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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物理五十年

谢常德3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 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太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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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生存于物质世界之中,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

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 认识客观规律，将之总结

和概括，形成物理学基本定律，如大家熟知的牛顿力

学三定律，电磁学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和量子力学的

薛定谔方程等, 学习物理学基础知识，掌握基本定

律，是进入物理学研究领域的前提, 然而，物质世界

丰富多彩，演化规律异常复杂，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也是由浅入深逐步深化, 以人类对光的本质的认识

为例，早在 =# 世纪，牛顿从光的直线传播等几何光

学现象出发，提出了光是微粒流的理论，认为构成光

的微粒从光源内部飞出，在真空或均匀介质内因惯

性而作匀速直线运动, 与此同时，惠更斯以微粒理论

解释不了的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为基础，针锋相对

地提出了光的波动学说，认为光是在“以太”中传播

的机械弹性波, 虽然这种理论既能说明光的直线传

播，也能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但由于没有任何

实验依据证明假想弹性媒质“以太”的存在，所以惠

更斯波动说的物理根基难以让人信服, => 世纪电磁

学的发展揭示了光学现象与电磁现象的内在联系，

发现电荷的电磁单位和静电单位的比值等于光在真

空中的传播速度，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

于光速，确立了光的电磁理论，使我们对光的本性的

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在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当光学研究深入到光的产

生及光与物质相互作的微观机制时，光的电磁理论

却遇到了困难, 此时，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提出了光量

子理论，指出单个光子的能量决定于光的频率，光同

时具有微粒和波动的两重性, 光量子性的引入对量

子力学的建立起到关鍵作用, 反过来，量子力学理论

又促进了现代光学的发展，在光场量子化的基础上

形成了量子光学学科分支, 实际上，像所有量子物质

一样，光子按照量子力学方式运动，只有在量子力学

的理论框架下，才能正确认识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当前，精密的光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通过宏观仪器，

从实验上验证量子力学预测，探索物质量子行为的

基 本 手 段，其 典 型 例 子 就 是 ?@8;A5/28(;/2 凝 聚

（?5B）和 5/28(;/2AC@<@.8D7AE@8;2（5CE）量子纠缠的

实验实现,
光学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学科领域，对光本性的

认识逐步深化，似乎永无止境, 它吸引着我们的好奇

心和对真理的不倦探索, 同时，光学已广泛应用于科

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块

重要基石, 我庆幸自己当年选择了物理学光学专业,
在求学物理的五十余年中，虽然有艰辛也有困惑，但

更多的是学到新知识的兴奋与完成了一项研究后的

愉悦, 从中学时期追梦物理，大学期间学习物理，到

工作后研究物理，每一个阶段物理学都为我的生命

注入了活力, 下面我将搜寻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在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谈谈一个女物理学

工作者在几十年求知路途中的一点感受,

=! 追梦物理

中学时代是丰富多彩的，也是每个人梦想最多的

年龄段, 刚刚脱离了童年的稚气，开始由小学期间在老

师和父母督促下的被动学习转向自觉求知, 记得刚上

初中时，在班里年纪最小，个子也最低，坐在第一排靠

门边第一个坐位，还像小女孩一样不会约束自己，上课

不专心听讲，还常搞一点和好朋友互递纸条之类的小

动作, 下课铃声一响，纵然老师讲课尚未结束，一只脚

已伸到教室门外，为的是去抢占操场上那唯一的一架

秋千，并以最先抢到和荡得最高而沾沾自喜, 初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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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似乎还不知道在学习上要强，成绩平平也无所谓& 直

到二年级，有一次英语课考试偶然得了高分，受到英语

老师的表扬，感到意外惊喜，也增加了我的学习兴趣&
为了不让表扬过我的老师失望，开始背记英语单词，并

将语法和句子分类记忆& 之后我的英语成绩扶摇直上，

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 虽然在之后的人生旅途中曾

无数次地获得过各种表扬和奖励，但这次小小的表扬

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因为它开启了一个

小姑娘尚未开窍的脑门，也提升了一个“差等生”的自

信心& 自此以后，除英语之外其他各门功课的成绩也开

始快速上升，直至高中三年，每学期成绩排名都保持全

校第一& 不知道在哪一篇有关教育学理论的文章中谈

到，对青少年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

点，加以表扬、鼓励和引导，激发其自尊心，使之能主动

地自我完善& 我个人的经历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其实，

不仅对中、小学生，对大学生乃至研究生，适当的表扬

和鼓励也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良好作用& 当研究生因

完不成课题而灰心丧气的时候，除了帮助他们分析问

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树立自信心& 从他们做过

的工作中找到正确的部份（哪怕是微小的），加以肯定

和表扬，常常是鼓舞士气的最佳良药&
我对理科的兴趣，是从初中学平面几何开始的&

几何学严格的假设，推理和求证，使我初次体会到数

学逻辑之完美，进而吸引我这个不用功的小女孩自

觉地提前去解老师尚未讲到的习题& 后来在物理课

上学到一点力学知识，知道了重力加速度的概念& 记

得有一次，我坐在家里大约两米高的楼梯拐角处的

小窗台上玩，突发奇想，要试一试在重力作用下跳下

去时，地面的反作用力会不会达到弄伤足的程度& 于

是乎真的跳了下去，结果是手脚受伤，好在未伤及筋

骨，只是红肿& 家里人都以为我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马上用铁丝网永久性地封闭了那个窗口& 只有我自

己知道，这不是意外，而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 物理

实验”& 接着，在学了电学、光学和原子物理最基础

的知识以后，物理学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认识物

质世界的大门& 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成了我绝

对崇拜的偶像& 带着无知少女的狂热，幻想着有一天

自己也能去拿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就这样，我在高考

志愿书上毫不犹豫地将物理系填为第一志愿，而且

为了多学一些东西，特意选择了第一次改为五年制

的四川大学物理系& 结果成了当年（3456 年）成都市

女子中学（现在的成都市第六中学）011 多名考生中

唯一进入大学物理系学习的人&

0- 学习物理

带着对物理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我走进了四川大学校园& 那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

军，培养高层次的理科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四川大学

物理系开历史之先河，一下子召收了近 051 名新生，

将一个年级分为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八个小

班，每班 .1 余人，我被分配在已班，每一个小班大约

只有 7 个女生& 由于学生人数多，上课在很大的阶梯

教室，每天为了抢占前几排好的听课坐位，我们几个

女生很早起床，食堂一开门就冲进去用早餐& 学校为

了培养这一大批学生，派出了最好的教授给我们讲

授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也有一大帮优秀年青助教

分小班为我们上习题课& 实验课排在下午和晚上，车

轮式的运作，把老师累得半死& 记得老师们将我们年

级戏称为“大肚子”班& 好在这班同学录取分数线较

高，几乎均是四川省各中学的高才生，学习能力还可

以，毕业后没有给母校丢脸&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历经“文革”磨难的我们，正值中年，格外珍惜这得

来不易的大好时光，每个人都拼命工作，想把“ 文

革”耗费的光阴补回来，很多人都成了所在高等学

校和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 四川大学物理系解放后

培养出的三个院士中就有两个出在我们班（一个中

国科学院院士，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校友聚会

上，曾经教过我们普通物理的老教授郭士堃和郭履

容老师激动地说：我们没有在“大肚子”班上白下辛

苦&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老师们对物理定律的准

确铨释和对物理现象的精辟分析仍深深地印在我的

脑海之中&
初入大学时，不知天高地厚，以为有了高中那点

物理基础就可以攀登科学高峰& 下课以后泡在图书

馆，将大厚本的物理评论和物理学报搬到面前，不管

懂与不懂翻开就读，经常读得头晕脑胀却毫无收获&
由于不懂得学习需要循序渐进，冒进的作法不仅浪

费了时间和精力，也使体质下降，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受失眠和头痛困扰& 第一学期两门主课考试只得了

一优一良，而不少同学却得了全优& 这一结果使我不

得不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 慢慢地我明白了物理知

识的广博，自己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必须一步一个脚

印地往前走，决不能好高骛远& 从第二学期开始，我

在学好课堂知识的基础上，看一些结合教材的参考

书，以拓展知识面，结果在期末考试中轻松地成了全

年级少数几个全优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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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五年，一系列基础课、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

的学习为今后从事物理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实际上通过大学学习，不仅掌握了物理学基

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学能力，训练了科学的

思维方法, 科学在不断发展，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

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正确的学习和思考方法将

会受益终身,

"! 研究物理

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山西大学物理系任教, 那时

的山西大学刚由师范学院转型为综合大学，没有任

何科研基础和条件，也几乎没有人进行真正意义上

的科学研究, 为了提高专业水平，大部分青年教师只

是漫无目地的阅读各种专业书籍，一本又一本, 虽然

有利于巩固大学学过的基础知识，但无助于进入前

沿研究领域, 3456 年，我随“四清”工作队下乡，接着

是“文化大革命”, 直到 34#5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图书馆资料室重新开启，翻阅到新的国外物理学期

刊，才发现“文革”十年中世界的科学技术进展有多

快, 当时我的丈夫彭堃墀同志（大学同班同学，后又

一起在山西大学物理系工作）正在参加固体激光眼

科治疗仪的研制工作, 为了解决红宝石激光器光泵

均匀性问题，他在一篇英文文献中查到，此问题可以

通过在红宝石棒外套上磨砂玻璃套解决，并说这个

特制的玻璃套已申请专利, 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我

们自己动手切割玻璃管，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打磨出

不同透光度的磨砂套，套在激光棒上进行试验，结果

发现还真起作用, 后来用普通物理光学实验室最简

单的仪器测定了磨砂套的透光度，并尝试将实验结

果写成一篇论文投到“激光”杂志（现在的“中国激

光”前身）, 当得知这篇文章被该杂志录用时，我们

俩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也是山西大学物理系第一次在全

国性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接着在研究固体激光器腔

型设计时，我们发现在美国应用光学杂志上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有计算错误, 当时，有人建议我们去纠

正, 但“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潮的阴影依然存

在，我们担心被贯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迟迟不敢动笔,
直到一年以后，由老系主任张永仑教授担保，经校党

委批准，才以注释信件的形式将我们的计算结果寄

往美国, 后经原作者审核，认为我们的计算是正确

的，编辑部要求我们将计算结果写为正式论文发表,
由于当时不仅没有计算机，就连英文打字机都找不

到，文章只好以“ 手抄本”形式寄出, 当这篇论文于

34&% 年初被发表时，我们真是十分高兴, 虽然就今

天的眼光来看，这两篇论文的水平不高，但因为它们

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又是我们科研工作

的起步，所以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34&$ 年我得到美方资助，有机会出国到德克萨

斯大学作访问学者, 一到美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给我资助的 7/28 教授就让我用大型计算机计算大

分子散射截面，这对从未见过计算机，也不懂任何计

算机语言和操作方法的我，确实困难太大了, 没有办

法，只有从头学习, 美国教授要求三周内必须上机计

算, 第一步就是要按照所计算的分子结构，编写输入

程序, 因为我既未学过物理化学，又从未编过程序，

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当时我真有点埋怨我的丈夫怎

么给我联系这样一份差事, 但是既已逼上梁山，就得

硬着头皮干,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终于按时上机，

并在赴美后的三个月内完成了计算任务, 计算中我

尝试着采用不同的输入程序，并将结果进行比较，找

出规律，觉得还有一些新内容, 我向教授建议用计算

结果写一篇论文，教授以不太信任的眼光看着我说：

“您试试吧”, 最后，当这篇论文被美国“化学物理杂

志”接受发表时，7/28 教授才对我说了“ 很好”两个

字, 7/28 教授自己工作非常勤奋，对学生和研究组

成员要求也很严格, 记得初到美国的前三个月，教授

几乎没有对我有过笑容，直到任务完成之后，才主动

对我说他又获得了新的国家研究基金，问我愿不愿

意延期，继续在他的研究组工作, 组内一个美国研究

生告诉我，7/28 教授一贯不喜欢用女研究人员，更

没有用过中国的访问学者，认为聘用我是一种冒险,
不过后来他对别人讲，这个险冒对了, 我想，这不是

因为我的工作能力有多强，而是我的勤奋努力感动

了“上帝”, 可能我对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给美国教授

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3444 年，当我通过 7/28 教授

向德克萨斯大学物理系另一位教授推荐一个中国研

究生去做博士后时，他在回信中说：“如果这个学生

能像您一样善于学习，我就考虑录用, ”

34&6 年 3$ 月，我和丈夫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

和工作，启程回国, 临行前，7/28 教授送了我一个

“电子枪”，这是进行电子散射实验的核心部件，希

望我回国后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但在美国我丈夫

彭堃墀是在量子光学实验室工作, 回到山西大学后，

虽然政府给了 $% 万实验室建设经费，但绝不够两个

实验室同时启动, 考虑到量子光学更具前沿性，于是

我完全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的研究基础，全力以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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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了山西大学量子光学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之中&
由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光学，毕业后又一直从

事光学教学，加之在美国提高了科研能力，很快便进

入了新领域的研究& 从自行研制激光器，跟踪国际前

沿开始，到在量子光学和连续变量量子信息学科领

域，作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实验室走过了

二十多年的艰苦历程& 我和彭堃墀也由中年步入了

年近古稀的老年行列& 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陆续在

国际最具权威的物理学杂志上刊登，看到这些论文

不断被国际同行引用并被收入国外相关专著，看到

研究成果为山西省获得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

学奖，看到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受到国内外教授好评，

看到我们实验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山西大

学光学学科进入国家重点学科，我感到当年放弃自

己的方向，与彭堃墀一道建设量子光学实验室的选

择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在某些问题上，3 加 3 的确不

等于 0，而是大于 0，这大概就是齐心合力的倍增作

用吧& 的确，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坚持，也要学

会正确的选择与放弃& 可以走的路很多，聪明人应该

根据所处的客观与主观条件，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

的路走& 当然，任何一条通向成功的路都不会平坦，

一旦选定，就应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下去，半途

而废必然一事无成&

4- 不断求索

世间没有永恒的真理，人类对科学的探索永不

停步& 就像对光本性的认识一样，科学的发展总是以

链条形式向前推进，年复一年&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

速发展的今天，科学发展速度之快，竞争之激烈，迫

使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作为一个女性物理学工作者，我认为除努力和坚

持之外，树立自信心也十分重要& 我见到一些女同学，

本来不弱，但科研上总是不够自信，从而缺乏闯劲& 我

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相信没有

过不去的坎，相信自己能成功& 如果中国妇女吃苦耐

劳、坚韧不拔的历史传统，在科学研究中得以发扬，我

相信通过不断求索，我们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谢常德简介

谢常德教授，四川成都人，3563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

物理系，同年 2 月任教于山西大学至今，0111 年 31 月

至 0110 年 30 月任山西大学量子光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 她长期从事光学、量子光学及非线性光学等领

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
她主持和承担过多项国家及山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多

次获山西省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奖& 3556 年获山西省

教委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0111 年获省教育厅教学

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0116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011/ 年荣获中国物理学

会首届谢希德物理学奖& 曾被山西省政府授予“ 三

八红旗手”，“ 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3550 年被批

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谢常德教授曾多次应邀出国进行 学 术 交 流&

3520—3524 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高访；3522—3525
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及加州理工学院高访；3553 年、

355. 年至 0111 年间，先后应邀在法、美、德、意、日、巴西

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短期高访& 她

的研究工作，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和赞许&
上世纪 51 年代末，谢常德教授参加完成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双模光场压缩态产生的理论与

实验研究”及“使用双 789 晶体实现非简并光学参

量下转换，进行量子非破坏性测量”属于国际前沿

高难度实验研究课题，实验获得压缩度为 4:; 的正

交双模压缩态光场和 5& 0:; 的强度差压缩，并实现

了测量精度突破散粒噪声极限的微弱信号检测及量

子非破坏性测量，打开了超高精度光学测量的新通

道，该项目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全国专家鉴

定，主要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个别指标国际领先，

获 3555 年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年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

目：“纠缠态光场及连续变量量子通信研究”，第一次利

用运转于反放大状态下的非简并光学参量放大器，获

得明亮的纠缠态光场，并用以实现连续变量量子密集

编码，受控密集编码量子通信，无条件纠缠交换及双向

传输（"%< =%*>）量子密钥分配等连续变量量子信息领

域的重要基础实验& 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 9!>?& @AB&
CA""& 上发表的多篇相关论文被国外学术刊物引用几百

次，某些研究成果被收入国外出版的专著& 该项成果于

0116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填补了山西省在国

家自然科学奖项上的空白& 该项研究将在未来高科技

和信息科学领域中获得应用&
目前正主持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研究

项目“连续变量量子信息网络研究”& 她所培养的 .1
多名研究生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受到国内外用

人单位好评& 011D 年毕业的一名研究生获得 0116
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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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国际妇女节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