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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玻恩对于中国物理界的贡献*

厚宇德昄暋暋王暋盼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暋保定暋071002)

摘暋要暋暋马克斯·玻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除了自己在多个物理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外,还
培养了一大批物理人才.这其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家,如王福山、彭桓武、程开甲、杨立铭、黄昆等.他的这一

贡献值得写入中国物理学史册.回顾他为中国物理界培养杰出人才的贡献,是中国物理界对他诞辰130周年的最

好纪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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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马克斯·玻恩(1882—

1970)

暋暋玻恩(MaxBorn)是
哥廷根物理学派的领袖、

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之一,他在量子力

学、晶格动力学等领域都

做出过卓越贡献.玻恩为

20世纪的物理界培养并

影响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其中包括几位后来大有

作为的著名中国物理学

家.2012 年是玻恩诞辰

13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大师的纪念.

1暋王福山:最早受益于玻恩课堂的中

国物理学子

据目前所知,中国物理界第一个直接受到玻恩

图2暋王福山(1907—1993)

较大影响的物理学子是王

福山.1929年4月,王福山

到达哥廷根,先在这里选

修物理实验课.一年后他

因病休学[1].1932年复学

后,他选修了玻恩的原子

物理和电磁学两门课.原

子物理课给他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是每周一小时的习

题课,王福山说:“在这门

课每周一小时的习题课上,玻恩要大家共同来解决

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计算晶体点阵中的一个原子

所受到的周围原子的力.课上由同学自己提出解决

办法,先从某一原子最邻近的原子给它的力开始,而
后逐步向外推开出去.玻恩本来是研究晶体点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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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所以这是他的老本行.学生在课堂上你一句我

一句地出点子,讲得对的,他肯定下来,并写在黑板

上,不对的,他诱导.每节课总是前进一步,下节课就

从此开始.有一次玻恩进习题课教室时,带来了一位

女士,我们一看,这正是在数学学院里几年不见的女

助教.玻恩介绍说,‘她去了美国,现在是迈耶夫人

(即1963年与维格纳和延森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玛丽·戈佩特·迈耶),她对习题课上的问题很有研

究,故请她来参加.暞课上她确实也提出了如何解决

问题的独特方法.这种形式的习题课,等于在教学生

如何做研究工作,所以对学生启发很大.暠[2]

王福山认为玻恩的电磁学课对他的影响超过了

原子物理学课:“我得益更多的是接下来听玻恩的电

磁学课.这课听的人也很多,至少有一百几十个.
1932年11月上课不久,亚伯拉罕·贝克尔(Abra灢
hamBecker)的《电学理论》一书出版,玻恩在课上

说,他讲课内容将同此书完全一样,因为他与贝克尔

是同一个老师.这门课每周布置习题,由助教批改,
但玻恩要抽查一遍.选择每一道题目都解得好的同

学,由他在下一次习题课上到黑板上去做示范演算,
算完后大家可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有些题

目可以有几种解法,出题时往往提出需用多少种方

法做的要求,或者指明要用某一种方法做.凡是上黑

板做的题目,课后必须另抄一份交去存档.……玻恩

在一次习题课上当众高兴地说,他对这学期上电学

课,因学生学习的认真为前所未有,表示十分满意.
这对我们学生鼓舞很大,以后学习就更加认真卖力.
学期开始时,玻恩在课上就做习题事项提出说:‘习
题本不一定要每人交一本.可以二人,甚至三人合交

一本.习题可以经过二、三人互相讨论解决,同样会

使大家得到益处.但切不可抄袭人家.暞就我所知,学
生会遵守他的嘱咐.我虽独自一人,但在实在找不到

窍门的情况下,也去和同学一起讨论,从中得到启

发,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暠[2]

王福山很期待在玻恩的指导下完成学业,但纳

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玻恩处境艰难,因此他准备

离开德国,这让王福山难过.玻恩离开前为王福山做

出了较妥当的安排.对此王福山回忆说:玻恩的离开

“使我不知如何办是好,因为我原想以后跟他做研究

工作.后来在他助教的指点下,我到玻恩家里去说明

原由,他考虑后当即写了介绍信给我,要我到莱比锡

去找海森伯.暠[2]王福山在海森伯指导下于1940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于1940—1946年在上海光

华大学执教,1946—1952年在同济大学任教授、物

理系主任,1952—1980年任复旦大学教授、物理系

主任,1980—1993年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1993
年12月10日王福山在上海逝世.

王福山不是玻恩的入门弟子.也未见玻恩在著

述中提到他.但是王福山是中国物理学界对玻恩哥

廷根物理学派的教学与科研氛围有较深刻直接观感

的唯一中国物理学家.这时的玻恩学派已经度过了

1925—1926年创立量子力学的学术巅峰期和濒临

政治迫害而解体的特殊时期.王福山关于玻恩的教

学情况的回忆十分珍贵难得.玻恩对于自己的教学

工作少有提及,更缺乏细节的记述.玻恩的其他弟

子,如王福山提到的迈耶夫人,虽然赞扬玻恩授课、
讲座很精彩,但是也没有详尽的说明.王福山关于玻

恩在课堂上教学方式方法的回忆以及由此体现出的

大师风范,是研究玻恩学派教书育人方法的重要文

献资料.
1933年,玻恩离开德国,1937年才在英国的爱

丁堡大学获得长期稳定的教授职位.玻恩在爱丁堡

大学工作直到1953年退休,在此期间,他为中国物

理界培养出了三名优秀的年轻博士,即彭桓武、程开

甲和杨立铭.另外,他与才华横溢的黄昆合作,撰写

了晶格动力学领域最权威的学术专著.这几位年轻

人都给玻恩留下了上佳的深刻印象,他曾说:“在我

的学生中,有4个很有天赋的中国人.我与其中之

一、现在在北京做教授的黄昆写了一本关于晶体动力

学的新书,这本书里系统地应用了量子力学.暠[3]事实

上更准确地说,黄昆是玻恩的合作者而不是学生.这
一点玻恩自己也是承认的,这在下文中将提到.

2暋彭桓武:玻恩亲自指导的第一位中

国物理博士

图3暋彭桓武(1915—2007)

1944 年 7 月 15
日,玻恩在致爱因斯坦

的信中说:“我和我杰

出的中国学生彭,在一

起尝试改进量子场论,
我相信我们的途径是

正确的.暠[4]1944年10
月10日 ,玻恩在写给

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我
现在“主要工作是改进

场理论的量子化.……我相信我们(即我的中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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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彭与我)对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相当肯

定地说,我们能够摒弃理论中所有令人不满意的东

西(如发散积分等等).我确信它至少像任何值得尊

敬的经典理论一样漂亮.暠[4]从玻恩给爱因斯坦的这

两封信中提到的情况可以看出,玻恩对于他和彭桓

武一起合作的工作是寄予很大期望并充满信心的.
彭桓武1938年到爱丁堡大学,1940年和1945

年分别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学位.
他于1947年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任教,并主持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理论

物理研究,领导了我国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设

计.他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48年

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两弹一星元勋.
玻恩与彭桓武不仅一起合作开展研究工作,而

且彼此之间相互交往甚密,可以谈论任何问题.1941
年,彭桓武先生离开爱丁堡大学和玻恩去都柏林薛

定谔处工作时,玻恩曾对彭桓武说,“薛定谔没有学

生暠.彭桓武先生回忆说:“待我到都柏林后才逐渐理

解其中道理.原来薛定谔深沉严密,对一个问题没想

清楚前不向别人说,想清楚后再讲又是那样清楚,无
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暠[5]密切的交往使彭桓武先生

对于玻恩有深刻的了解,他曾指出:作为一流的理论

物理大师,“玻恩本人很懂实验,自己家中备有车床,
他博士论文的演示仪器便是自己设计并加工的.我
读莫特著的《原子碰撞理论》一书时,曾问他用波动

力学计算原子的散射时,为何不考虑入射波与散射

波的交叉项.他以光学实验为例,指出在散射光测量

处,入射光因受光阑的限制不会到达那里,所以交叉

项实际等于零.这使我认识到物理中理论与实验的

关系,如此密切又如此实际.暠[6]

玻恩对于彭桓武的言传身教很多都给彭桓武先

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晚年他还能回忆起其中

的具体细节:“当我第二次与玻恩在一起时,我已知

他与爱因斯坦经常通信,讨论科学问题.我问玻恩为

什么爱因斯坦那么执着地研究统一场论.他的回答

和就此进一步的讨论使我发现: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的学术思想不免与其哲学背景(比如一元论)有关;
玻恩也坦率地承认这点.暠[6]

在《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中,爱因斯坦与玻

恩之间还有一次曾提到的一位中国学生,指的也是

彭桓武.1947年3月3日在致玻恩的信中,爱因斯

坦说:“最后,我非常欣赏你对于你中国门徒归途的

担心和关照.幸运的是他不需要我的介入就已经得

以愉快地悄然离开了你.暠[4]

在编辑《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一书的时候,
玻恩已经回忆不起来爱因斯坦信里提到的这件事的

具体所指:“我现在记不得关于我中国门徒回国的事

情.我有几个极具天赋的中国合作者,(爱因斯坦信

中所说)可能是指他们为了避免不断增加的战争威

胁不途经德国和俄国,而取道美国回国.暠[4]彭桓武

1947年回国.因此这里他们所说的玻恩的门徒应该

是指彭桓武.1)

1)暋据刘寄星先生讲,彭桓武不认为爱因斯坦与玻恩提到的中国学

生是他本人.此事遂成悬案.但经刘寄星先生不懈努力,此事终

有确论.详见2005年第5期《物理》第330页脚注.

玻恩在自传中,对于彭桓武有很长篇幅的描述,
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年轻的彭桓武如

何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和自信赢得了物理大师玻恩

的喜爱:“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叫彭,他是一个健壮

的小个子.他有很出色的天赋;他发表了多篇论文获

得了博士学位.我记得一次他犯了一个理论错误,当
他发现了错误的时候他很沮丧,决定放弃科学研究

而去为中国人撰写包含所有西方重要发现和技术方

法的科学大百科全书.当我说在我看起来这对于一

个人而言是一项太大的工作时,他回答说,一个中国

人能够做好十个欧洲人的工作.……他被任命为爱

尔兰的都柏林的薛定谔高级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是
此前担任此教职后到苏黎世任职的海特勒的继任

者,我想彭是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教授职位的中国人.
几年以后,他决定返回中国.在离开之前他来看望我

们,并陪我们一路到苏格兰高地的乌拉普尔去度假.
他在很热的时候离开伦敦,但是他没带雨衣,当时苏

格兰西海岸正下着大雨,我们只好送他一些干衣服

和雨衣.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几天,带他领略

了苏格兰的一些景色,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

见到他,他也从没给我写过信.但是我通过与其他中

国朋友通信来了解他的一点情况.……他成为了北

京的一位教授,还是中国科学院的成员之一(即指

195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作者注).
几年以前,英国皇家学会的50周年庆典时,我收到

了他从伦敦寄来的信,他被证实是中国代表团的一

员,可能他还是他们的团长(我不知道).因此他成为

了共产党国家里的一个大人物……我立即回信并问

他为什么这些年不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他寄来的第

二封信,他说不希望因为收到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信

件而给我带来麻烦.显然,中国人被告知与中国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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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会给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带来危险.奇怪的是像彭

这样聪明的人竟然相信这种说法.他只要问问我的

其他中国学生(就会知道没这事),他们多数都与我

有书信联系.暠[7]

玻恩的以上叙述,有主观想象和理解的色彩,年
迈的玻恩对于一些事情的记忆也难免有模糊不清的

地方.就玻恩的这段回忆,刘寄星先生给本文的几点

补正意见对于读者明确一些事实很有帮助.其一,

1960年彭桓武去伦敦参加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300周年纪念,而不是50周年.其二,当时彭先生只

是代表团的普通会员而不是团长,团长是吴有训先

生.其三,彭桓武一生没有入党,谈不上是“共产党国

家暠的“大人物暠.其四,玻恩始终没有理解彭先生不

给他写信的原因,故似有不满.真实的原因是彭桓武

从1955年起,即参加了中国原子能研究,后来又领

导了氢弹理论设计工作.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他不

能像其他几位那样,可以与玻恩正常通信.这是当时

彭桓武无法解释、玻恩因而也无法知道的.这是师徒

之间因为无法解释而产生的一点误解.
彭桓武与玻恩合作发表了多篇文章.下面是本

文作者搜集到的几篇:
(1).M.BornandH.W.Peng.StatisticalMechanicsof

Fieldsandthe‘Apeiron暞.Nature(Lond.),1944,

153:164
(2).M.BornandH.W.Peng.Quantum Mechanicsof

Fields.I.PureFields.Proc.R.Soc.Edinb.,1944,

62:40—57
(3).M.BornandH.W.Peng.Quantum Mechanicsof

Fields.II.StatisticsofPureFields.Proc.R.Soc.
Edinb.,1944,62:92—102

(4).M.BornandH.W.Peng.Quantum Mechanicsof
Fields.III.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Electron
FieldinInteraction.Proc.R.Soc.Edinb.,1944,

62:127—137

在彭桓武之后,中国先后又有两位年轻人到爱

丁堡师从玻恩.玻恩自己在传记里对于这两位新弟

子也有很高的评价:“在彭之后有两个他的同胞来到

了爱丁堡,他们是程(程开甲)和杨(杨立铭).这两位

与彭不是同一类型.在精神上彭是单纯的,除了他那

不可思议的科学天赋,他看起来像个强壮的农民.而
后来的这两位有教养、气质文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绅士,两个人在数学方面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在物理

学 方 面 也 有 天 赋,然 而 可 能 没 有 彭 那 样 高 的

水平.暠[7]

3暋程开甲:玻恩认为超导研究超越海

森伯的物理学家

图4暋程开甲(1918— )

在1948年3月4日

致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

提到:“我的一个中国学

生正在研究超导,我想他

的理论(它基于我的若干

建议之上)要比海森伯的

更好.暠[4]玻恩在这里提

到的他的中国学生是程

开甲.程开甲与玻恩合作

在Nature等期刊发表了

多篇关于超导的文章.超导领域的后续发展证明玻

恩这里提到的程开甲与他的超导理论以及海森伯的

超导理论都是不成功的.但玻恩曾经更看好程开甲

的超导研究却是事实.
现将作者搜集到的玻恩与程开甲合作的几篇论

文列于下:
(1).M.BornandK.C.Cheng.TheoryofSuperconduc灢

tivity.Nature(Lond.),1948,161:968
(2).M.BornandK.C.Cheng.TheoryofSupercon灢

ductivity.Nature(Lond.),1948,161:1017
(3).M.Born,K.C.Cheng,H.S.Green.Reciprocity

TheoryofElectrodynamics.Nature (Lond.),

1949,164:281
程开甲1946年8月到爱丁堡大学师从玻恩,

1948年秋天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1980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从1962年起,程
开甲受命负责核武器试验中技术问题,并组建核武

器试验基地,人称其为“核司令暠,他是两弹一星元

勋.他曾先后获得诸多科技大奖,其中包括国家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一项、三等

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二等、四等奖各一项,全国科学

大会奖一项,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四项、二等奖

二项.
回忆起在爱丁堡的求学经历,程开甲曾讲:“在

这里,我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观点的争

论.暠[8]玻恩当年曾以爱因斯坦为范例告诫程开甲,
科学研究的秘诀是不要迷信权威,要敢于“离经叛

道暠.程开甲认为玻恩的这一教诲是对他学术精神的

一场洗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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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杨立铭:玻恩为其申请奖学金的中

国物理学子

图5暋杨立铭(1919—2003)

杨立铭1945年即到

英国留学,辗转多地后在

1946年(稍早于程开甲)
投身 于 玻 恩 门 下,1948
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

杨立铭跟随玻恩学

习几个月之后,就得到了

玻恩的认可.玻恩从当时

英国哈威尔原子能中心

为杨立铭申请到了奖学

金.关于在玻恩指导下的学习以及与玻恩的合作,杨
立铭曾有如下回忆:“1949年,M.G.Mayer与J.H.
D.Jensen首次从分析实验数据提出原子核中存在

幻数.玻恩教授以他对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与广泛联

系,立刻觉察到原子核中存在着壳层结构以及可能

的统计解释.他要我用 Thomas灢Fermi模型对此进

行分析.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合理的核密度分布

下,导出了这些幻数.这使他很高兴,我们共同在

Nature上发表了这项工作.暠[9]杨立铭提到的他在

玻恩指导下撰写的研究文章,应该就是下面这篇:

MaxBornandL.M.Yang.NuclearShellStructureand
NuclearDensity.Nature,Lond.,1950,166:399

杨立铭1951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

到北京大学任教,为我国核物理人才培养做出了重

要贡献,作者署名为“夏蓉暠的我国最早的原子核理

论教科书《原子核理论讲义》,就是根据他和于敏

1958年夏天在成都举办的全国性核理论讲习班的

讲稿整理出版的.他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

学物理学部院士,1985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

等奖,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5暋黄昆:与玻恩合作撰写权威著作的

中国物理学家

1950年9月3日,玻恩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

说:“目前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合作者做完我一年前开

始的关于晶格量子力学的书稿.这一专题工作完全

超越了我目前的驾驭能力,如果我能理解年轻人

图6暋黄昆(1919—2005)

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

写的任何东西,那对我将

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书

中的很多观点需要回溯

到我的年轻时代.暠[4]

黄昆 于 1945 年 10
月到达英国的布里斯托

尔大学,师从后来获得诺

贝尔 物 理 学 奖 的 莫 特

(Nevill Mott,1905—

1996),1948年获博士学位.他于1951年10月回

国,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0
年当选为瑞典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1977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所长.他是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和中国半导体

技术奠基人.黄昆于200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1954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黄昆与玻恩合作撰写

的《晶 格 动 力 学 理 论》(英 文 书 名 为:Dynamical
TheoryofCrystalLattices)一书,是该领域最权威

的经典著作.
上世纪60年代,玻恩在年约80岁时还在续写

他自己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不再认为黄昆

是他的一个学生了,他说:“最后一个到我这里来的

中国人黄昆,不能叫做我的学生,因为他来到这里时

已经是一位有能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了.暠[7]黄昆来到

玻恩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玻恩学派研究晶格的方

法.对于两人的合作机缘,玻恩说:“那时我有一本关

于这一领域的新书手稿……在晶格动力学方面我的

老著作是在量子力学发现之前撰写的,而(当时)还
没有人基于新观点系统处理晶体理论.我的想法是

基于最基本的原理推导出晶体的全部理论,在完成

理论推导之后处理可观察的现象.我已经完成了这

一计划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事务和工作阻碍

了这一计划的继续.我把大量手稿交给黄昆,他对此

很感兴趣,和我讨论它并写了一两篇关于这方面特

殊问题的文章.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可能是完成这

本书的合适的合作者.我向他提了这个建议.他没有

立即接受我的提议而返回了他工作的地点利物浦.
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我表示……打算到爱丁堡来

和我一起完成这本关于晶体的书的撰写工作.他来

了,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很快乐而有趣的时光.黄昆

不赞成我计划用严格的推导的方式构建此书.他是

一个深信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他不喜欢抽象思

维,他认为科学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途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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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在我的系统推导晶格动力学之前增加一些章

节,其中包含说明这一理论的实际用途.我们为此产

生了争议,但是他以我同意他的观点作为他与我合

作的前提2).离开他的合作,这本书我自己将永远不

能完成,因此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这本书包含两

部分,初级部分包括全部基础实验的应用,高级部分

是关于一般理论.通过后者引出一些更复杂的实验

事实,并预言一系列新的、主要的光学现象,例如晶

体吸收红外线的精细结构(即所谓的‘残余线暞).自
从1963年以来,在不同的地点,如弗莱堡的布莱斯

高,对于这些理论结果已经完成了实验探索,得到了

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本书的最后文本形式主要归功

于黄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如此流利而

正确地用欧洲语言撰写书稿.最终我不得不做出版

前的最后工作.在1953年末我于爱丁堡大学退休之

前不久,黄昆突然决定回中国去参加他的祖国的共

产主义建设.……他给我留下了手稿的四分之三,并
保证不久把其他部分寄给我.……最后,手稿寄来

了,而我不得不做最后的编辑、校对工作等等.这本

书由牛津的克拉兰敦出版社以最高的效率出版.但
那时我已经年过七十,这是我曾经做过的最艰苦、最
劳累的工作之一.我不得不每一行、每一个公式地辨

认黄昆那些有时不容易看清的手稿,核实全部的计

算.最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这本书看起来是有吸引

力的,无论我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从中发现

任何错误.暠[7]

关于两人的合作情况,玻恩在关于《玻恩-爱因

斯坦通信集》里提到此事的信件的注释中[4],以及在

他们合著的书的序言[10]中,玻恩都做出过类似的解

释说明,充分肯定黄昆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所起到

的决定性作用.玻恩对自己与黄昆的合作非常满意.
在这本书出版差不多十年之后他说:“最近(1963年

8月)我满意地得知所有这些努力不是无意义的,因
为晶格动力学已经成为物理学中很时髦的一部分.
……由卡门和我在五十年前创始的探索领域,又变

得流 行 起 来,我 和 黄 昆 撰 写 的 书 现 在 被 广 泛 应

用.暠[7]玻恩在晶格动力学方面的第一本专著出版于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与黄昆合作所著

的《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的序言中,对于两人合作

前玻恩自己已经做了的工作有较为具体的说明:“我
写了一些章节,后来成为这本书里的第四章到第七章

的主体.暠在撰写的过程中,玻恩也是参与的:“我跟他

讨论书稿,有时提修改的建议.暠这是一本纯粹的物理

著述,因此内容具有典型的物理学专业而抽象的特

点.对此玻恩解释说:这本书里的“公式看起来相当长

而复杂,但是,如果一个不怕辛苦去研究它们的人会

发现,这 已 经 真 的 是(所 能 够 做 到 的)简 单 形 式

了.暠[10]

在彭桓武对于玻恩的回忆中,有过这样的说法:
“玻恩的老朋友埃沃德访问柏林时对我说:‘玻恩过

于形式暞.指的是,玻恩擅长数学推导而物理直觉可

能弱些.这表明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并存.埃沃德

是想提醒我,向老师学习时要学习其优点而避免其

缺点.暠[5]

黄昆对这样的说法持有不同的见解.2000年笔

者请《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主任吴水清转呈含有请

教若干关于玻恩的问题的书信给黄昆院士,黄昆院

士回函说:“对于玻恩这样国际上的大师是不宜随便

评价的.暠埃沃德等人对玻恩的评价过于草率,“具体

讲‘过于形式暞的提法就可能把玻恩的一项优点说成

一项缺点.暠3)

图7暋黄昆院士对于说玻恩“过于形式暠说法的意见

2)暋关于黄昆先生在与玻恩合作著书时的意见分歧,已有学者指出

主要是两人学术风格不同使然(详见2006年第9期《物理》中朱

邦芬的书评文章).玻恩将此归因于黄昆先生的政治信仰有无道

理,尚需探究.

3)暋2000年4月15日,《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主任吴水清抄录了

黄昆先生回函并寄给本文作者,黄昆院士的回函原件由吴水清

先生保存.

4)暋对于黄昆先生的这一说法,需要稍作解释.根据朱邦芬著作(朱

邦芬.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37)所述,黄昆先生应该是在1947年完成了博士指导教授

莫特交给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授

予博士学位的典礼到1948年元月才举行.因此一般文献上说黄

昆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

暋暋关于《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的写作过程,黄昆

先生在回函中也做了描述:“我并未随玻恩长期工作

过,我是于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4)后到爱丁堡大学玻

恩处访问,约半年,当时商议是由我在他已写的一部

分的基础上完成‘晶格动力学暞一书的写作,大约用了

3—4年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我在利物浦大学理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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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以一半的时间用在写作上,每
年暑假到爱丁堡,与玻恩讨论著书的进度情况.暠

6暋结束语

如上所述,当年玻恩培养和影响过的这几位中

国物理学年轻人,归国后都成为了物理学家、名校物

理教授,5人中有4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获

得我国“两弹一星元勋暠称号,一人成为中国固体物

理学先驱、中国半导体物理和技术奠基人.因此当年

的这几位年轻人都成为了对于中国物理界以及对于

中国整个国家都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做出的

贡献将载入新中国物理学史册,而培养或影响了他

们的国际物理大师玻恩为中国物理学界培养人才所

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该重笔写入新中国物理学史册.

致谢暋感谢《物理》杂志审稿专家提出的若干修改意

见和宝贵的补充更正建议.

参考文献
[1]暋潘笃武.自然杂志,2008,(2):122
[2]暋王福山.近代物理学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89—93
[3]暋MaxBorn.Mylife& myviews.New York:CharlesScrib灢

ner暞s,1968.41
[4]暋MaxBorn.TheBorn灢EinsteinLetters.NewYork:Macmillan

PressLtd.,2005.142,153—158,181—183
[5]暋彭桓武.现代物理知识,1995,(2):35
[6]暋彭桓武.现代物理知识,1993,(6):2
[7]暋MaxBorn.MyLife.London:Taylor& FrancisLtd.,1978.

289—292
[8]暋熊杏林.“两弹一星暠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长沙:国防科技

大学出版社,2003.79,85
[9]暋柏万良.科学中国人,2001,(10):25
[10]暋 MaxBorn,Kun Huang.DynamicalTheoryofCrystalLat灢

tices.Oxford:ClarendonPress,1954.Preface

·486·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