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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物理学家阿伯拉罕·派斯和他的物理学史著作!

关! 洪"

（中山大学物理系! 广州! #$%&’#）

摘! 要! ! 评述了阿伯拉罕·派斯的生平及其在理论物理学和物理学史上的贡献，介绍了他的著作 !"#$%& ’()"&
的新出版的中译本《基本粒子物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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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月 &K 日，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科

学史作家阿伯拉罕·派斯（+;1<9<= ><46）于哥本哈

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 K& 岁［$］(
派斯 $L$K 年 # 月 $L 日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 他在当地接受中小学教育后，

进入阿姆斯特丹大学，$LDK 年获得物理学和数学的

学士学位( 然后，他追随乌伦贝克（)2.102 GA02/2
*9:2/;2@M）去乌德勒支大学深造( 那时候乌伦贝克

在荷兰和美国之间穿梭往来做工作，不过由于他不

久去了美国定居，派斯的论文最后是由日后成为玻

尔（,42:6 N.91）得力助手的罗森菲尔德（OP./ Q.62/H
72:?）指导的，并于 $LF% 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 当

年德国占领荷兰，并在第二年宣布从那年的 ’ 月 $F
日开始，将不得在荷兰的任何大学授予犹太人以博

士学位( 派斯因此发疯似地赶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

得以在限期之前几天通过了答辩(
派斯的求学真不容易啊，但等待着他的却是更

为艰难的处境( 派斯没有像为了逃避纳粹压迫而纷

纷离开欧洲大陆的许多物理学家那样，而是选择居

留在他的祖国荷兰( 因此在战争时期他不得不过着

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生活( 物理学家里面只有他的

朋友克拉默斯（-2/?14M +/89./C R1<=216）定期到他

的藏身之处访问，并且带来有关的科学文献进行讨

论( 克拉默斯起先是莱顿大学的一名教授，后来因为

教授们集体抗议他们的犹太同事被解雇，这所大学

就被德国占领当局关闭了( 派斯和克拉默斯关心的

课题之一，就是怎样处理量子电动力学里电子固有

场的无限大自能(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派斯惟一的同胞

妹妹和许多荷兰犹太人，都被抓到死亡集中营杀害

了，他自己则幸免于难( 派斯在几年前出版的一部自

传体著作 = >$?+ (/ >#( <("-4"+"-3：= 01234543-@3 A4/+ 4"
$ >)%B)?+"- C(%?&（试译为《欧美记事：乱世中的一名

物理学家的生活》）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场惨痛的

经历［&］(
战后，派斯首先于 $LFS 年初去了哥本哈根( 他

在那里同玻尔一家人相处得很好，也找到了同当代

物理学大师交流的美好感觉，这给他后来所写的玻

尔传记［D］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也有评论说，这

部传记里每一页都流露出对玻尔敬爱之情，反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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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在他写的爱因斯坦传记［%］里表现出来的那种

不偏不倚的风格［’］(
经过玻尔的推荐，派斯 )*%& 年秋天去美国普林

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 那时候这个研究所刚刚成立，

在物理学上并不怎么兴旺发达( 但在普林斯顿大学

里有一个出色的物理系，那里的物理学家告诉派斯，

他战时闭门造车地设想用来消除量子电动力学里的

无限大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结果，原来打算只在美国

短期访问的派斯就留了下来(
在普林斯顿，派斯有机会同爱因斯坦接触( 爱因

斯坦就是在同派斯散步的时候说出了“月亮在无人

看它时是否存在？”那句名言［&］( 然而，由于爱因斯

坦生性孤僻，不像玻尔那样善于交际，他和派斯的关

系从来没有达到过亲密的程度(
派斯初到美国之际，正是量子电动力学爆发出

革命性风暴的前夜( 在这场革命中唱主角的是两位

与他 同 年 的 理 论 物 理 学 家 费 曼（ +,-./01 2.,33,45
6789:/9）和施温格（ ;<3,/9 =78:><0 =-.?,9@70），还

有一位比他小几岁的戴森（6077:/9 ;>.9 A85>9）( 派

斯参加了 )*%B 年 & 月举行的著名的设尔特岛会议，

在会上施温格做了一个怎么样能够消除电子自能无

限大的冗长报告，而费曼则第一次向听众画出了后

来称为“费曼图”的图形(
派斯是一名聪明能干的理论物理学家，但在那

几位光辉夺目的新星面前，他明白在量子电动力学

的发展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事情轮到他去做了( 往日

的雄心挫败之后，派斯转向了宇宙线，努力为新发现

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实验现象给出解释( 从此，派斯在

这门新创立的基本粒子物理学上找到了自己的方

向，做出了不少第一流的研究工作(
派斯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确立新粒子“ 协同产

生”的经验规则，后来导致奇异数这个新量子数的

诞生( 在这方面他同另一位超级明星盖尔曼（C<00/8
D733EC/99）合作过，但后来却以失败告终(

派斯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参与提出两种中性 F
介子的混合和再生，实际上，它从一个全新角度体现

了量子力学里的态叠加原理( 粒子也可以混合吗？

从经典物理学看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但在量子力

学里，粒子不外是能量、自旋、电荷等等观察量的本

征态( 那么根据态叠加原理，守恒量子数相同的两个

甚至更多个粒子自然可以叠加即混合( 在派斯等人

成功地处理了中性 F 介子系统之后，后来就陆续出

现了分 别 用 卡 比 玻（G,->3/ H/I,II>）角 和 外 因 伯

（=J7K79 L7,9I70@）角描写的粒子混合( 甚至，不久也

找到了中性 F 介子混合在原子 物 理 学 里 的 翻 版

———量子拍( 这是粒子物理学对原子物理学反哺的

一个极好例子［B］( 由此看来，量子力学早就准备好

了必需的概念，早先没有发现量子拍现象，完全是由

于人们不敢想或者想不到而已(
派斯的其他贡献有 D 宇称的提出，=M（&）对称

性破缺的研究等等，不再赘述(
从 #$ 世纪 B$ 年代末开始，派斯转做物理学史

的研究，成为全世界在这方面举足轻重的一位作家(
他写的脍炙人口的两部爱因斯坦传记［%，N］和一部玻

尔传记［"］，都已先后译成中文出版( 去年秋天，派斯

的另一部科学史 巨 著 !"#$%& ’()"& (* +$,,-% $"&
.(%/- 0" ,1- 21340/$5 6(%5&［&］，即人们常说的 !"#$%&
’()"& 的中译本，取名为《基本粒子物理学史》，亦由

武汉出版社推出( 至此，派斯在物理学史方面最重要

的四本著作，都已经出版了中译本(
派斯作为一位有着高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

对物理学历史的叙述表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洞察，

对许多事件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此外，派斯的语言

能力很强，除了他的母语荷兰语外，他流利地掌握英

语、法语、德语和丹麦语，能够阅读西班牙语、意大利

语、挪威语和瑞典语，还懂点希伯莱语和俄语，这都

给他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而且，他的著作里没有把科学的进步描写成一

帆风顺的过程，而是如实地反映出其中的错误、挫

折、弯路和迷惘；亦直率地指出物理学家们个人的不

足和失误，即便是爱因斯坦和玻尔亦概莫能外(
例如，在据称全世界销售了数十万册的爱因斯

坦传里［%］，派斯对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过程的

各个中间步骤，都逐步指出了其不成熟甚至走弯路

之处( 又如，在这部书里指出，马赫原理虽然没有起

到促进物理学理论发展的作用，但它仍然可能是将

来的研究课题( 没有深厚的理论造诣是写不出这样

的一些论断来的(
尽管派斯十分尊敬和爱戴玻尔，但在他写的玻

尔传里，并没有为尊者讳言( 例如，派斯不仅如实地

写出玻尔的几次颇有影响的重大失误（其中两次是

试图否定能量守恒定律），还举出了被认为是哥本

哈根阵营里的一些重要角色对玻尔的不满之词，其

中有：狄拉克（2/<3 A,0/-）否认在建立他的方程时受

到过玻尔的直接影响；泡利（L>3O@/9@ 2/<3,）对玻尔

在 ! 衰变中能量不守恒假设的批评等；派斯甚至还

评论说，费米（P90,-> 670:,）幸好“没有在玻尔的轨

道上运行”，才能够作出用量子场论成功处理 !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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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理论的划时代贡献［!，"］#
我们觉得，正是派斯著作里的这种比较公允的

介绍，这种不甘于“ 人云亦云”，敢于说出真话而不

怕得罪人的态度，赢得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

的喜爱#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会在派斯的叙

述里面，体会到其中的哲理#
我想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派斯 $%&" 年出版的

!"#$%& ’()"&［"］# 这部书讲的是“从 ’ 到 (”，即从

$% 世纪末 ’ 射线的发现，到 )* 世纪 &* 年代中期弱

玻色子 + 和 ( 的发现的这一段对物质微观结构不

断深入认识的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此书的书名直接

译过来的意思是“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和力的内部界

限”，简称亦可译为“ 内部界限”# 派斯几本书的书

名，都是绞尽脑汁、别出心裁地拟成的# 我作为一名

译者曾经建议，中译本的书名简单地叫“ 内界”# 在

汉语里，常用“外界”一词# 所以，“内界”也应当是说

得通的，在这里指的就是不断深入的物质内部界限#
当然，“内界”一词到底比较费解（ 我不知道古代文

献里有没有这种用法），能不能为大家接受呢？可

是，我们采用一个也是别出心裁的译名，也许会更切

合他的原意# 不过，这件事并不由我作主，现在通行

的做法是，书籍的起名，首先要考虑到销路# 至于最

后定名为《 基本粒子物理学史》，虽然并不错，却恐

怕辜负了原作者的一片苦心（ 文献［!］和［&］的

中译本书名，亦有类似的问题）#
!"#$%& ’()"&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 $% 世

纪末 ’ 射线和放射性的发现讲起的微观物理学创生

的历史；第二部分则从二战之后讲起，在这一部分里，

作者以亲身参加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讲述粒子物理学

的建立和发展，带有回忆录的性质# 他在这部书里所

强调的一些观点，往往是在别的出版物里很难见到

的# 例如，派斯认为，卢瑟福对于放射性衰变指数定律

的发现，其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 在书中不是

就事论事地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而且着重提到了在当

时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 又如，卢瑟福在 ! 粒子大角

度散射结果出来之后，竟需要两年的时间才正式提出

原子有核模型# 而且，后来变得很著名的“卢瑟福散射

公式”，起初竟是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推导出来的（事

实上，在今天的许多经典物理学教科书里，仍然重复

着这种错误）# 书中在“简单性的陷阱”一章里说到，

物理学理论的简单性既是必不可少的灾难，又是不必

要的祸害的见解，也很发人深思#
我读过派斯的上述四本书后，觉得这本 !"#$%&

’()"& 是最有价值的# 它无愧于被称为关于 )* 世纪

微观物理学的一本“不朽的著作”（杨振宁语）# 而派

斯的讣告作者乔吉（,-./01 2）亦估计说，这部书可

能是派斯自认为最得意之作，因为它抓住了粒子物

理学里激动人心和揭示奥秘的进程 ［$］# 这部著作适

宜于作为物理专业工作者手头必备的参考书，亦能

够满足想要知道这方面情况的其他读者的需要# 特

别是对于有心了解真实情况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

作者，它的确是一部难得的翔实而可信的资料# 我们

希望能够以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来纪念新近故去的

派斯#
派斯于 $%"! 年离开普林斯顿，去纽约新成立的

洛克菲勒大学工作，直到退休# $%%* 年，派斯同他第

三任亦是最后一任妻子、丹麦的一位人类学家尼可

莱森（345 617.8519-:）结婚，她就是在他的著作前面

题献的对象# 此后他每年在纽约和哥本哈根之间穿

梭往来# 派斯在 )*** 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 -,".)/ (0 12.,"2,：3 4(%5%$.5 (0 )*5+———6,"5)%7
4+7/.2./5/，试译为《 科学英才：)* 世纪物理学家群

像》［%］# 这部书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为所认识的十几

名活跃在 )* 世纪的著名物理学家（ 几乎都是理论

物理学家）所做的速写# 这部书和他的自传我都没

有见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它们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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