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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

- - - - - - - - - - - - - - - - - - - - ———访冯端先生

- - 011/ 年 4 月 54 日上午，011/ 年中国物理学会

秋季学术会议在南京召开& 第一场学术报告会在南

京大学大礼堂举行& 然而早 / 点，窗外还是狂风呼

啸，暴雨如注，电视屏幕上正在发布南京市“ 强台风

紧急警报”& 我心里不禁惴惴然，如此恶劣天气，23
岁高龄的冯端院士是否还会来开会？笔者冲出裹挟

着 / 级狂风的暴雨，步入会场，便在后排入座& 到 51
时左右，见到一位老者夹着雨具进入会场，在我身旁

坐下，一问之下，正是我此行所要拜访的冯端先生&
他是专程来听 6*7)8 9!:;;),<"=, 教授作“ 凝聚态物

理进展”报告的&
4 月 01 日下午 . 点 .1 分，笔者如约叩开了冯

端先生的家门，开始了这次期待已久的采访&

深厚的家学渊源

540. 年 > 月 55 日冯端出生于古城苏州& 父亲

冯祖培是绍兴人，作为旧时代的文人，541? 年，他陪

伴亲友去参加县试（ 考秀才），竟考中了案首（ 即第

一名）& 绍兴本是人才济济之地，在几百个读书人中

脱颖而出，考上案首自然是颇不容易的& 但随后科举

制度废除了，冯端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只好走绍兴

文人的老路，投身作幕僚（俗称师爷），四处奔波& 曾

先后在南昌、南京、六合、无锡等地任职，担任过秘

书、科长，县长等职务，家人随父亲任所变换而经常

迁徙&
父亲从无锡卸任之后，将家迁到了苏州& 因为父

亲认为苏州毕竟是文化古城，有利于子女的培养和

教育& 于是决定让母亲带着孩子定居于苏州& 为了全

家的生活，父亲孤身前往安庆、济南、福州等地任职&
540. 年冯端出生于苏州& 当时大哥冯焕 2 岁，姐姐

冯慧 > 岁，二哥冯康 . 岁& 也许正是父亲的这一英明

决定，成就了此后赫赫有名的“冯氏兄弟”：冯焕（美

国通用公司高级工程师），冯康（著名数学家），冯慧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冯端（著名物理

学家）& 冯端先生感慨地说：“ 我们几个孩子大致依

循了类似的途径：从苏州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到苏州

中学，再就读于中央大学& 大哥冯焕从小爱学习，为

我们带了好头& ”

所以，冯端从小就喜欢读书，常在家中翻阅兄姐

的高年级课本，后来上了小学高年级，更是发现读书

的天堂———学校的图书室& 即便现在冯先生回忆起

来，还是记忆犹新：“ 我还记得图书室有四卷本《 胡

适文存》等书籍& 这些不是小学生能看得懂的，但我

还是经常去翻阅，觉得蛮有意思的，久而久之便也有

了些许感悟& ”冯端小时候对地理也深感兴趣& 他将

世界地图集看得滚瓜烂熟，各国形状及首都名称均

了然于心&

图 5- 半个世纪后四兄姐及姐夫合影（ 左起：冯焕、冯康、冯端、

冯慧，叶笃正）

54.3 年，冯端考入苏州中学& 苏州中学的教师阵容

很强，老师们不仅认真负责而且讲课精彩生动& 课堂内

的学习为冯端打下了扎实的数学、英语和国文基础，而

课余的大量阅读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苏州中学有幢

两层的图书馆小楼，冯端经常去借阅与课程无关的图

书来阅读&
冯先生回忆说：“当时，我大哥冯焕已经在中央大

学读书，家里会给他一些零用钱，大哥常常将省下来的

钱买一些科普书送给我，例如上世纪 .1 年代英国著名

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琴斯与爱丁顿等人写的《神秘的

宇宙》、《膨胀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等科普著作，尽

管由于基础所限，尚无从深入理解现代物理学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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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理论，但是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物理世界的奥妙无

穷，并为之心迷神往- 后来大哥还为我订阅了一份期刊

《宇宙》- 其中报道的我国天文学家奔赴日本的北海道

和苏联的柏力去观测日全食的事迹，令我对科学产生

兴趣，并且走上研究物理学的道路- ”

45"# 年 # 月 # 日，日军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

继而在上海又制造了“&- 4" 事件”，抗日战争遂全面

爆发- 苏州中学图书馆惨遭敌机轰炸，在残垣断瓦之

间，冯端和二哥冯康捡到一本烬余残缺的英文书

《6781) 9(:7) ;:<8/= 03 )(8 >:7/?》，冯康津津有味地

阅读起来，冯端很是羡慕，他开始向往自己什么时候

也可以自由阅读英文书刊，并暗下决心要好好学英

语- 苏州沦陷后，冯端跟随家人去了福州永安县，与

父亲团聚- 45"& 年 5 月，冯端就读迁至沙县的省立

福州高中- 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国语与

英语演说比赛，国际时事辩论会等- 他还和同学发起

组织了《牛顿自然科学社》，负责出壁报- 他将阅读

何鲁所著的《虚数详论》的心得体会写一篇文章《虚

数》在壁板上发表，这是冯端先生的第一篇“论文”-
念完高二后，因父亲病故，冯端和家人去了重庆

沙坪坝，居住在大哥冯焕的宿舍- 二哥冯康在中央大

学读书- 当时中央大学规定刚念完高二的同等学历

的学生，当年不能考大学，必须等一年后才许应试-
在这一年里冯端就用二哥的借书证到中央大学图书

馆借书，他开始大量地阅读英语小说、散文，还读了

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传记、史料和评述等- 那些生

动精炼，原汁原味的英文小说，给生活在艰苦战乱中

的冯端带来了无限乐趣和精神上的慰藉，也使得他

的英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冯先生不无自豪地说：

“我在这段时间读了一百多本原版英文书，之后便

感觉到英语算学通了- ”

45’$ 年，冯端考上中央大学物理系，参加英语

甄别测验，获得最优等，得以免修英语- 冯先生回忆

说：“进了大学以后，我没有再上过英语课程，受到

的正规英语教育只有初中三年，高中两年- 我的英语

读、听、说、写都能应付自如，完全得益于大量阅读英

语著作-“虽然冯端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英语口

语训练，但是他却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

作报告，并且能与外国学者自由交流- 冯先生说：

“我靠的是中学课堂教学的底子，以及后来自己的

多看多用- ”

无悔的执教生涯

45’@ 年冯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大学毕业，并

有幸留校任助教，从此开始了他在南京大学长达 @%
余年的执教生涯- 他从带教普通物理实验开始，积累

了一些经验后，改带电磁学实验，乃至于近代物理实

验- 45’5 年春，冯端先生真正走上了讲台，讲授医学

院的普通物理课程- 这以后，他几乎教遍了物理学的

各个分支学科，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从实验课到理论

课，他都能应付自如- 不论酷暑寒冬，他的办公室、书

房，都铺满展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 上世纪 @% 年代

后，他致力于专业课与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开设了新

课程，将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介绍给学生- 由于他博学

多才，擅长将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知识与物理学领域

的规律融会贯通，表达生动又精练透彻，所以深受学

生的欢迎，常常会出现教室爆满的现象- 冯先生说：

“教学是一件辛苦的事，不过我很高兴自己取得了

可观的成果，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 ”

45A$ 年院系调整之后，国内正好处于学习苏联

的热潮中，其举措之一是仿照苏联在综合性大学中

成立了许多金属物理教研组，南京大学也是其中之

一- 但金属物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大家也心中无

数- 只有先干再学吧！45A& 年“ 大跃进”之后，冯端

接任金属物理教研组主任，同时在基础组任教重头

课：本系的普通物理，分子物理与电磁学部分，还要

在金属物理教研组内开《晶体 B 射线学》的课- 时处

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不良，而本系普通物理课是一门

接近 $%% 名学生的大课- 在无扩音设备、隔音不良的

茅草顶教室授课，必须挑高嗓门讲课，这可是强体力

的劳动，接连四堂课下来，就筋疲力尽了- 到晚间冯

端还要构思撰写《 金属物理》这一专著- 由于《 电磁

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井然有序；而《 金属物

理》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两相对照，颇有启发，使

冯端致力于将这一在发展中的学科条理化和系统

化，从而取得了成效- 45@’ 年，《 金属物理》上卷（ 署

名冯端、王业宁、丘第荣）问世，45@@ 年下卷交稿，适

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于 45#A 年略加修改后出

版-《金属物理》获得了前辈学者钱临照、柯俊等先

生的赞许，有的学子誉之为金属物理的《 圣经》-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著名学者桥口隆吉教授访

华，到北京钢铁学院进行访问时，在柯俊教授的办公

室看到了《 金属物理》上卷- 桥口隆吉教授翻阅之

后，了解了该书的内容和处理问题的大体方式- 他当

即用赞许的口气说：“ 这样一本内容新颖的书，在

45@’ 年就已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难能可

贵的- ”

之后，冯端先生将自己积累的知识，如蚌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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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凝聚成一部又一部著作：《 金属物理》（ 上册）

（4563）；《金属物理》（ 下册）（45/7）；四卷本《 金属

物理学》（452/—4550）；《凝聚态物理学新论》（与金

国钧合著）（4550）；《 熵》（4550）；《 漫谈凝聚态物

质》（与冯步云合作）（4550—4553）；《固体物理学大

词典》（ 冯端主编）；《 材料科学导论》（ 冯端，师昌

绪，刘治国主编）（0110）；《凝聚态物理学》（ 与金国

钧合作）（上卷）中文版（0113），英文版（0117）；《 熵

的世界》（与冯少彤合作）等& 当笔者来到冯先生家

中采访时，惊奇地发现，先生这些年出版发表的专著

摞在一起竟然有书桌高，果真是著作等身！如今 23
岁高龄的冯先生仍然笔耕不缀，日复一日伏案撰写

《凝聚态物理学（ 下卷）》，冯先生笑着告诉我，这是

他用英文写的“ 最后一本书”& 冯先生说：“ 用英文

写，打字可以快一点，完稿后再译为中文& ”

冯先生的教书生涯持续了几十年& 到 4550 年，

虽已近耄耋之年，他仍上第一线为学生开“ 凝聚态

物理学”这门课& 有一天，冯先生正在讲台上给学生

上课，突然身体不适，感到胸闷，只好提前 7 分钟下

课，在教研室休息了 47 分钟后，他又站在了讲台上，

继续给学生们上课& 不料胸闷加剧，冯先生几乎晕倒

在讲台上，被学生们急送到医院急诊室，医生怀疑为

急性心肌梗塞，病情相当危险& 之后转到南京军区总

院，住院两个月& 出院时，他竟然欣喜地对夫人说：

“这 0 个月在医院里真好，因为无外界干扰，我的工

作效率很高& ”原来，即便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也不

是全部休息，而是积极批阅稿件和撰写专著&
长期的教学实践给冯端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

功，他掌握了形象化的物理思维方法，也越来越享受

到探索理解新知识的乐趣&
最近，冯端先生在撰写巨著《 凝聚态物理学》下

卷最后一章《面向复杂性》，涉及了众多跨学科的内

容，诸如沙丘的崩塌，地震与板块漂移，湍流，物种的

萌生与绝灭，生命游戏，动植物器官中的分形结构，

乃至于社会现象中的车流和信息网络等当代具有挑

战性的问题& 许多问题是边学边写，既有获得新知识

的兴趣，又展示了融会贯通，将它系统化的组织本

领& 例如，有关车流的问题使他回想起在解放初他参

加游行的切身体验：队伍开始时密度是均匀的，但不

可避免地发展为疏密相间，一阵滞留不前，一阵拼命

奔跑，这 个 情 况 使 得 他 想 起 8)9!"!)(( 与 :)"!*;
（4576 年）一篇文章中的一维车流理论，论述了原本

是密度均匀的车流，必然会造成疏密相间的运动波

向后传播，这是一维车流的基本理论，而为了将车流

理论作进一步阐述，则介绍了 <*9=( 与 >+!?=+@=,A
B=?9 的元胞自动机理论&

众所周知，冯先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科学家，所

以笔者问：“我和许多人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与您同

龄的老一辈科学家许多都曾出国留洋，毕业后您没有

考虑过出国继续深造吗？”冯先生坦白地说：“考虑过，

但当时，我大哥冯焕和姐姐冯慧都在美国留学，二哥

冯康到苏联留学，不能都出去，老母亲在家要有人赡

养，所以我就没有出去& ”原来冯先生还是一位孝子&
/1 年代，改革开放后，他有很多机会出国进修和工

作& 但他一次次将出国名额推荐给了系里的年轻老

师，自己则坚守岗位，筹划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冯先

生一直视物理系的利益、南京大学的利益高于个人利

益& 4557 年 . 月，冯先生借去美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

三月年会的机会，访问了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密西

根大学、马利兰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州立

大学阿尔班尼分校、布法罗分校等学校，并应邀作学

术报告& 0113 年，冯先生又以探亲为名办了签证，住在

女儿家，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自费访问了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罗切斯特大学、以

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 他参观实验室，与那里的

科研人员交谈，发现他们从事研究的新课题、新成就，

回校后又向系里的老师传达& 虽然冯先生没有到国外

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但这并没有限制他成为国际有影

响的教育家和物理学家&
当笔者问冯先生，61 多年的教学生涯，有什么

宝贵的经验可以传授给年轻教师时，冯先生认真地

说：“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让学生自己来

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创造思维& 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 如果教师只能接受第二手的知识，没有

自己创新的思维，或者说新的知识，教出来的学生，

同样也只是能够接受第二手的知识& ”冯先生说，作

为教师要终生学习& 他始终服膺胡适先生的名言：为

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又要能高& 同时还坚持陈寅

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几十年来，冯先生培养出一批很优秀的科研人

员，谈到年轻的科研人员该如何开展工作时，冯先生

很诚恳地说：“科研工作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搜集资

料开始的& 善于搜集，整理资料，这是做学问的一项

基本功& 有基本功之后，在工作中就要逐步培养自己

的眼光，鉴赏能力与判断能力& 这需要身体力行，见

多识广，要有透彻的体会& 也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和

找到研究问题的角度，要能发现某些问题之间细微

的差异，这一点在我们的理科研究中尤其重要&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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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判断，哪些课题是重要的，哪些课题是无关紧要

的，哪些是时机成熟的，哪些还暂时不具备条件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力求开拓视野，触类旁

通- 比如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往往是最活跃的生长

点，井中之蛙是无法窥其奥秘的，而每一个实际问

题，也往往是多学科的交叉，解决它要有广博的知识

和技能- 当然还要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环境，与同行

积极探讨学术问题，要有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 ”

晶体物理研究的奠基者

冯先生说：“ 我这一辈子可以用 4% 个字来概

括，即：读书，教书，写书和科研育人- 前三者已在前

面谈了不少，现在重点来讲我的科研和育人，因为这

也是我科学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 456& 年起，冯端担任了金属物理教研组主

任，领导了教研组的教学与科研- 当全国大炼钢铁

时，冯端却带领了一批学生在实验室里炼“ 钛”，并

在难熔金属单晶体制备以及位错观测方面取得了一

些成绩- 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严厉的

批判，被认为是理论脱离实际- 45#" 年借“ 文革”开

始“复课闹革命”的时机，冯端建议将原金属物理教

研组改为晶体物理教研组，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

同- 改名后的晶体物理教研组分为三个小组：晶体生

长，晶体结构和缺陷，晶体物理性质，各个小组都有

相应的实验室和承担相应的课程- 闵乃本负责晶体

生长小组，从事非线性光学晶体铌酸锂晶体的生长，

并钻 研 晶 体 生 长 的 理 论，开 晶 体 生 长 的 课 程，于

45&$ 年出版了《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这本专著- 晶

体结构与缺陷，由周衡南和李齐分别负责- 李齐的晶

体缺陷的章节，略加修改后收入冯端主编的《 材料

科学导论》（$%%" 年出版）一书之中- 王业宁则负责

晶体物理性质这一小组，由张杏奎承担讲课- 王业宁

主持研制声光调 7 激光器，为激光器倍频效率的测

量提供了可能性-
“文革”期间对冯端的不公正批判，使他开始考

虑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如何选择一个具体科研课

题，既能提高科研人员的物理素养，又能解决激光技

术的某些关键问题，还必须是他们设备简陋的实验

室里可以实现的-
45#’ 年正值“文革”之中复课闹革命时期，有一

天冯端翻阅物理系书架上新到的一本美国刊物《819
:;< =>2.:》（此刊登载了有关激光发展的新闻），其中

有一篇题为“光二次谐波增强效应”的新闻，简述了

图 $ ! ?;<30@; 和 A0B,03);< 合著的《C**/0;B D>3/03;1< E*)02: 》

（F>(3 G0/;H I J>3:，45#"，D;, K><@）的第 6& 页

L- =- M;,;H 和 8- E- N>2@;< 利用 ?3J; 天然的聚片

孪晶，获得倍频光强随孪晶片数 D 线性增加的报

道- 这一结果由于对聚片多畴的周期还没有精确控

制，因而倍频光强还有改进的可能- 回家后，冯端查

阅手头的一本 =- ?;<30@; 与 F- O- A0B,03);< 合著的

《C**/0;B D>3/03;1< E*)02:》（ F>(3 G0/;H I J>3:，
45#"，D;, K><@），其中 P "- " 节（第 6& 页，见图 $）

论述了准相位匹配方法，扼要地介绍了布鲁姆伯根

Q/>;RS;<T;3 的准位相匹配理论；设想某一介质，其

非线性系数正负交替，片厚正好等于相干长度，聚片

多畴结构可以实现倍频光强与 D$ 成正比- 冯端进一

步查阅了 Q/>;RS;<T;3 的原始 论 文：C<R:)<>3T，F-
C- ，Q/>;RS;<T;3，D- ，M.2.03T，F- ，U;<:(13，U- J- ，

U(H:- V;W- ，45X$，4$#：454& 及 Q/>;RS;<T;3，D- ，

J0;W;<:，C- F- ，C**/- U(H:- 8;))- ，45#%，4#：’&"，进

行了核实后，冯端在理论方面已经心中有数了- 他在

视察实验室中，发现生长的非线性光学晶体铌酸锂

晶体的抛光表面的显微照片，经常呈现条纹状正负

交替的畴结构- 45#6 年，冯端访问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晶体室（室主任为陆学善先生，当时陆坤权

同志临时负责）时，他曾简单介绍了用生长铌酸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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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冯端小组论文的首页

聚片多畴晶体来实现准位相匹配的

设想& 这也就是冯先生原始的 )45*&
冯先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

捉国际科学上的前沿问题&
67/8 年“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

科学研究工作得以较正常地进行&
冯端先生便指导闵乃本、洪静芬等

人开始这方面的工作，终于通过掺

杂和偏心旋转来加强旋转生长条纹

以获得周期性聚片多畴铌酸锂晶体

的有效途径，并长出了能够实现准

相位匹 配 理 论 预 期 的 聚 片 多 畴 晶

体，并利用王业宁等研制的声光调 9
钇铝石榴石激光器，由朱劲松测量

倍频效率，写出了论文《:,!*,+5;5,"
<= >5+<,4 ? !*@;<,)+ A5,5@*")<, ),
B)CDE. +@F>"*(> %)"! #5@)<4)+ (*;),*@
=5@@<5(5+"@)+ 4<;*),>》& 该文由冯端在

上海国际激光学术会议上报告，获

得了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加 州理工

大学的 G& H*@)I 教授与斯坦福大学

J& B& KF5@ 教授当场赞赏& H*@)I 教

授还建议将文稿通过他投到 G##(&
L!F>& B5""& 上发表，这是他们研究组首次在国际刊

物上发表论文（G##(& L!F>& B5""& ，6721，./：81/
（见图 .））&

这篇文章从实验上验证了诺贝尔奖得主布鲁姆

伯根关于非线性光学的准位相匹配理论，实现了铌

酸锂晶体的倍频增强效应，从而在国际上领先开拓

了非线性光学晶体微结构化这一新领域& 随后，又于

672M 年在不能位相匹配的钽酸锂晶体中实现了准

位相匹配，并研究了周期畴结构的形成机制&
以后冯端的学生们沿袭了他的思路和工作基

础，延伸发展，在冯先生开辟的新领域里做出了许多

可喜的成绩，取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段历程使冯端先生想起了 01 世纪科学大师

卢瑟福（:& J’"!5@=<@4）的一段经验之谈：“任何人要

想突然做出惊人的发现，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的& 科学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发展的，每个人都依赖

前人的工作& 当你听到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发

展，仿佛晴天霹雳时，你永远可以确信，它总是由一

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所导致的& 正是由于这种相

互影响，才使科学存在巨大的可能性& 科学家并不依

赖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依赖于千万人的集体智

慧，千万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尽他一份力

量& 知识的大厦就是这样建成的& ”

之后，冯端先生又把研究目标放在凝聚态物理

学与材料科学汇合处，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为推

动中国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6723 年，冯端先生负责筹建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6728 年建成之后他即担任该实验室

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领导其科研工作达十多年

之久，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 该实验室的成就在国

际知名刊物 C*"’@5，N+)5,+5 与 J5+!5@+!5 上均有专

文报导& 6776—677M 年冯端先生任中国物理学会理

事长& 6770—6778 年，严东生院士和冯端共同担任

国家攀登计划《纳米材料科学》的首席科学家，推动

了我国纳米科学的进展&
这些科研成果和大量的优秀科技著作，使冯端

先生多次获得国家奖励，诸如：6720 年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677M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6778
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677/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6777 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6777 年国家自然

科学奖四等奖，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0113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011M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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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以及 $%%#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5&% 年冯

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455" 年当选

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当笔者请冯先生谈一谈多年科研工作的最大体

会时，先生笑着说：“任何成果的取得都与艰辛两字

紧密相连的- 科研工作实际上就是克服困难- 如果一

位科研人员能有打破一切障碍的勇气，将他的全部

精力用于他要解决的问题，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必

将取得有意义的结果- 当然还要富有团结精神，团结

众多的合作者，相互支持，共同奋斗- ”

如影相随的诗缘

冯端不仅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名出色

的物理学教育家，然而，许多人还不知道，他还有一

重鲜为人知的身份：诗人-
谈到诗缘，说来奇怪，教冯端读诗的启蒙老师竟

是目不识丁的母亲- 母亲虽不识字，记性却特好，能

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中的不少短诗- 小时

候，冯端总听到母亲念念有词地背诵许多诗篇，天长

日久也就耳熟能详了- 在进小学之前，冯端就能背得

出许多旧诗，虽不解其意，却能琅琅上口-
冯先生笑笑说：“ 我对诗歌的喜爱似乎是与生

俱来的- 其实，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诗人，他骨子里是

中国旧式文人，擅诗词，工书法- 他写诗主要是以诗

言志，享受与诗友唱和之乐趣- ”父亲写的诗词，曾

手抄成一册《秋影庵词草》，但父亲生前却没有给我

看过，也没有教我读诗词，甚至没有和我谈过诗词-
冯端说：“也许父亲不想将他的爱好强加于孩子身

上吧- ”

随着年龄的增长，冯端愈发体会到诗词的特殊

魅力- 诗词中的精致微妙的语言，超脱空灵的意境往

往使他着迷- 无论是哥哥姐姐的国文书课本，还是家

藏的各类诗歌，不管它浅显易懂，还是深奥含蓄，冯

端是有诗必背- 上大学后，为了能够阅读德语、法语

诗的原文，冯端选修德语为第二外语，又旁听了一年

法语，解放后又学了俄语- 大学图书馆里找不到的一

些原文诗集，他就依靠亲友的协助，托他们从国外

买- 45’’ 年，冯端开始以“若梵”的笔名发表自己的

译诗，他翻译了许多英、法、德、俄等国的诗歌，汇集

在他的《零篇集存》之中- 他也会在工作之余，忙中

偷闲地写些诗词，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笔者有幸

拜读了冯先生的一些诗词，语言凝炼，韵味醇厚，令

人赞叹！

冯先生一生钟爱诗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竟

然能将诗中深刻的哲理和科学的内涵巧妙地运用到

了物理学专著之中- 冯先生说：“科学和艺术可以彼

此应和，诗和物理学是相连通的- ”在《 凝聚态物理

学》英文版上卷的每一篇，冯先生都会引用与本篇

内容相关的诗句或格言作为文章的开篇，不仅给读

者以隽永的回味，而且让物理学的同行受益匪浅-
比如在《不同结构中波的传播》这篇的开端引

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曼妙辞句：

象波涛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

光阴也分秒必争地奔赴终点-
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

前呼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

与之并立的是法国现代物理学家布里渊（6-
780//9.03）在 其 名 著《 波 在 周 期 结 构 中 的 传 播 》

（45’:）的一段话，起了人文与科学相互呼应的作

用：

波的行为十分相似，不论是纵波还是横波，弹性

波还是电波- 上一世纪的科学家在心中保持了这一

概念⋯⋯这一关于波的传播哲理，虽被遗忘过一段

时间，在前十年间又重新复活-

能够对古今中外诗篇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地融

于学术著作，令人不禁感叹冯先生丰厚的文学积淀

以及对物理学始终不渝的探索精神-

诗意盎然的生活

冯端先生如此痴迷诗词，甚至将诗词引入到了

他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他会有怎样诗意的爱情和

生活呢？

在冯先生家中，笔者有幸见到了他的夫人陈廉

方女士- 笔者好奇地问夫人：“ 生活中，冯先生给您

写诗吗？”陈廉方女士微笑着说，;% 多年前，他们相

识之初，冯端赠送她的礼物便是两本诗集- 之后的共

同生活中，冯先生无论是到外地开会，还是出国参加

学术活动，都会以诗代简，对她表达离情别绪- 45#&
年，夫人不幸查出癌症，冯先生万分焦急- 后来手术

成功，夫人康复，冯先生大喜过望，情不自禁诗兴大

发，竟一气呵成吟诗十首以贺-
在采访中，笔者见到的冯先生话语慢条斯理，始

终笑意盈盈；他的夫人端庄宁静- 这些应该都是美满

婚姻留下的痕迹，是一天天的日子积淀下来的吧- 从

早年的艰难生活，到现在的幸福晚年，他们相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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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冯端与夫人合影- （左）011/ 年冯端夫妇合影；（右）时光倒流 4. 年

沫、有滋有味地共同走过了 41 多年！还是冯先生说

得好：“苦也好甜也好，悲也好喜也好，我们都以积

极的心态面对& ”夫人说：“ 时间过得好快，我和冯先

生 都老了，连出门都得相互搀扶着了& ”是啊，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能一起慢慢变老，这便是婚姻的美，

生活的甜&
在此，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二老健康长寿！

（本刊编辑：王进萍

%%%%%%%%%%%%%%%%%%%%%%%%%%%%%%%%%%%%%%%%%%%%%%

）

·物理新闻和动态·

时空中的分形

分形过去经常是在几何空间中进行研究，因为它具有几何空间内的标度不变性，即在空间中收缩或放大空间尺度时，其

几何形态保持自相似特性& 最近西班牙马德里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的 5& 67+’89:; 博士着重研究在时间中的分形结构，即在

不同的时间尺度内，被测量的样本同样存在着标度不变性& 分形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几何结构，例如一条一维的曲线，让它不断

地自相似地弯曲，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处于一维与二维之间的几何结构，也就是具有“ 面”的特性，同样一块二维表面在不断地

进行起伏后就具有“体”的特性& 这类特性在矿石的表面与人体的肿瘤组织上经常可以看到，因此它是自然界中极其重要的一

类对象& 即所谓的非欧界面&
5& 67+’89:; 博士将表面的起伏与时间的变化结合起来，对生长表面进行了动力学标度的研究，也就是在不同的空间与时

间尺度内研究表面的变化规律并计算了动力学标度指数& 这个参数对于半导体芯片工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论如何严格控

制芯片的生长条件，芯片表面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粗糙，即非欧界面& 5& 67+’89:; 博士还发现这种表面的生长变化时时刻刻都

与分形标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此他将进一步把这个理论应用到肿瘤生长、植物组织的生长和半导体薄膜的生长上&
（云中客- 摘自 <!=7)+*( >9?)9% @9""9:7，02 A9B:’*:= 0112）

反中微子与防止核扩散

一种新的紧凑型探测器可以帮助国际检查员通过测量反中微子通量，窥视正在运行的反应堆的内部情况& 至少从原理上

讲，反应堆是与核武器相联系着的& 例如，反应堆产生的鈈就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 如何监视一座反应堆的运行情况，以及如

何将反应堆中鈈的累积量的变化与正常运行情况（如发电）时的累积量进行比较是防止核扩散的主要问题&
美国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先进探测器组的领导人设计出一种 CD. 大小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并不用来监视反应堆的瞬

时运行情况，而是探测每小时、每天或每星期间隔内反应堆产生的反中微子的数量& 这种时间间隔很适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监视工作&
这种探测器可以长时间工作而不需维修，可以自行校准，不会对核电站产生任何影响& 探测器产生的数据可以远程实时

获取& 数据是使用标准技术防篡改的，探测器探测到的反中微子信号很难用中子或 ! 源来模仿& 结合燃料的装载量和堆芯的

设计，由所观测到的反中微子通量，可直接得出反应堆功率和同位素含量的数据& 有关文章见 E9:,7"9), !" #$& ，F& G##(& <!=7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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