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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暋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曾于1929年访华,旋即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名誉研究员,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

史上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外籍学者.文章对他来华的具体时间作出推断,述及其与早期中国物理学界某些人士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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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 暋 德 国 物 理 学 家 海 森 伯 (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

学家之一.他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量子力学的矩

阵形式,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创建了关于原子核的中

子-质子模型,获得了193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对20世纪物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见
图1,1934年中国《科学》刊登的“海森伯暠肖像).在
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模糊的记忆中,他曾访问过中

国.然而,他何时来访,中国物理学界如何接待他等

诸多情况,迄今未有相关文章予以披露.本文广征文

献,向读者作一介绍.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1暋海森伯其人

海森伯1901年12月5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小城维尔茨堡,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海森伯在慕尼黑

大学担任中古及现代希腊语言学终身教授.1910年

海森伯全家迁居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1911年

图1暋1934年中国《科学》刊登“海森伯暠肖像[1]

海森伯进入久负盛名的慕尼黑马科斯密连斯中学.
1920年10月海森伯考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物理,

师从索末菲(ArnoldSommerfeld,1868—1951)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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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末菲精通原子理论,引导海森伯进入了新兴的量

子论领域.1922年6月,索末菲带领他到哥廷根大学

聆听物理学大师玻尔(NielsBohr,1885—1962)关于

原子结构的演讲会.年轻的海森伯给玻尔留下了深刻

印象,两人的师生友谊也从此开始.1922年10月至

1923年5月,索末菲访问美国期间,海森伯在哥廷根

跟随玻恩(MaxBorn,1882—1970)学习.
索末菲为海森伯选定的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是一

个经典难题———湍流,1923年海森伯完成了他的博

士学位论文《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湍流》,继而

获得在哥廷根大学的授课资格,并担任玻恩的助手.
1924年6月,他在哥廷根第一次见到了来访的爱因

斯坦,两人在校园内散步并讨论了海森伯的最新工

作.1925年7月,海森伯发表了《关于运动学和力学

关系式的量子理论新解释》的论文,奠定了矩阵力学

的基础,此后这方面的工作为他赢得了诸多荣誉.
1926年5月,他在哥本哈根大学任理论物理学讲

师,与玻尔一起工作.1927年3月,海森伯发表了关

于测不准原理的论文.1928年2月,海森伯任莱比

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33年12月11日,海森

伯因创立量子力学,并导致发现氢的同素异形体而

被授予193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7年,海森伯同伊丽莎白·舒马赫相识并结

婚,这个家庭共孕育了7个孩子.1942年,他任柏林

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的所长,1948年,该研究所

改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1951年任德国

研究协会主席,1953年任亚历山大·封·洪堡基金

会主席.1970年辞去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的

所长职位.1975年辞去亚历山大·封·洪堡基金会

的主席职位.1976年2月1日,因患癌症在慕尼黑

家中逝世[2].
二次大战之初,海森伯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但

在1939年9月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森伯成为纳粹政

权下“铀研究计划暠的领导成员之一.人们不能不想

到,倘若希特勒政权掌握了原子弹,世界将成何景

况? 而海森伯在战后自辩道:其研究只在于寻找一

种新能源,并未着手在原子弹技术方面多做研究[3].
其是非得失,迄今仍是物理学史谜团之一.

2暋海森伯访华

在布劳恩(LaurieBrown)和雷肯堡(Helmut
Rechenberg)合著的《保罗·狄拉克和沃尔纳·海森

伯———一对科学伙伴》一书中介绍了海森伯1929年

出国讲学的过程.1928年2月13日,海森伯致信狄

拉克(PaulDirac,1902—1984):“我很有可能1929
年4月到9月期间去芝加哥……或许我们可以经由

日本到印度或者中国而后返回欧洲.当然,你肯定会

这么做的,这正是你最喜欢的暠[4].1929年春季,海
森伯和狄拉克这两个好伙伴进行了各自首次赴美国

的旅行.海森伯在芝加哥大学讲授量子力学,狄拉克

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作了一个学期的访问学

者.他们在麦迪逊会面并且一致同意经由太平洋回

到欧洲(见图2).海森伯负责订船票,狄拉克则同日

本 物 理 学 家 仁 科 芳 雄 (Yoshio Nishina,

1890—1951)取得联系,商定好在日本的行程和离开

日本后的计划.海森伯和狄拉克按计划从旧金山出

发,1929年8月20日到了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

山,8月30日到达日本横滨.两人自9月2日至7
日在东京作了8次演讲,9月8日到达日光逗留度

假,最后又在京都帝国大学作了演讲.离开日本之

后,他们分别旅行,海森伯选择了经过中国上海、香
港、新加坡和印度的南部路线,而狄拉克坐船至前苏

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坐火车穿越西

伯利亚.

图2暋1929年夏海森伯与狄拉克在芝加哥[5]

选择了南部路线的海森伯在离开日本之后乘船

来到了中国上海.有关海森伯的上海之行,《中国科

技史料》1982年3期有一文曾述及与本文相关的话

题.该文据我国著名学者周培源(1902—1993)生前

信件指出:海森伯在上海时,曾给周培源写了信,请
周培源的一位表弟转交,周培源回国后才了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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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回国到上海后,胡刚復曾告诉他:海森伯来到

上海后,曾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参观.但该文对

海森伯中国之行未作具体叙述[6].笔者查阅了当时

的一些报纸,可惜的是鲜见相关报道1).究其原因,
可能有二,一则海森伯当时尚未成名且在上海停留

时间短暂;二则当时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刚成立不久,
缺乏与国际学者交往的经验.物理研究所初为中央

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之物理组.1928年7月改组

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29至1930年该所的

主要事项是购买仪器和书刊并完成该所在上海的建

设,初期的研究工作定为无线电信研究和重力测验.
当时常在所里的是三位专任研究员:丁燮林(物理研

究所首任所长)、杨肇燫、胡刚復.他们于20世纪初,
分别留学英国和美国,海森伯访华前与他们都未有

过任何联系,也不相识.

1)暋笔者所查中文报纸有:上海地区发行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新

闻报;南京地区发行的中央日报、新民晚报;北京地区发行的世

界日报、北平日报、新中华报、华北日报;苏州地区发行的苏州明

报、大光明等;所查英文报纸包括: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

Herald)、字林西报(TheNorthChinaDailyNews)、大陆报(The

ChinaPress)、上海晨报(TheShanghaiMorningPost).

2)暋海森伯的家信显示,他在印度讲学的时间是1929年10月初.

3)暋即今译“莱比锡大学暠.

周培源在其留学期间(1924—1928)曾经受教于

海森伯.1929年3月海森伯启程去美国芝加哥大学

讲学,行前周培源建议他从美国返回德国途中经过

上海时到我国访问.在海森伯诞辰100周年时,周培

源曾撰文缅怀海森伯.在这篇题为《沃纳·海森伯身

边的愉快记忆》的文章中,周培源提到:“在海森伯到

芝加哥义务讲学之后,接到了去日本访问的盛情邀

请.而后在他返回德国的路上,还乘船到过上海.我
很荣幸,将他的来访先行告知了中国物理学家.继

1922年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之后,海森伯是第二位

在中国登陆的伟大的科学家暠[7].
在《科学》第14卷3期(1929年11月出版)上

载有一则社闻“招待德国物理学家海深堡记略暠,该
文记录了海森伯的上海之行:“德国勒不格大学海深

堡博士,年仅二十八岁,系著名物理学家.海氏专攻

波动力学及新量子论,曾讲学于美、日、印度2),当其

归途,取道我国,已由中央研究院及本社共同招待,
现研究院已聘其为名誉物理研究员云暠(见图3).

图3暋中国《科学》14卷3期有关海森伯来华的报道[8]

有关这次上海之行,在海森伯1929年9月25
日写给其父母的家信中有所描述:“在上海我受到了

物理界人士的欢迎,研究院迎接了我.我在这个城市

参观并且受到晚宴邀请.那是真正的中国菜,真的很

有意思.很特别的是吃中国菜要用筷子代替刀叉,使
起来有点费力.上海这个城市其实不是那么吸引人,
这个典型的中国人的社区与我先前所了解到的完全

不一样.拥挤的人群,做买卖的,乞丐和祷告的,大家

都较混乱.病人和健康人,老人和年轻人,人们相互

之间很陌生暠.此信中还述及海森伯到香港时曾在德

国驻港大使馆逗留[9].海森伯1929年12月致狄拉

克的信中又说:“我从上海到香港的旅行,十分愉快

有趣暠[10].
从海森伯写给父母的家信推断,他到上海的行

程应该是在1929年9月11日之后,25日之前.海
森伯的家信显示他11日还在日本京都[11],而25日

则已经在日本船只北野丸上航行并回忆中国之行

了.海森伯在中国上海停留时间估计不会超过3天,
也未见有关其在上海或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作学术报

告或演讲等报道.海森伯来华,是其环球旅行之一部

分,也可能与周培源的建议有关.
海森伯来华,或许给中国物理学界带来惊喜.中

央研究院物理所在海森伯离华后不久,即决定聘请

其为名誉研究员.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1929年)二十八页“本院要闻:职员之进退讯暠中记

载了物理研究所新聘名誉研究员及特约研究员的情

况:“该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于本年9月27
日所务会议议决聘请德国莱勃兹大学3)理论物理院

教授海森伯博士为该所名誉研究员,当经征得本人

同意,并由院长发送聘书.查海森伯博士青年硕学,
世界知名为新波动力学创始人之一,今能与本院物

理研究所联络,实堪欣幸暠(见图4).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1930年2月起正式聘请海

森伯为名誉研究员,1929年至1934年该院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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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1929年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卷3期上载“本院要

闻暠[15]

中一直载有相关纪录.《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十八年度报告》载有“国立中央研究院本年度人员统

计表暠,该表显示物理研究所有名誉研究员一人;该
年度报告中的“本院十八年度大事志暠中记录到:“十
九年二月份:十九日,聘海森伯维纳为物理研究所名

誉研究员暠[12].《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十九

年度报告》记载物理研究所有名誉研究员一人:“名
誉研究员一人为德国莱勃慈大学教授海森伯博士

(Prof.Dr.Wiener4) Heisenberg)暠[13].直到 1934
年在该院的《二十三年总报告》中仍然载有“名誉研

究员为德国莱勃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海森伯维纳

(Prof.Dr.WienerHeisenberg)暠[14].
在中国物理学史上,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堂

多聘请外国教师以充西学教席,外国人所办的教会

学校更是如此.20世纪前30年,多数高等院校也聘

有少量外籍西学教师,但他们都是实际在校任教者,
或今日所言的在岗教师,而仅授其荣誉或聘其为名

誉教授(研究员)者,海森伯当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史

上之第一人.
笔者所找到的有关海森伯上海之行的材料仅限

于此,无法准确推测出海森伯中国之行的具体时日.
笔者曾与德国相关方面联络以求找到更多海森伯的

书信,并企图发现其上海之行更具体的线索.遗憾的

是,据悉相关材料已于二战期间被毁.

3暋海森伯的量子力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1925年海森伯提出量子力学的新理论.在海森

伯本人来华的前一年,相关学术讯息已见诸中国报

端.张崧年于1928年发表《现代物理科学的趋向》,
文中提到当时有两种新学说抛弃了玻尔原子唯一的

直觉性,其中一种为海森伯(该文译为:海森巴格)所
主张的“纯粹的不相续暠说.对于旧理论所描述的原

子结构,这个理论认为:“这种轨道只于人观察之时,
始发生暠[16].同年,萧桐翻译了玻恩与M.Boll(?)5)

合写的《德国近十余年物理学之进步》一文,其中“能
子力学6)及波动力学暠一节写道:“一九二六年时德

人海森伯(Heisenberg)发表一论文7),此论文篇幅

并不多,而其所生之影响则甚大,物理学中久悬为未

解之问题,因此而得大放光明,能子力学因此而得迅

速发展.该能子力学,将原子与波动两大学说贯通一

气清晰正确不减于拉个郎(Lagrange)之普通力学

也,近年物理学家应用此种能子力学已得到许多惊

人的结果暠[17].

4)暋应为 Werner,原文有误.

5)暋括号内之问号为本文笔者所加,表示其生卒年不详,以下文中凡

有此符号者亦同.

6)暋即今称量子力学.

7)暋此处所指疑似1925年海森伯所发表的量子理论新解释的论文.

8)暋即矩阵力学.

在海森伯访华后,有关他的物理学成就和荣誉

等事一直为中国学者所关注,报刊中屡见相关文字.
1930年 金 詠 深 翻 译 了 密 立 根 (R.A.Milikan,

1868—1953)的《二十世纪物理学的进步》,该文作者

认为海森伯所倡的新力学具有革命性,并且使人们

惊奇的发现,对于微观观察,经典力学之根本基础是

不牢实的[18].同年,刘朝阳写了《波浪力学》一文,文
章首先介绍了旧量子力学的困难,对比了海森伯(该
文译为:海森勃)的量子力学与德布罗意(L.V.
Broglie,1892—1989)及 薛 定 谔 (E.Schr昳dinger,

1887—1961)的波动力学这两种新理论,而后详细论

述了波动力学[19].1931年,严济慈与叶蕴理合译了

德布罗意的文章《在当代物理学中的确定律与因果

律》,该文介绍了当时人们对物理学中自然现象的确

定律产生疑问,阐述了海森伯(该文译为:欧生白)的
不确定原理,译注中给出了不确定关系式[20].1933
年,刘朝阳写了《方阵力学》8)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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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森伯所创立的矩阵力学理论的出发点、性质、量
子条件、摄动论等内容.较之当时国内所发表的相关

文章而言,这篇文章对矩阵力学的介绍深刻、严谨,
既有一般引论,又有数学推导,其时发表,极为可

贵[21].1934 年,姚 国 珣 翻 译 了 拉 登 堡 (Rudolf
Ladenburg,1882—1952) 与 维 格 纳 (Eugene
Wigner,1902—1995)所写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之

赠授》,介绍了海森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情

况[22].同年,成希颙翻译了 A.Hass(?)写的《原子

世界第十讲》,这是该系列文章的第10篇,文章副标

题为:原子的波动力学,其中有一节题为:“哈才堡的

学说暠(Heisenberg暞sTheory),介绍了海森伯的理

论,并指出量子力学的意义[23].1935年,华国桢翻译

了亨特(ArthurHaut)写的《原子物理学的进展》,提
到海森伯(该文译为:海森保克)在研究原子构造的

问题时抛弃了旧力学所描述的原子中电子的理论位

置[24].同年,筱竹以《三十岁以内的科学家》为题,介
绍海森伯的神童奇迹:“21岁,在国际间已声名洋

溢,盖于原子构造有特殊贡献也;24岁,改进量子力

学,为应用数学以说明电子所以绕原子核转动之第

一人;30岁,得诺贝尔奖金暠[25].同年,王恒守写了

《近二十年来原子物理学之演进》.该文第二、三节专

门讲述量子力学的进展,作者把当时的量子力学分

为四 个 派 别:Schr昳dinger 派 (用 二 次 波 方 程)、

Heisenberg派(用矩阵学)、Dirac派(用矩阵代数及

相对论)、Weyl派(用群论),并认为这四派虽然运算

程式完全不同,但彼此相互为用,各有建树[26].1939
年王普写了《再记德国之物理学家》,记述海森伯的

生平贡献[27].1941年蒋允功发表了《量子力学与自

然辩证法》[28].1947年戴运轨和刘朝阳发表专文《最
近三十年之物理学》[29].同年,陈岳生写了《原子能

发展年表》[30].这些文献都涉及海森伯的学术成就

和贡献.
笔者查阅的只是1950年之前的部分科学刊物,

海森伯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

况,从中可见一斑.
不仅海森伯的生平、荣誉和学术成就在中国屡

见报端,还有三位中国早期物理学者也曾随海森伯

学习,他们是周培源、王守竞、王福山.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培源是和海森

伯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31].1928年10月已经获得

博士学位的周培源来到莱比锡大学,向海森伯请教

量子力学的相关问题,并在他指导下工作了五个月.
周培源敬佩这位年轻教授在物理学方面的才华,海

森伯也非常认可周培源的学识,两人年龄相仿且同

样非常喜欢打乒乓球,相处十分融洽.在赴美讲学前

的最后一次乒乓球赛联欢茶话会上,海森伯赞扬了

中国文化以及周培源温文尔雅的风度.1974年夏

天,周培源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西德,与海森

伯在慕尼黑相见.久别重逢的两人谈了彼此都非常

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在周培

源的记忆中海森伯是令人尊敬的老师和可爱的朋

友[32].
王守竞不仅是中国重型机械事业的开拓者,而

且是中国第一位研究量子力学并卓有成就的学

者[33].据周培源说,1929年海森伯到芝加哥大学作

访问教授时,王守竞在其指导下做过量子电动力学

的计算[34].王守竞的物理功底以及他在量子力学

方面所做过的工作给海森伯留有深刻印象[35].
王福山曾先后任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物理系主

任,他也是海森伯培养过的唯一的一位中国博士研

究生[36].1933年4月王福山到了莱比锡,接受海森

伯的指导,进行学术研究.王福山在莱比锡期间,见
证了海森伯获得诺贝尔奖、娶妻生子等事情.尽管王

福山身患肺病,其学业进展受到影响,但海森伯对他

还是很照顾的.1940年王福山的博士论文《关于能

量很高的质子和中子的轫致介子辐射》发表在德国

著名的《物理杂志》上.同年王福山回国.回国后的王

福山曾与海森伯多次通信并给海森伯寄过食品,而
海森伯也将其所发表的几篇论文寄给王福山.在王

福山的记忆中,海森伯讲课思路清楚、容易笔记、印
象深刻,其科学态度十分严谨且非常尊重别人的工

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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