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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和书讯

科学的光辉照亮人心———读《岁月留痕》*

王进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暋北京暋100190)

*暋《岁月留痕》跃登《光明日报》2012年“九月光明书榜暠,本书评刊

载于2012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光明书榜.

暋暋科学的探索和传播

依赖于一个背对民众的

科学家群体,他们的生

命和热情更多地被消耗

在那些在大众眼中冰冷

的数字和公式中,他们

的生活,感情和理念并

不为多数人所知悉.《岁
月留痕》就是一本展现

中国物理学界过去和现

在风貌的文集.作为《物
理》杂志创刊四十年代表性文章的集萃,尽管不够也

无法全面,它们还是在最大程度上,历史性地反映了

我国近五代物理学家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在这

本书里,读者能够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物理学自身投

射出理性的光辉,而且更能感受到物理学家人性的

温暖,品格的高尚,以及没有完全被冰冷的逻辑语言

所覆盖的火热的内心.《岁月留痕》不仅记载了几代

物理学人在专业上的代表性科研成果,而且展示了

他们的学术经历和探索真理的心灵历程,其中包括

享誉全球的大家,也有默默无闻的学者,他们都以自

身独特的视角和经历,讲述了一段段和物理相关的

故事.这些文章,既是我国物理学专业研究领域的一

流精品,也为物理学学术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物理》杂志创刊于1972年,在那个知识荒芜的

岁月里,《物理》在介绍了我国物理学重要的研究成果

的同时,也留下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烙印.《岁月留痕》
选入的《2.5埃分辨率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发表

于1972年1月,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文革结束后,
进入了科学的春天,《理论物理研究中应该正确对待

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的面世,对当时物理学的发展具

有指导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了解国际

物理学的发展前沿成为重要的课题,《凝聚态物理的

回顾与展望》、《相变和临界现象》、《对21世纪物理学

的发展的一点猜想》等文章,则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岁月留痕》中几篇关于物理学史的文章,如《回

顾与展望———纪念量子论诞生100周年》和《从分子

生物学的历程看学科交叉———纪念金螺旋论文发表

50周年》等留下了周光召、赵凯华等众多学者的思想

精华.沈克琦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物理学界的一支奇葩》一文,则对

现在的物理学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收录的著名

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黄昆,女物理学家

王明贞、厚美瑛等人关于求学、治学的回忆,精彩而珍

贵,对今天的青年学子定会多有启迪.此外,书中不仅

展现了物理学家们严谨的治学精神,也展现了他们多

方面的爱好和才艺,如胡宁的诗作和胡宁、宋菲君的

绘画等.这本书的丰富内容,不仅适合物理专业的人,
对众多热爱科学的读者也大有裨益.

《岁月留痕》收录的40篇文章,浓缩了《物理》杂
志40年的精华,都是先由历届的编委们推荐,后经过

该书编委会成员们反复斟酌而选定.在筛选的过程

中,编委会成员又为每一篇文章写出了相应的推荐理

由,指出其精彩之处,足见编者的良苦用心.书中大多

数文章的后面还有作者自己撰写的一个补记,长短、
内容也不尽相同,但都如同一个个旁白,或多或少能

够引导读者回到文章发表当年的情境之中.本书收录

的40篇文章中,已有11篇文章的作者逝世,他们留

下的这些遗作,更显珍贵.
今年适逢中国物理学会成立80周年.走过了

80年艰难历程的中国物理学,正如中国自然科学的

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现在

的物理学者不必再如他们的先辈们那样,在颠沛流

离的生活中开展专业研究,也不需要再承担过去那

些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的考验.如今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已经不再为科研经费的拮据而愁眉不展,并能够

充分享受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传递的便捷.然而,
信息社会也同样带来了浮躁的心态,许多人还是会感

受到许多新的无形的压力.这个时候,读一读《岁月留

痕》中这些科学大家们的文字,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

些启发,找回失去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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