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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学研究中的迷惘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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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我还是一个物理学方面

的初级研究者( 吸引我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就是希

望能够洞察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 中学时代，解出一

道数理难题所带来的欣喜，或用学到的知识为家人

解释生活现象带来的成就感等等，这些都成为我最

初喜欢物理的缘由( 进入大学后，接触到了更深入的

物理思想( 课堂上我常常被前人精巧的实验和完美

的理论所折服，同时自己亲自去探求事物规律的愿

望也变得愈发强烈( 因而我选择了继续攻读研究生

学位( 尽管现在已经体会到寻找这些规律并不像人

物传记中写的那么轻松有趣，但是愈发觉得那种孜

孜以求的精神正是自己所喜好的( 能把自己投入到

某种追求中，且不感到疲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就像很多人一样，我进入实验室经历了一个从

最开始的兴奋转变到压抑，最后逐渐能够冷静下来

的过程( 刚进入研究工作的时候是喜悦的，对新进展

的认识，对新实验的尝试，在各种讨论中获得新的想

法，都使我非常感兴趣( 然而随后长时间的实验无进

展，发表文章的压力，和科学研究中的竞争又常常使

人疲惫，找不到动力( 我才体会到任何进展都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靠耐心细致地解决许多小问题，一步

步地达到目标( 书本上那些简单明了的公式和透彻

的分析背后，隐藏着的也许就是许多像我一样的普

通工作者的大量实验积累和总结( 当我沉下心来把

一个课题分解为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尽力把

每个问题解决到最好的时候，我也从这些问题的解

决中获得了满足感，并得到了深入研究的动力(
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我感觉差异很大，体

会之一就是研究工作中的实验和本科时候的实验有

着本质的差别，数据处理变得很重要( 大学中的实验

通常是验证性的实验，调试好的仪器按照规定好的

步骤，就很容易获得很好的数据，这些数据和现成的

理论对比一下就知道实验是否成功( 所以学生通常

就满足于对于仪器操作的掌握( 而在真正的研究工

作中，操作一般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对得到的数据的

分析和处理，所以只有通过对实验过程、误差等的深

刻理解，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比如最简单的 ) 射

线衍射分析，它依赖于样品的好坏，但是即使是不完

美的样品，在经过细致的实验和认真的数据分析以

后，往往也会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认识( 另一个体会就

是实验中细致的观察确实很重要( 带我实验的老师

曾再三强调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事实上，这点

并不容易做到( 即使玛丽·居里这样优秀的科学家

也曾放过一个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细节( 过去

我们学习的多是理想系统，而真正的实验多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很多地方并不是理想的状况，而我们这

些新手由于经验的不足和耐心不够也常常会忽视掉

有价值的东西( 这时候只有借助反复的实验，认真的

总结才能逐渐抓到实验的关键点，知道什么样的地

方应当特别注意，从而能够做到细致的观察，不放过

重要的细节( 最后一点体会就是感觉到交流的重要(
由于一个人的思路常常会被局限住，因而和老师同

学的讨论常常能带来很多启发(
作为女性，在我的工作中，我没有感到和男性有

很多的差异( 不能否认有些实验操作中需要体力的

地方，得借助于男生，但这些帮助是很有限的( 从智

力角度，我认为没有哪个性别在物理学上有独特的

优势( 至于当前物理学工作中男性居多的事实，很多

时候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意识诱导的结果，这些

意识从小教导男性应该从事那些方面的工作，女性

又应该从事那些方面的工作，但这些意识未必是对

的( 不能因为历史上女性物理科学家较少就推出女

性不适合于从事物理教学与研究工作，相反我认为，

很可能正是女性不适合物理工作这种顽固的观点导

致了女性物理科学家较少的历史现象( 事实是，无论

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且为之努

力，都可能会在自已所从事的事业上取得伟大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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