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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能带理论理解的现象，如拓扑特性对光子散

射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推广到高维的波

导量子电动力学体系。由于高维度的体系支持更

多的对称性以及更加丰富的拓扑量子物态，研究

此类拓扑量子物态将增进我们对光与物质相互作

用的理解。

致 谢 感谢黄嘉璇同学和柳文洁博士的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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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志业源自个人内心的强烈召唤

悟理小言

美国科学家巴丁 (John Bardeen，1908—1991)是

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过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学者，

但世人对他相当陌生。

巴丁的中学和大学成绩并不特别耀眼，他曾申

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班却被拒绝了，但亲近指导过

他的师长都看出了他的才华非凡。巴丁不古(搞)怪，

不上镜，在人群中默默无闻，他没有一丝世人眼中

出格的“天才形象”。

巴丁电机硕士毕业后在海湾石油公司工作，

待遇优渥，但三年后他毅然辞职去读物理数学博

士学位。博士毕业及做完三年博士后研究后，他

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的

教职，年薪只约为在海

湾石油公司时的半数。

发明晶体管后，巴丁决

心转向超导体研究并离

开贝尔实验室。他接受

伊利诺伊大学的教职，

年薪比在贝尔实验室时

低得多。

在伊利诺伊州无边

无际的玉米田中，每当

巴丁奋力挥(高尔夫球)

杆，继而仰望广阔苍穹之时，他或许觉得了解半导

体的能隙以及超导体的能隙，足以弥补学术界与工

业界间的巨大薪资差异。

1962年，巴丁已经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

奖(发明晶体管)，并发表了后来将得到第二个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成果(BCS超导体理论)，他却于伦敦举行

的“第八届国际低温物理会议”上马失前蹄，在争

论超导体—绝缘体—超导体隧道结的电子对/超导电

流隧穿行为时，败给了初出茅庐的 22岁剑桥大学研

究生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当今，开发高质量

和高可靠性的超导体—绝缘体—超导体隧道结(或其

他广义的约瑟夫森结)器件，已成为制作超导量子计

算机的关键前提。关于巴丁和约瑟夫森两人对超导

电流能否隧穿通过一道薄绝缘层之争论的来龙去脉，

请参考林志忠《细节与专家——Bardeen马失前蹄？》

(物理，2017，46(10)：697)一文。

附记：丘成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第一份工

作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丘成桐听从导师陈省身

的建议，婉谢了其他几所大学的聘任而接受普林

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职位，但后者的薪资不及前者的

一半。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 林志忠 供稿)巴丁奋力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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