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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尼耳斯·玻尔 !"#$ 年的中国之行

王洪鹏. - 王士平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00012）

摘- 要- - 文章介绍了尼耳斯·玻尔 /312 年的中国之行以及他此次访问所开创的中丹科学家之间的友好交流&
关键词- - 尼耳斯·玻尔，中国之行，学术演讲，中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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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尼耳斯·玻尔（6& C9!A，/QQL 年 /0 月 2 日—/3NK
年// 月/Q 日）无论从个人的品格、科学的贡献、哲学的

深刻等方面，都为全世界物理学者所景仰& /312 年 L 月

K0 日至 N 月 2 日，玻尔曾在我国讲学和游览& 戈革［/］、

范岱年［K］、阎康年［1］、吴水清［R］等先生曾撰文述及此

事，笔者近期又收集了当时的一些报道，对这一事件进

行介绍，并以此文表达笔者对这位物理学大师的敬慕

之情&

/- 接受邀请

/312 年玻尔到中国讲学，是应中央研究院、北

平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文化教育机构

的邀请& 最初，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通过周培

源口头向玻尔发出了邀请& 当时，玻尔在美国& 周培

源曾经回忆说道：“我很幸运，在 /3K3 年 R 月来到哥

本哈根，参加了玻尔召集的会议，亲自聆听他的演

讲& 早在 /312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曾经来我

国作友好访问和讲学& 关于他那年访华，我也感到很

荣幸，我 当 时 是 受 北 京 大 学 和 清 华 大 学 委 托，于

/312 年春在美国普林斯顿当面向他邀请的& ”［L］吴

有训先后于 /312 年 K 月 K2 日、1 月 // 日、1 月 K2

图 /- /312 年 L 月 /Q 日《大公报》发表了余潜修的文章《 欢

迎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来华》，对玻尔生平业绩进行了介绍并

发表了有玻尔签名的近照

日、R 月 /0 日接连 R 次通过电报和信件邀请玻尔访

华& R 月 10 日，玻尔回信表示接受邀请，由此与中国

产生一段难得的因缘& 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余

潜修，在《大公报》就评论道：“笔者于介绍玻尔学说

既竟，对于玻尔这次来华，有两点感想：⋯⋯曾记得

十余年前爱因斯坦赴日讲学，途经我国，但是始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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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亲聆教益的机会，于是日人便肆意污蔑，说我国没

有懂得相对论的人，所以爱因斯坦不愿来华讲学

⋯⋯- 玻尔对我们科学界的重视，而愿来华讲学- 这

是我们值得庆幸的- ”［&］（见图 4）玻尔访华之前，国

内舆论界就本着：“ 先将他的生平事迹，作简单介

绍，也许能给国内科学界同人一点认识的机会”的

愿望［&］，开始报道玻尔来访的消息和对玻尔生平业

绩的介绍-

$! 玻尔在上海

45"’ 年 # 月 $% 日，玻尔偕夫人玛格丽特和次

子汉斯·玻尔由日本长崎乘“上海丸”抵达上海- 在

码头受到当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等人士的热烈欢迎- 当日

的《东南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对玻尔的业绩进

行了介绍：“ 玻耳教授对于近代原子物理学及光谱

学，有超异之贡献- 氏于 454" 年宣布对于原子构造

之重要学说后，勃朗克（ 普朗克）之量子论，遂益形

巩固，而原子构造及光谱理论，始获奠定坚实不拨之

基础，迄于现在，玻氏在新物理学上之建树甚多，故

为全世界学者所景仰”-［’］

$4 日下午 " 时，在海格路交通大学工程馆玻尔

做了讲题为《原子核》的讲演-《申报》提前对这次讲

演进行宣传：“ 今幸翩然来华，实极为难得之机会，

届期讲演，定卜盛极一时云- ”［6］ 在演讲中，玻尔

“首述原子核构造研究之历史，及已获得之结果；次

述撞击原子核所得之各种现象，如中子，阳电子及原

子之转变等，并述及人为放射性之发现；最后，略述

原子核内之能量阶级，并说明利用原子核内能量之

希望极为渺小，全部演讲于原子核最近研究，阐述详

明，并放映幻灯片，使听者易于明了- ”［5］上海广播

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该电台之呼号为 789:，周率

为每秒 4"%% 千周-
# 月 $$ 日 4% 时，丁燮林带玻尔一家去参观“市政

中心”，那里有一些金碧辉煌的中国旧式楼台- 当时市

政府官员心目中的主要计划是在外国租界之外建立新

的大都市，把上海建成东方大港- 这个大都市在结构和

功能上都是大的和现代化的，所有基本活动都会聚于

此- 45"’ 年，已经建好了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

体育馆、游泳馆、医院、病理研究实验室等等［4%］-

"! 玻尔在杭州

# 月 $" 日早晨，玻尔一家在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胡刚复陪同下去搭乘 6 时 $# 分开往杭州的火车- 4$ 时

$6 分，到达杭州，在车站受到浙江大学教授束星北、王

淦昌、何增禄及张绍忠等人的迎接-《东南日报》进行了

报道：“玻氏下车后，即换乘汽车直驶入西泠饭店- 路事

休息后，即由胡刚复等伴游三潭印月、刘庄等名胜- 晚

间浙江大学假大华饭店设筵欢宴玻氏夫妇及其公子，

并邀浙省省府委员及浙大教授多人作陪- ”［44］

$; 日上午 4% 时许，玻尔一家由胡刚复、王淦昌、束

星北等陪同去岳坟、玉泉、灵隐、九溪、十八涧等处游

览，然后又到闸口参观钱江大桥工程，下午 " 时在楼外

楼进餐- $; 日下午 # 时，玻尔在浙江大学新物理教室讲

演- 对这次讲演的消息，# 月 $" 日的《东南日报》事先进

行宣传：“同时用无线广播由浙江广播电台安置天线，

该电台呼声为九 %%- ”# 月 $; 日的《东南日报》又事先

呼吁：“本市装有收音机者，届时幸勿失之交臂- ”$; 日

晚间，玻尔一家应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浙江省政府主

席朱家骅的邀请到浙江省政府赴宴-
王淦昌教授曾回忆道：“在那次访问中，我十分

有幸在我任教的浙大接待了玻尔教授，并和浙大物

理系束星北教授一起，陪同他游览了杭州风景- 这是

我和玻尔夫妇第一次见面- 在游览过程中，玻尔还兴

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关于原子核的复合核和液滴

模型的新思想- ”［4$］束星北同玻尔探讨了宇宙线中

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 束星北同玻尔之间，不仅是

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去以后多次收到

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

理学上的有关问题- 也有向他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

途径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 对于这些要求，

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

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

理呢？”［4"］就连积极倡导国际科学合作的玻尔都认

为中国学生不用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可见束星北、王

淦昌的杰出才能给玻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这样记述玻尔的此

次讲演：“# 点玻尔教授来，渠今年五十二岁，讲话极

和蔼可亲，即在文理学院三楼演讲新原子说- 余主

席，嘱（胡）刚复介绍，说十五分钟之久，次玻尔演讲

凡历一小时半- 虽其英文不易解，而所讲系物理，但

听众满座，无一走者- ”［4;］

玻尔的演讲深入浅出，他还借助于教具生动形

象地介绍理论：“在讲演中，尼耳斯·玻尔还展示了

一套教具，这是由典型的丹麦精致木材制成，主体是

一支圆盘，周围有一圈山峰似的边缘，比拟库仑位

垒，盘内是钢制小球，还有一只倾斜轨道，小球可由

·!"#·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此进入盘内& 用此教具讲解原子核复合核反应，真是

妙不可言& ”［./］

0- 玻尔在南京

/ 月 1/ 日 2 点 3 刻，玻尔一行乘火车去南京，何增

禄、王淦昌、束星北等送至离杭州 04 公里的长安车站&
玻尔一家在南京受到中央研究院王博士和国立中

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周同庆教授的迎接，在首都旅馆下

榻&《中央日报》对玻尔进行了介绍“玻耳教授早年研究

原子之外层组织，曾有伟大发现，开二十余年来研究原

子物理之大道& 近复致力于原子核之探讨，已有新颖之

见解& 此次漫游全球，与世界其他著名物理学家往还讨

论，必有尚未发表之重大收获& ”［.5］15 日 0 时，玻尔在

中央大学发表了关于原子核的精彩演讲&《中央日报》

对这次讲演介绍说：“吾国物理学者能有此机会一听宏

论，实为难得& ”［.5］演讲后，玻尔参观了中央大学研究

原子及分子物理的研究室，并参加中央大学物理系的

茶会，茶会中有南京各校理科人士作陪&
/ 月 12 日早晨，玻尔一家去中央研究院，在那

里参观了研究所、矿物标本和气象站& 玻尔下午 0 点

钟的演讲内容题目为《原子物理中之因果律》，是关

于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中的因果性和互补性的

问题& 演讲后，玻尔一家乘车去金陵女子学院，受到

了物理系主任鲁淑音的接待.）&

.）- 感谢金陵女子学院 64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提供的帮助&

/- 玻尔在北平

玻尔一行是 / 月 16 日下午抵达北京的&《竞报》

进行了报道：“二十八日晨由沪搭乘沪平通车北上，于

昨日下午二时抵平& 到站欢迎者计有北京大学教务长

樊际昌、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

华等二十余人& 车进站后，首由李书华、吴有训二氏登

车欢迎，下车后并为各欢迎人员一一介绍，旋即乘汽

车赴北京饭店晚间休息，未应任何酬酢& ”［.2］

/ 月 34 日玻尔先行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处所，晚

间应蒋梦麟等的邀请出席北京大学松公府欢迎宴

会& / 月 3. 日十时，玻尔一家由饶毓泰陪同去逛景

山，然后从景山坐汽车去了团城以及北海公园等地&
3. 日下午 3 时，玻尔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做了关于原

子核的演讲& 玻尔在北京期间，《大公报》又以《原子

核构造的新学说》为题，详细介绍了“玻氏高足海森

伯之原子核构造的新学说，”并评论道：“ 发表于此，

或是为了解玻氏演讲之一助& ”［6］（见图 1）

图 1- .632 年 5 月 . 日《 大公报》发表的《 原子核构造的新

学说》

《竞报》对玻尔在北京的行踪进行了报道：“ 布

尔博士昨日（5 月 . 日）游览天坛等处& 中国化学会、

数学会、物理学会三团体昨日下午 5 时在欧美同学

会设宴招待玻氏，到蒋梦麟、梅贻琦、李蒸、徐诵明、

胡适、吴有训、夏元瑮 、刘拓、顾毓琇、饶毓泰、曾昭

抡等五十余人，席间由曾昭抡致欢迎词，至 7 时始尽

欢而散；今日（5 月 1 日）下午游览颐和园，下午 3
时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继续讲《原子核》；中基会明日

（5 月 3 日）下午 0 时在北平图书馆茶会招待玻氏；0
日下午 3 时半在北大二院大讲堂讲《物理学上因果

律》& ”［.7］（见图 3）&

图 3- .632 年 5 月 1 日的《 竞报》发表了题为《 科学团体昨

欢宴布尔，今日在清华讲演，讲题定为原子核》的报道

5 月 / 日玻尔和汉斯在饶毓泰、吴有训等的陪同

下去十三陵参观& 5 月 5 日早晨，玻尔一家在郑华炽

等的陪同下去长城游览& 5 月 2 日，玻尔一家乘火车

离开北京，转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苏联回国&《益事报》

对玻尔离开北京进行了报道：“昨（2 日）晚 6 时偕夫

人及公子搭平沈通车离平，计程本月 .4 日可转西伯

利亚路经欧返丹麦，平市物理界名流吴有训、饶毓泰、

孙洪芬、张景钺、夏元瑮等，均赴站欢送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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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丹友谊继往开来

玻尔 45"’ 年在中国一共访问了 45 天，做了 ’ 次

学术演讲，同时还游览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的古

迹名胜- # 月 "% 日的《北平晨报》这样报道了玻尔此

次中国之行的感受：“渠颇慕我国各地胜迹，尤其对故

都名胜，目此故都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学府荟萃之所，

此次藉在远东讲学之便来华，首先领略南方一般景

物，感 觉 中 国 正 向 复 兴，径 而 迈 进，衷 心 实 颇 欣

慰-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前夕，我国科学工作

者仍然以极大的敬意和热情接待了玻尔，并认真聆听

了玻尔的报告- 玻尔的报告，各地都做了实况广播，在

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玻尔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原子核问题”以及“原

子物理学之因果律”- 原子核问题是当时的科学前沿，

45"6 年就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现象，为核能利用打开了

大门；而原子物理学之因果律则与玻尔的互补原理密

切相关- 钱三强在《纪念尼尔斯·玻尔 4%% 周年诞辰》

一文中回忆道：“我那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在北

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玻尔来参观物理研究所，

又在北京大学演讲，对原子结构和原子核的图像讲得

深入浅出，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些听众- 他的关于复

合核的概念对于我后来做有关核裂变的工作有很大

启发- ”玻尔在中国的演讲，使中国学者和大学生能

在国内直接了解到世界核物理学的前沿理论，开阔了

眼界，活跃了学术思想，增进了交流，这种机会真是千

载难逢- 余潜修当时就评论：“据我们的观察，出洋留

学便是学科学者攀登龙门的唯一途径，关于这一点许

多人也曾指摘过，在我个人由留日四年的体验，尤其

痛感个中流弊- 详细姑不具论，即就经济立场而言，敦

聘专家来华指导，总比资送少数人出洋要节省些，并

且受栽培的数量也可增多些- ”［&］

尼尔斯·玻尔访问了中国，对中国及中国学者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玻尔访问中国后曾说：中国的治

学传统使他产生了灵感- 他发现，他的伟大创造，互

补原理，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早就有了它的先河，并

认为，“阴阳”图是互补原理的一个最好标志- 玻尔

亲自设计了他家的族徽，其中心图就采用了我国古

代流传的具有阴阳图案的太极图- 456# 年 4% 月在

哥本哈根召开的纪念玻尔诞辰 4%% 周年会议，也以

太极图为会徽［4#］- 玻尔访问中国时还当场答应，他

的研究所将乐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前往研习- 如果不

是抗日战争爆发，玻尔本来可能为中国的物理学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工作-
45#& 年，中国科学院邀请玻尔再次访华- 玻尔

于 45#’ 年 " 月复函表示由于他另有安排，不能来华

访问并表示歉意- 45&% 年 ’ 月 4& 日，吴有训参加英

国皇家学会建立 "%% 周年的庆典活动时，又见到了

玻尔- 玻尔还单独宴请了吴有训和彭恒武，并说他的

研究所有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学者和留学生，就是没

有中国的- 吴有训表示将派人前往，并重申了中国科

学院对他的访华邀请- 玻尔表示随时欢迎中国学者

和留学生去他的研究所，并表示万一他自己无精力

再去中国，也要让他儿子去［$4］-
正是玻尔本人打开了中丹科学家交流的大门，

成为新中国与西方学者积极交流的最早典范- 我国

物理学家周培源、张宗燧、胡宁等曾于新中国成立前

就访问过玻尔创立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

所- 45&$ 年，我国物理学家冼鼎昌应邀到玻尔研究

所，在玻尔亲自指导下工作- 玻尔去世后，玻尔研究

所仍然接待了很多中国学者，如曾谨言、杨福家、戈

革、卓益忠等- 456# 年 44 月 4 日，钱三强在首都科

学界纪念玻尔诞辰 4%% 周年大会的开幕词中说：

“玻尔反对封锁新中国的政策，促使丹麦和我国于

45&$ 年签订了中国与西方学术交流的第一个协议，

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科学骨干- 玻尔在 45"’ 年，其子

奥格·玻尔在 45&$ 年和 45’" 年相继访华讲学，促

进了我国科学发展- 玻尔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

我国处于困难的时候他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永远铭

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奥格·玻尔也回忆到“这种

个人的（同中国科学家）接触要追溯到研究所的早

年 岁月，而对我父亲来说，45"’年访问中国是一个

图 7! 石油大学昌平校园的玻尔全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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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忘却的经历& ”［.］

/012 年 // 月 /3 日，44 岁的玻尔在哥本哈根逝

世& 玻尔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好朋友& 我国著

名物理学史专家戈革先生对玻尔有详尽而深刻的研

究，他曾经 5 次去玻尔研究所，并将已出版的英文版

的《尼尔斯·玻尔全集》以一人之力全部翻译成中

文出版& 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对我们纪念和研

究玻尔有很大的帮助& 戈革先生也因其在研究玻尔

和翻译《尼耳斯·玻尔全集》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而被丹麦女王授予“丹麦国旗勋章”& 世界上第一座

玻尔的全身塑像，也在戈革先生努力下，于 /00. 年

. 月 /2 日在石油大学的昌平校园落成［22］（见图 6）&

致- 谢- - 本文的写作得到戴念祖先生的悉心指

导，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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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严格参照国际通常规格及技术指标，备有完整系列的精密光学零部件（ 备有

产品样本供参考）供国内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实验室随时选用，我公司同时可为您的应用提供技术咨询&
我公司可以提供美国及欧洲产的优质红外光学材料，如硒化锌、硫化锌、多光谱硫化锌等&

- 光学透镜：平凸、双凸、平凹、双凹、消色差胶合透镜等&
- 光学棱镜：各种规格直角棱镜及其他常用棱镜&
- 光学反射镜：各种尺寸规格的镀铝，镀银，镀金及介质反射镜，直径

.;;—277;;&
- 光学窗口：各种尺 寸 规 格、材 料 的 光 学 平 面 窗 口，平 晶，直 径

.;;—277;;&
- 各种有色玻璃滤光片：规格为直径 .;;—277;;，（ 紫外、可见、

红外）及窄带干涉滤片&
- - - - - - - - - - - - - - - - - - 紫外石英光纤：进口紫外石英光纤，ABC 接口光纤探头，紫外石英

聚焦探头&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0 号希格玛大厦 D 座 571 室

- - 电话：7/7 = 337012/3 8 337012/4- 传真：7/7 = 337012/1- 网址：%%%& E<(F%*G& +<;& +,
- - 联系人：徐勇小姐，陈锵先生，施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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