动理论的贡献

*+-/ 年爱因斯坦首先对布朗运动提出理论解

释之后，朗之万（*+-0）、BF%’&:5%@7I(（*+-N）、O%IG
I"#（*+*D）、普朗克（A’=$:I，*+*2）等人发展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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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运动的理论，分别提出处理随机过程的朗之万

方程方 法 和 描 述 布 朗 粒 子 随 机 概 率 函 数 规 律 的

&’(()*+,-./0( 方程方法1 在 #$ 世纪非平衡统计物理

发展的 第 一 个 时 期，利 用 朗 之 万 方 程 和 &’(()*+
,-./0( 方程研究并解决许多物理实例，但这些实例

显得相互孤立1 处理布朗运动的系统理论方法的建

立，留给了下一个时期1
从 23%$ 年到 2345 年的第二个时期内，布朗运

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三篇经典性论文1 第一篇是

6*.7)*8 23%$ 年发表的讨论由涨落环境产生的势场

束缚的粒子逃逸概率的文章，这篇文章把朗之万方

程与 &’(()*+,-./0( 方程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系统

处理 布 朗 运 动 的 6*.7)*8 方 程［25］，"）1 第 二 篇 是

9:./;*.8)(:.* 于 23%" 年发表的一篇综述论文，该文

系统详尽地总结了有界或无界随机行走过程，对胶

体统计实验结果与 <7’-=0:’>8(? 的理论预言进行了

认真比较，并将涨落概念应用于天文学问题［2@］1 第

三篇文章便是王明贞与乌伦贝克的文章［2］，%）1 在这

篇文章中，作者根据王明贞 23%# 年在 A?0:?B./ 大学

的博士论文的部分结果以及他们二人 23%"—23%5
年在 ACD 辐射实验室理论组从事噪声分析的科学

积累，总结了乌伦贝克与 E*/8F)?/23"$ 年发表第一

篇布朗运动理论综述5）以后的发展，集中对高斯型

分布随机场中的布朗运动作了系统的分析1 这篇文

章对布朗运动理论的基本贡献在于：

"）6*.7)* 这篇文章曾长期被科学界忽略，233$ 年代以后人们才发现

其重要性1 大量物理现象，诸如化学动力学、半导体电子输运、约

瑟夫森结、驱动系统中的噪声激活逃逸等等，均可用 6*.7)*8 方程

描述1 该文的 <9C 引用统计数已达 "@$$ 次以上1

%）这篇文章是我国物理学家在 G)H?)> ’I A’;)*/ ,:J8?08 上最早发表

的三篇文章之一，其他两篇分别为 6.=I7.// K G 与潘孝硕等的

“,.*.7.B/)F?0 K--’J8 K=+&) ./; K=+L?”，G)H1 A’;1 ,:J81 ，23%5，

24：M4；,.=-? N 和胡宁的“E/ F:) <F*’/B 9’=O-?/B 9.8) I’* <O?/+;)+

O)/;)/F C/F)**.0F?’/8 ’I <0.-.*+./; P)0F’*+,.?* D:)’*?)8”，G)H1 A’;1

,:J81 ，23%5，24 ：#@41

5）指 Q:-)/R)0( S T，E*/8F)?/ U <1 ,:J81 G)H1 ，23"$，"@：M#"，乌伦

贝克认为王明贞与他的这篇文章是该文的续篇，故有文章标题中

之“!”1

（2）早于他人，详尽完整地给出了耦合谐振子

的布朗运动理论结果，对于噪声分析，特别是线性无

源电路热噪声分析具有指导意义；

（#）这篇文章第三节给出了对随机过程最为系

统和完整的分类，此一分类已成为所有后续讨论的

标准分类，被普遍采用［2%，24］1
王明贞与乌伦贝克合作的这篇文章，连同前

面 提 到 的9:./;*.8)(:.*的 文 章 ，后 来 被 收 入N.V
编辑的一本题为《噪声与随机过程选集》的书中［2M］，

广为流传1 <9C 引用统计表明，截止到 #$$# 年，该文

的引用数已达 2"$$ 次以上，而且被引用的时间分布

很平，从 23M$ 年到 #$$# 年，这篇文章每年都被引用

约 #$ 次以上1 这充分说明了王明贞先生近 @$ 年前

发表的这一工作的科学价值1
王明贞对统计物理的另一贡献，是她第二次赴

美工作期间于 235# 年发表的关于非高斯链聚合物

分子统计理论［23］1 在她和 S=F: 联名发表的这篇工

作中，将 W.7)8 与 S=F: 23%2—23%" 年发表的被高分

子科学界誉为“ 高分子统计理论奠基性工作之一”

图 2! 王明贞与乌伦贝克文章的首页

的计算［#$］扩展到更困难也更接近实际的非高斯网

络情况1 该文发表后，至今仍被引用1 统计表明，对这

篇文章的引用频次从 #$ 世纪 3$ 年代后明显增多，

似与 233$ 年后软物质物理研究的兴起有关1 高分子

统计理论是 #$ 世纪统计物理学应用的一大成就，现

已成为软物质物理研究的一个核心方向，王明贞是

我国物理学家在此方向上开展研究的先驱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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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贞! 理论物理学家，"#$% 年"$ 月& 日出生于江苏苏州’ "#(%—"#&$ 年先入金陵女子大

学后转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毕业后继续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工作学习，"#&( 年获燕京大学

硕士学位’ "#&(—"#&) 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任教’ "#&)—"#*( 年赴美在密执安大

学物理系作研究生，"#*( 年获博士学位’ "#*&—"#*+ 年在美国 ,-. 辐射实验室从事雷达研

究’ "#*/—"#*# 年回国任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 "#*#—"#+( 年二度赴美在 01234 5674 大学

从事理论物理研究’ "#++ 年归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物理学教授’
王明贞先生自少年时代开始，为争取妇女解放，经历了种种磨难，自强不息’ "#++ 年归国

后，由于其他原因，虽不能再继续她擅长的理论物理研究，但她为培养我国物理人才作出了重

要贡献，受到学生们的爱戴’文化大革命中，王先生曾以%( 岁高龄，蒙冤入狱近 % 年之久，而爱国之心不减，她在 #$ 岁

生日时所许的心愿是在她“有生之年，两岸统一”’王明贞先生是现尚健在的我国杰出女物理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

""""""""""""""""""""""""""""""""""""""""""""""
’

&! 王承书对气体动理论的贡献

气体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 漫 长 的 历 史’ ")+)
年，克劳修斯提出平均自由程概念后，麦克斯韦于次

年提出分布函数概念并利用平均自由程概念提出输

运方程，求得麦克斯韦气体%）的输运系数（ 热导系

数、粘滞系数、扩散系数等）’ ")/( 年玻尔兹曼提出

气体非平衡态速度分布函数满足的非线性微分积分

方程———玻尔兹曼方程，证明了有名的 8 定理并求

出了气体平衡态的速度分布函数为麦克斯韦 9 玻尔

兹曼分布’ 玻尔兹曼方程的提出是非平衡态统计物

理理论的重要里程碑’ 如果能够对其求解，则可求出

气体的各种输运系数’ 然而，由于此方程的非线性，

使得求解极为困难’ 在此之后的约 +$ 年中，除了对

于麦克斯韦气体之外，没有人能解出这个方程’ "#"(
年，德国数学家 8:;<432 发表文章指出，玻尔兹曼方

程等价于第二类积分方程，对于此类方程已有一系

列严格的数学理论’ 在 8:;<432 工作的基础上，两位

青年物理学家，瑞典 =>>?6;6 大学的研究生 @A?B1C 5
和英国格林韦治天文台的 DE6>76A F 从 "#"( 年至

"#"% 年独立开展了玻尔兹曼方程求解的艰苦探索，

终于建立了一套逐级求解的办法，被称为 DE6>76AG
@A?B1C 展开法’ 这个方法以 HAIJ?4A 数/）作为小参

数展开，取零级近似的分布函数解，可得到理想流体

的欧拉方程，取分布函数的一级近似，可得到描述黏

性流体运动规律的 06K:43GF21B4? 方程和其他宏观输

运方程，并求出各种输运系数’ "#&+ 年，LI3A422 5
得出对应于分布函数二级近似的宏观方程———LI3G
A422 方程’ DE6>76A 9 @A?B1C 方法的建立是 ($ 世纪

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发展第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

一，从此开始了气体动理论用于物质输运现象的蓬

勃研究’ "#&# 年，DE6>76A 和 D1M;:AC 出版了有关此

一理论方法研究成果的权威著作［("］’

%）所谓麦克斯韦气体是特指分子间相互作用排斥力正比于分子间

距离负五次方的气体，实际气体分子间力并不遵从负五次方律’

/）HAIJ?4A 数是气体分子自由程与气体流动的特征尺度之比’

)）王承书所作的有关气体动理论和稀薄流体的论文，离开美国回国

之前均为 ,:NE:C6A 大学研究报告’ 这些工作是她回国许多年后由

乌伦贝克择其要者正式发表的’ 文献［(—/］中只列出正式发表的

论文及与之相应的研究报告，不包括其全部工作’ 想要知道她全

部工作目录者，可参阅本文末“致谢与致歉”中提到的应纯同教授

所译书中的前言’

但是，由于玻尔兹曼方程只考虑两体碰撞，并作

了分子混沌性假定，只适用于稀薄中性单原子气体，

不能用于具有长程库仑力作用的电离气体和具有内

部自由度的多原子分子气体输运性质的研究，迫切

需要对其进行修正’ 对应于具有长程库仑力作用的

等离子体的修正玻尔兹曼方程，首先由朗道于 "#&%
年得到［((］’ 而对应于多原子气体的修正玻尔兹曼方

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王承书和乌伦贝克

导出的［(］’
王承书于 "#*" 年赴美留学’ "#*+ 年在乌伦贝克

指导下获博士学位后，一直与乌伦贝克合作，从事气

体动理论与稀薄气体输运性质的研究’ 从 "#*+ 年到

"#+% 年回国之前，她在非平衡态统计物理领域作出了

大量开创性工作［(—/］，)），她的贡献主要有：

（!）与乌伦贝克一起，用对分子转动和振动能级

作量子力学考虑而分子平动仍保持经典考虑的半经

典方法，通过修改玻尔兹曼方程碰撞项，导出适用于

具有内部自由度的多原子气体的修正玻尔兹曼方程"
用 #$%&’%( )*(+,-. 方法解修正方程，研究了多原

子分子气体的输运性质，得出单原子分子气体所没有

的新粘滞系数 ) 体积粘滞系数，而且发现，多原子分

子气体导热系数与单原子气体有显著差别［/］"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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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承书（&’&#—&’’%）! 理论物理学家，原籍湖北武昌，&’&# 年( 月#( 日生于上海) &’"% 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年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作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 年赴

美，&’%* 年获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 &’%(—&’*( 在密执安大学从事气体动理论和稀薄气体

输运性质研究，期间两次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 &’*(—&’*+ 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 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聚变研

究室副主任) &’(&—&’,+ 年相继担任多种职务，研究和主持研究铀同位素分离) &’,+—&’’%
年相继任核工业部研究员、核工业部科技局总工程师、部科技委常委) 兼任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 &’+&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 年 ( 月

&+ 日在北京逝世)
王承书是我国杰出的女理论物理学家，&’(& 年后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和技术发展、战略武器的研制成功

作出了特殊贡献，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的奠基人) 同时，她热心物理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
)

! ! （"）对线性化玻尔兹曼碰撞算子的本征函数和

本征值进行了透彻研究，严格证明了麦克斯韦气体

情况下线性化玻尔兹曼碰撞算子的本征函数就是索

南（#$%&%’）多项式( 尽管麦克斯韦气体本身的物理

意义不大，王承书得到的这一严格数学结论对于理

解麦克斯韦气体在气体动理学发展史上表现的特殊

性，对于理解 )*+%’,, 为何在求解线性玻尔兹曼方

程时引入索南多项式作展开给出了有益的提示［-］(
（.）在讨论气体中声波色散时，把计算推进到

三级近似，发现麦克斯韦气体的“高矩声波”［/］，0）(
（/）10/2 年在稀薄气体输运性质研究中［.］，发

现了 345675% 和 3$89&%: 专著［"1］中热流矢量两个

系数表达式的错误1;），指出该错误导致钱学森与

#<457=’+:［".］在计算空气中声波色散时比实际值

小了 -—> 倍，从而使他们得出色散效应观察不到的

错误结论( 修正后的结果表明，此一效应应属实验可

观察范围(

’）-./0 1 在&’(" 年讨论同一问题时（2345) 678905，&’("，(：&%,）没有

给出高次矩声波，后来丁鄂江和黄祖洽修正了 -./0 的错误，得出

高次矩声波存在的结论（物理学报，&’+%，""：,,#；&’+*，"%：(*）)

&$）在 &’*# 年出版的该书第 # 版中，专著作者改正了王承书指出的

错误)

&&）例如：:3/;</= 和 :>?79=@ 的经典名著 !"# $%&"#’%&()%* !"#+,- +.

/+0 1 20(.+,’ 3%4#4，&’,$（ 第 " 版）的 &$) ""& 节，&,) ( 节；19.A

5B3CD70D. E F，:8.G95 : F 和 H9.05 I H) $+*#)5*%, !"#+,- +. 3%4#4

%06 7(85(64，（J97D4 &’*%，B>..DBGD0 ;.9=G9=@，&’(%）第 , 章第 ( 节；

:D.B9@=/=9 :) $%&"#’%&()%* $#&"+64 (0 9(0#&() !"#+,-（#=0 D09G9>=）

（ 27D=8< 2.D55 ，&’’$）第 " 章第 * 节；黄祖洽，丁鄂江)《 输运理

论》（科学出版社，&’+,）的第 % 章第 * 节；应纯同)《 气体输运理

论及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第 && 章第 # 节等)

&#）刊于《彭桓武诗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对激波层厚度等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进行

了开创性探索，引起大量后续研究［?］)
王承书的以上贡献，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和持续不断的引用，引发了大量后续研究，至今不

绝) 她和乌伦贝克导出的多原子分子动理学方程，被

称为王承 书 K 乌 伦 贝 克 方 程（J/=@A:3/=@AL37D=A
MDBN（J:L）DO8/G9>=），广泛应用于高温气体、化学

流体和原子分子物理研究中) 她的研究结果特别是

前两项贡献已成为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输运理论专

著和教材的经典篇章&&）而长传后世)

%! 从王明贞、王承书科学功绩所想到的

二位先辈物理学家半个世纪之前对统计物理所

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无疑使我们对她们产生崇敬之

情，同时也令人深思) 在旧中国歧视妇女的恶劣环境

下，二位女士奋斗不息，在国内取得接受高等教育的

权利) 之后又通过不懈努力，长期在异国他乡刻苦钻

研，终于在理论物理学这一十分困难的所谓纯粹科

学领域作出能流传后世的工作，不能不使人敬佩) 敬

佩之余，自然会问，她们为什么能作出那样好的工

作？我们应该从她们身上学习什么？有三点粗浅感

想，提出来就教于本文的读者)
（&）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

彭桓武先生在《 学生和先生》&#）一文中总结自

己学习的经验时，说过“ 学问主动，学友互助，良师

鼓励，环境健康”四句话，四句话里一句半话讲主观

努力，两句半话讲客观条件) 二位王先生能成功，看

来也离不开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两个因素) 从前文

的叙述不难看出，她们的客观条件之一是有良师乌

伦贝克) 乌伦贝克就像他自己的老师，玻尔兹曼的学

生 P3.D=CD5G 当年对待当学生时的他和 ->805<9G 一

·1-1·

特约专稿



物理

图 !" 王承书与乌伦贝克，#$ %&$’ 文章中有关 ()* 方程推导部分的缩小复制件

样+,），将二位王女士领入玻尔兹曼学派之大道，热情

鼓励，潜心教诲，大力扶持+-），终使二位成为卓有建

树的理论物理学家. 反观现世某些“导师”视学生为

工具，将学生科学成绩据为己有之陋行，实乃天上地

下. 还有一个客观条件是她们在 /0120345 大学学习

衣食不愁，她们都得到了一位对亚洲妇女充满同情

的犹太裔慈善家 6$78 %4’9&:’ 先生所设立的 %4’;
9&:’ 奖学金四年的资助+<）.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二

位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获成功. 关于二位努力的具

体情况，请参阅文献［=，+>］所列的《 中国科学技术

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 +，卷 ! 所载之两篇传

记，相信读后当有所获.

+,）指 ?2’$5@$AB 鼓励年青的乌伦贝克 和 C&:#AD0B2 发表电子自旋论

文之科学界美谈. 他不仅替他们投稿，而且在他们怀疑自己做错

了要收回稿件时劝阻鼓励他们，说出了“ 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

误的”的名言，遂有电子自旋的发现.

+-）特指乌伦贝克为王承书工作出版付出的持续努力，王的多数工作

都是乌伦贝克在王离美回国后在自己担任主编的 !"#$%&’ %( !")"%’*

"%+), -./’%+’ 丛书发表的. 否则，王的文章只以研究报告存在，难为

学术界广为知晓. 为了让人知道王承书在这些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乌伦贝克在文献［!］的前言和+E=> 年发表在 F55:4G H$70$I &@ JG:;

0# /$124501A +—E 页的文章中对王的独立贡献多方肯定，读之令

人感动.

+<）曾经在东南亚作过传教士的 6$78 %4’9&:’ +E+- 年在/0120345 大学设立

%4’9&:’ 奖学金，专门资助未婚亚洲妇女学习研究自然科学，此一奖学

金至今仍在.看来此奖学金颇重学识，王承书明告校方自己为已婚之身

提出申请，也获批准.笔者查阅文献，发现中国 +E,+—+E-< 年在美国获

博士学位之女物理学家，除吴健雄一人 +E-> 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外，其

余K 人皆出于 /0120345 大学物理系（除二位王先生分别于 +E-! 和

+E-< 获博士学位外，其他四人为：+E,+ 年的顾静徽，+E,! 年的冯丽荣，

+E,L 年的何怡贞，+E,E 年的吴芝芝）. 而据江才健所著《吴健雄传》云，

吴当初赴美时拿的也是 /0120345 大学的录取书. 看来 %4’9&:’ 奖学金

可能是个答案. 驰函询问，尚未有果，暂存此说. 有知者若可赐教，不胜

感激.

+K）指王承书+E<=—+EK> 年组织原子能研究所核聚变研究室期间，曾赴

苏联考察，她利用坐火车的时间译出刚解密的美国磁约束核聚变计

划《谢尔伍德计划》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 " （!）赤心报国者志在高远

上面列举的二位王先生的科学成绩，都是在她

们四十岁前所作. 然而，她们都在自己科学事业处于

高峰之际，不顾当时美国政府的刁难阻挠，于 +E<>
年代中期毅然回到经济、生活、科研条件十分困难的

新中国. 回国后，二人均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或为国育才，或为国防科研献身. 育才者如烛，燃

尽自身，历经磨难，竟至无端入狱六年，而到老不悔.
献身者如火，处处发光，从坐火车译书+K），到为核燃

料分离而离家别子，远赴大漠基地，成国家功臣而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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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乌伦贝克［&’()*’ +,*’-’ ./0’-1’23（45$$—4566）］! &7 +7 乌伦贝克 45$$ 年 4#
月 8 日出生于印尼雅加达，45$9 年随家回到荷兰海牙7 45#$ 年在莱顿大学毕业后师从

+/)’-:’;< 研究原子光谱，45## 年获硕士学位，45#9 年获博士学位7 在此期间，他与同学

&(,=;>?< @ A 因于 45#B 年发现电子自旋而名著于学界7 45#9 年赴美在密执安大学任教，

45"5 年被聘为理论物理学教授，直至 458$ 年7 45"B—45"5 年期间回到荷兰任 .<)’2/< 国

立大学教授7 45%#—45%B 年在美国 CDE 辐射实验室从事雷达系统研究7 二次大战后，他

回到荷兰，相继在莱顿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7 4584—459% 任美国 F(23’:’00’) 大学

教授，459% 年退休7 4566 年 4$ 月 "4 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G(,0=’) 家中逝世7
乌伦贝克是对 #$ 世纪物理学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物理学家，是一个被人称为“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诺贝尔

奖获得者”7 他一生以作为 +/)’-:’;< 的学生和玻尔兹曼的“徒孙”为荣，在统计物理特别是动理论和布朗运动

理论方面有重大贡献，对推动玻尔兹曼开辟的气体动理论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
7

后辈青年如慈母49）7 还是建议读者读上面提到的两

篇传记，外加高玉兰所撰颇有文采的一篇有关王承

书的文章［4#］7 读之可知何谓爱国，何谓有志7 报国者

猛志常在，有志者可达高远7 二位王先生成功之道，

恐在其中7 也劝当今一些小有成绩便傲视先辈，自以

为不得了，热衷于把自己当“高价商品”的所谓“优

秀人才”，不妨暂放身价，也读一读这两篇文章7 读

后如能与二位先辈比上一比，再扪心自问一番，恐怕

也会有些益处7

49）笔者有幸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作研究生时，于 4588—

4586 年期间，经段存华同志介绍，多次登门向王承书先生请教等

离子体跨磁场输运问题7 此时的王先生虽已年过半百，但她分析

问题的清晰，思路之敏捷令人钦佩，其记忆力也远远超过二十多

岁的我7 尤为难忘者，是她对于后辈学生的我表现出的慈母般的

关怀7 作此文时王先生已逝世近十年，然其谆谆教导后辈之情

景，犹如昨日7 特为记7

（"）攀高峰巾帼不让须眉

发感想总有尽时，最后再说一点7 二位先辈在理

论物理上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我国历史上各族妇

女们用自身业绩证明了无数次的一个真理，巾帼可

胜须眉7 中国物理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的统计表明，

我国女物理学工作者的数目在减少，颇令人担忧7 本

人倒是不忧，原因是相信“ 中华儿女，代有才人”八

个字7 六亿巾帼，岂无俊才？值此“ 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之际，谨将本文献给在物理学战线上工作

的女同胞，特别是新一代女物理学工作者们7 相信王

明贞和王承书二位先辈女物理学家的精神，会在你

们身上得到发扬光大7 衷心祝愿中华女儿在攀登物

理学研究高峰中，青胜于蓝7

致谢与致歉! 致谢者，感谢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应纯

同教授多年来在介绍王明贞、王承书二位先辈生平和

科学成就上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感谢他努力收集王

承书先生的科学出版物并翻译成书（应纯同与张存镇

译，《气体运动论———王承书论文选集》，北京：原子

能出版社，455%），这本印数只有 8$$ 本的书使我读到

了在中国任何一个图书馆都难以找全原文的王承书

先生的主要论文，特此致谢7 致歉者，本文成稿仓促，

为赶“三·八”妇女节排版在即，不得不打破“为文不

改十遍不示于人”的教诲，只改了三遍就匆匆交稿7
“为文失审，必有错漏”，明知其弊而为之，特预先向

读者致歉，并望发现错误后不吝指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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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会通讯·

[b8T8 女物理工作者工作组 #$$& 年年会

X X [b8T8 女物理工作者工作组（‘<:Z)*+ E:<A9 <* ‘<U2*
)* 8>?;)6;，简称 ‘E‘[8）于 #$$& 年 %% 月 %$—%% 日在伦敦

英国物理学会总部举行年会，这是该组 #$$$ 年成立以来第 ’
次小组会议" 与会者包括来自五大洲 P 个国家的共 %$ 名小

组成员，以及东道主英国物理学会的女性工作专员" 我国代

表、中国物理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主任吴令安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组长 W/:6)/ H/:N<;/（巴西）主持" 会议情况主要如下：

（%）W" H/:N<;/ 汇报了 ‘E‘[8 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是组

织和评审了资助发展中国家女性参加国际会议的差旅资助

基金申请（共 #$ 人获得资助，其中中国 % 名）"
（#）aA3? @:/*M（ [b8T8 秘书长）汇报了 ‘E‘[8 经费支

出与预算"
（&）各国代表汇报了本国的情况" 我国吴令安介绍了中

国物理学界女性工作者的情况：#$$& 年中国物理学会女性

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年，李方华院士获得欧莱雅 Q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为广大女性树立

了楷模；近两年来物理学专业女研究生的比例明显上升，但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女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
（R）会议讨论并决定了 #$$R 年再次资助参加国际会议

的女性，计划共 #’ 名，每人 P$$ 美元"
（’）会议讨论了如何帮助非洲女物理工作者，即建立联

络网、召开非洲国家女性交流会议、筹集经费等事宜"
（D）讨论了 #$$’ 世界物理年的准备工作，将向各国物理

学会发信函，提醒它们各种活动及筹委会应有女性参加"
H2^2:5? B/:75)*2（美国代表）介绍了在奥地利的预备会议情

况，所建议的国际活动包括：与物理有关的故事比赛、物理学

史及物理与社会的流动展览、环球光照（ 从某点发出一束激

光，第二个点接到光之后再发送一束光给第三点，如此下去

直到绕地球一周）、面向小学的“ 玩具与物理”活动、制作记

录历史上当天的物理事件的日历、选拔 #$$’ 名 %$ 到 %! 岁

之间的未来物理学家（男女人数均等），等等"
（O）英国物理学会介绍了已开展的有关工作：资助事业

暂时中断的研究人员参加学术会议；调研事业暂时中断的原

因；组织检查工厂、实验室和大学的工作环境；收集工业部门

女物理工作者的统计数据；参观那些女生选修物理最多的学

校；促进女中学生参观大学" 为庆祝 #$$’ 世界物理年，英国

物理学会已委托编排以物理为题材的芭蕾舞剧，拟在足球俱

乐部开展相关活动，在公共汽车上张贴宣传画以及在公园里

办大型展览等"
（P）会议还讨论了 #$$’ 年在巴西举办第二届女物理工

作者国际会议的可能性、经费来源、参加人数、会议内容、日

程表、特邀报告名单等"
（!）欧莱雅公司代表向大家介绍了公司资助的各种女

科学家基金项目，并表示将继续赞助 ‘E‘[8 的差旅资助基

金，并且应能资助非洲女物理工作者的会议以及巴西的国际

会议"
我国物理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成立已有一年，该委员会

的成立旨在让中国女性更多地参与物理学事业，在公平、和

谐的环境中充分发挥才智，同时也为广大女性物理工作者提

供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平台" 欢迎各位物理工作者关注并

积极参与女性工作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详情请访问中国物

理学会网站 VVV" 69;L*27" <:+"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X 吴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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