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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李国鼎科学精神 学习李国鼎科学方法
———《李国鼎早期科学著作》读后感

沙振舜! ! 曹天锡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4"）

$%%& 5 %6 5 $# 收到

! ! 由中科院院

士、南 京 大 学 教

授 冯 端 主 编 的

《 科 学 精 神 与 科

学 方 法———李 国

鼎 早 期 科 学 著

作》一 书 已 由 东

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 书 选 编 了

李国鼎先生从大

学时代开始的二

十 年 间，写 出 的

科 学 前 沿 著 作，

内 容 涉 及 天 文

学、原子能、低温物理、声学、科学史等诸多方面，反

映当时科技发展的情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

史价值，正像冯端先生在《序》中所说：“这弥补了科

学史资料上的缺漏- ”是李国鼎先生给人们留下的

宝贵的学术遗产-
李国鼎（’4’%—$%%’），江苏省南京市人- ’4$&

年考入中央大学（当时名为东南大学）数学系，一年

后转物理系- ’4"% 年底毕业于中 央 大 学 物 理 系-
’4"7 年 4 月以高分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赴英国

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

卢瑟福进行核物理研究，卓有建树，卢瑟福“先看森

林，后看树木”的治学方法对李国鼎影响很大- 两年

后，李国鼎转入蒙特低温实验室，从事真空中锡薄膜

在液氦极低温下超导现象的研究，他的研究报告刊

登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 在剑桥汇集了世界众多

的一流科学家，李国鼎得以开拓视野，取各家之长，

潜移默化，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科学思想上，都

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受益终生- ’4"8 年抗战爆发后

毅然回国，以自已的知识抗击日寇侵略，曾在防空部

队照测设备修理所服务，从而割爱物理专业，转向工

业等经济建设工作-

’476 年李国鼎先生到台湾，成为台湾知名人

士- 他是高官，曾任台湾“ 经合会”秘书长、“ 经济部

长”、“财政部长”- 他又是学者、经济学家，他运用自

已扎实的科技知识和当官员的行政权力，有力地推

动了台湾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故被人们称之为“ 台

湾经济起飞之父”和“ 台湾科技之父”- 李国鼎先生

在大陆经济学术界也颇有影响- 但是，人们对他在青

年时代孜孜于科学研究并作出突出的成绩和贡献，

知之甚少- 该书比较系统、详实地介绍了李国鼎先生

早年在科学领域的活动和贡献- 从 ’4"% 到 ’4#% 年，

李国鼎先生这段人生历程，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并有重要影响-

’! 弘扬李国鼎科学精神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在该书中《 科学世界》发刊词一文颇能反映国

鼎先生青年时期孜孜孜不倦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

精神- 文中写道：“ 科学的精神，逼迫我们向求真的

路上跑- 我们愿虚心若谷，我们决不挂招牌，决不唱

高调- 懂得什么，便说什么，万一说错了，便老实地承

认错- ”这是何等实事求是的态度-
（$）“科学救国”，“实业救国”

国鼎先生生长在国家多难之秋，年轻时就具有

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为实现“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

而奋斗，他用智慧服务社会，贡献于人民，工作上止

于至善，而对自己则无它求- 先生立功立德立言三不

朽，堪称学人典范-
（"）创新精神

李国鼎先生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具有创新

的思想- 在他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知，产生创

意，排除万难，加以实施- 在台湾经济建设中，许多新

的做法、新的构思，大部分出自于他的推动- 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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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人中，他是最富新创见的&
李国鼎先生特别重视新观念的普及和新经验的

总结& 他每做一事或提出策略和建议，总是不遗余力

地先做传播和沟通，每完成一事，也都有总结文章，

他一生著作颇丰，不下千万言&
有人说他是一个发明家，发明了很多新观念，例

如，./0. 年他提出在中国传统的“ 五伦”之外，建立

群已之间的“第六伦”，即对一般群众应有不让其受

害的道德观& 他又是一个创新者，做很多人家不敢

碰、不敢做的事& 有人问：他出身物理，怎么搞财经亦

非常成功？除了他勤奋、责任心和人格魅力等因素

外，答案大概就是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造就了

他&
（1）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李国鼎先生求知欲很强，他常引用庄子的话

“人生有涯知无涯”勉励自己& 他曾说：“ 我愈求知，

愈觉自己不足，因为知识的范围实在太广泛，进步也

太快了，要能把持好奇心，不断地求知& 若有一天感

到满足时，这个人的人生也就接近终点& 有人说，一

个空罐子敲了才会响，罐子装满了就敲不响& 但是，

空罐子才能装水进去，因此，我们要以空罐子的心怀

求知，也就是所谓‘虚怀若谷’& ”

（2）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作风

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国鼎先生做事一向认真

仔细，具有严肃、严格、严密的作风& 这里试举一例&
该书前面的插页中有一幅图，系李国鼎大学二年级

时的《画法几何》作业，作图极为认真、细致，线条匀

称、清晰、准确，用圆规画比小米粒还小的圆，其中心

连纸都未戳通& 由此可见国鼎先生做事一丝不苟的

态度&

3- 学习李国鼎科学方法

李国鼎先生贡献良多，是与他采用的科学方法

分不开的&
（.）站在科技前沿

早在 ./41 年李国鼎用半圆形磁聚焦方法研究

! 射线的结构，并且测量了镭、钍、锕的强 ! 射线的

绝对强度，于 ./45 年发表论文两篇& ./45—./46 年

在蒙特低温实验室研究真空中锡薄膜在液氦温度下

的超导现象，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而国

鼎先生成为我国超导研究的第一人& 在 37 世纪 47
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先生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站

在科技前沿，从事尖端科学的研究，是我们后来人的

光辉典范&
（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类比法

国鼎先生很注重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及时介

绍国外最新的科技知识和成果，大力传播新观念，以

繁荣祖国的科技事业& 这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占了很

大份量& 例如，《 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实验室概况》介

绍卡文迪许和蒙特实验室的历史及工作，因先生亲

临该实验室研究，朝夕观摩，感受颇深，所以，详实而

真切& 对我国实验室工作者很有启迪，对实验室建设

亦有裨益& 又如《 宇宙间能源之新学说》一文，列举

了爱丁顿的氢原子合成氦原子学说、金斯的物质毁

灭说和密立根原子建造说，旁征博引，阐明各家学

说，令读者耳目一新& 再如《伦敦科学仪器展览会志

略》一文，条理明晰、文字生动、分析深刻，读后如身

临其境，对我国同行颇有启发&
./12 年 0 月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无条

件投降，国鼎先生则抓紧作原子弹及原子能的科普

报告，从那时起，他接连发表关于原子能的文章达 0
篇，./12 年 / 月发表长篇文章《 从原子核的世界谈

到原子炸弹》，./16 年在担任《 科学世界》主编时撰

写了《原子能专号》卷头语& ./10 年又发表了《 世界

原子能研究概况及我国应采途径》，建议我国从速

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 ./16 年先生与人合写文章

《世界研究原子核物理地方介绍》，等等& 先生在这

些文章中深入浅出地介绍原子能知识，呼吁政府加

强投入，开展研究&
（4）善于总结———归纳法

国鼎先生一生坚持学习，勤于思考，笔耕不辍，

善于总结，甚至出差时在招待所里还在整理文稿& 先

生的著作甚多，计中文 .277 余篇（本），英文 477 多

篇&
在该书中所提及的《 东北钢铁工业概况》为李

国鼎先生与石鹗君合写，对抗战胜利后赴东北接收

人员帮助很大&《 英国工业》是李国鼎先生 ./10 年

的译作，该书所选《 译后记》一文，从中可以了解当

时先生孜孜不倦地探索工业发展的道路，对规划台

湾工业化起了借鉴作用& 诸如此类文章，不胜枚举&
（1）大学生编出物理手册

李国鼎大学三年级时任中央大学物理学会执

委，在学会中十分活跃& ./3/ 年他发起编辑出版《中

央大学物理学会手册》，这本书从筹划内容，征集稿

件，整理资料，撰写稿本，直到编辑出版，大都出自他

的手& 这在当时学术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当时

中国物理学会尚未成立，中央大学物理学会实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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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物理学团体之先河，由一个学生组织出版

物理学手册，的确很不简单- 由此可见大学时代的李

国鼎，练就各种能力，而且年少有志，为以后的事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评论说：“ 物理学的方法

论，可能对李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成就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

"! 读后感

初读该书，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早在

上世纪 "% 年代，我国处于非常贫穷落后的时代，国鼎

先生还是一个青年学子，便怀有科学救国的志向，以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孜孜于学问，以便将

来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真令人钦佩- 主编冯端先生

说：“李国鼎先生早年是一位科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位

物理学家- ”“有一次会上，李先生自述，他无非是以

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财经管理中的众多问

题，从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这也说明李先生早年的

科学成就和中年后对财经管理工作的贡献两者是一

脉相承的- ”

中国大恒集团总工程师、光电技术所所长宋菲

君先生说过：“ 有什么比掌握‘ 四大力学’更困难？

能掌握‘四大力学’的人只要下功夫，从事什么职业

都会有所建树- 物理学工作者特别适合于从事高新

技术开发，做创新的工作- ”我们也常听人说：“ 学物

理的，基础扎实，逻辑思维能力强，故而工作适应性

强，后劲足- ”国鼎先生是一个光辉实例-
我们从事物理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物理知

识，而且要让学生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应

以李国鼎先生为榜样，发挥知识力量，施展才华，为

人民服务，为国争光-
当然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方法的训练，也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磨练- 国鼎

先生自幼就注意自身的修养和锻炼- 从该书中我们

就可看出，国鼎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富有创新精神，并

具有扎实基础- 早在剑桥大学时，先生认为在剑桥除

研究收获外，最大收获莫过于科学家的午后茶会对

他的启发- 这是一种自由发表学术见解的场合，可以

及时交流情况，调整各自思维- 通过这种积极的探索

和相互交流，无形中进行一种科学方法的训练，从而

拓阔科学视野，激发科学灵感- 同时学会了讨论、辩

论，知道研究问题要先了解整体，把握本质，再循序

渐进- 这些使他终生受益匪浅，这也是值得后人学习

借鉴的-
国鼎先生科学报国的精神，以科技推动经济、推

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历程，深深打动着我们，留下不

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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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电子系统中磁场与微波辐照感应的“ 零电阻”态

受限于两种半导体界面之中的电子形成所谓二维电子气- 二十几年来，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高纯二维电子气样品

的制备，从而为固态物理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5% 年和 ’45$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别被授予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和分

数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者- 相关的实验都是针对二维电子气在磁场下的输运行为- $%%’ 年，又有重要现象被发现，即在微波

的辐照下，二维电子气的电阻，表现出随磁场的振荡行为；微波频率越高，振荡周期越短；以电阻为纵坐标，磁场为横坐标，

振荡曲线就像是交流电的半波整流曲线：在每一周期都包含有一段（ 对应特定的磁场范围）“ 零电阻”态和一段正常电阻

态- 这一“零电阻”，究竟是真实的（像超导一样，所有的电子“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态，从而避免了散射对电流的影

响），抑或是某种被伪装了的“负电阻”态？从基础物理角度看，目前尚无共识；包括崔琦和 673 8/0)903: 在内的许多学者正在

从实验和理论两方面为此付出研究努力-
最近，美国犹他大学物理系的 ;.<76 = > 等，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借助于两种不同频率的微波同时辐照，对上述现象

做出了定量观察- 结果表明：在与“零电阻”态相对应的磁场范围内，二维电子气样品实际上处于“ 负电阻”态- 只是由于在

二维电子系统中，均匀的负阻电流不能稳定地维持，它被代之以非均匀的流图- 结果，在偏离平衡的系统中表现为“ 零电

阻”-“负电阻”态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实并不奇怪：微波频率与磁场中电子回旋运动的频率，相长配合，有可能减小电阻- 微

波辐照对系统输入了能量，它补充了电子散射所引起耗散- 这就像一支激光管，外部输入的泵浦能量，维持了激光的增益

（负衰减）输出-
（戴闻 编译自 ?1).@A，$%%&，BB$：C#$ 和 D(EF- GA6- HA))- ，$%%&，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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