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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范洪义教授近日十分真诚地托人请我为他们的新作《物理学家的
睿智与趣闻》作序，我感到十分惶恐。范洪义君是我十分熟悉的朋友，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有诗才的人，一位对科学与美
学的内涵有深刻理解的正直学者。范君虽然不善言辞，但其做学问之
严谨，思想之深博，诗文之优美在中国科技大学是尽人皆知的。笔者之
惶恐是因为所学不是物理学，总怕述之有误，但朋友之托亦不能推辞，
只好勉为其难了。

连夜读完了使人爱不释手的书稿，作者精心选择的数十位世界著
名物理学家的逸闻轶事，跃然纸上，使人耳目一新，这是大学生们在物
理学和传统量子力学的教科书中找不到的。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可以
更深刻更直觉地感受到物理学家们的智慧、兴趣、气质以及他们的情
操、灵感、天才的研究方法、想象力与睿智的幽默，使人有文之所至，情
亦至焉之感。这里的“情”自然指的是作者在青年心中所激起的对科学
追求的深情与激情。

看得出，这本书是作者在阅读了大量的科学史料后，通过有目的选
择的一批具有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学创造事例，用来弘扬科学
的精神，维护科学的纯洁与庄严，展现科学家们的伟大人格，并寄托作
者的情感。如爱因斯坦对名利的淡薄和对青年的爱护，普朗克的正直，
玻尔的机智，海森堡的天才想象力，狄拉克的深刻洞察力及毕生对数学
美与自然和谐的追求等。这些生动的故事对当代正在学习自然科学的
青年也是很好的借鉴。而范君自己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我所知，
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位高才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他又
是我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以来１８名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曾长
期从事量子力学及量子光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狄拉克的表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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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符号法有深入的研究、发展和创造。他推陈出新，找到了把经典正则
变换过渡到希尔伯特空间中量子幺正算符的新途径，创造了有序算符
内的积分技术，揭示了狄拉克ｑ数理论更深层次的物理内涵和应用潜
力，在群表示论、相干态和压缩态、分子振动、量子统计、解耦合振子动
力学和固体物理等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都是与范君的勤奋好
思分不开的。我想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定有一个博大的科学世界，还有
一个博大的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今天学问做得好，人品好，文章亦写
得好的人并不很多，而范君则是具有这种才干的学者。用南朝刘勰《文
心雕龙·神思》中的话来比喻就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矣。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受到青年们的喜爱，范君也一定会不断有新
的力作问世。藉以寄托对科学未来的希望与信念。

余翔林于北京

２ 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



前　　言

自然科学家拉普拉斯曾经说过：“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
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

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说，物理学发展的规律和历史，与物理学知识本
身相比较，是同等重要的。尤其是学习量子力学，如果不了解量子力学
是怎样从经典力学中脱颖而出的，就不会很好地理解量子论的概念、方
法。而要了解量子力学怎样问世，就必须熟悉创立量子力学的有特殊
才能的物理学家，他们的兴趣、志向、气质、作风，以及对科学的品位和
思维模式等。本书希望以讲述这些物理学家的点滴故事使读者领悟到
他们是如何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他们各自的情操、想象力、灵感与幽默
感，也可以从这些一鳞半爪的趣闻中被体会到，所谓一叶而知秋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物理学家也是艺术家，他们是描绘自然规律的
“画家”，是最先聆听到自然脉息搏动的“声学家”。尽管玛丽·居里曾
写道：“在科学界我们必须感兴趣的是事件而不是人。”我们却认为艺术
和艺术家都是需要了解的。

有人也许对文学家的个性更有兴趣，他们也许会认为如果没有曹
雪芹，就不会有栩栩如生的贾宝玉、林黛玉、刘姥姥……这类人物传世；
没有罗贯中，就没有气势磅礴的三国演义中出神入化的故事。而物理
学的规律，迟早会有别人发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对这个观点，本书
作者的回答是，读读本书的故事吧，读后你也许会认识到创造量子论
“艺术”的物理学家的天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海森堡、薛定谔和狄
拉克三人中有一个没有及时参与新量子论的研究，如果没有爱因斯坦
以磊落的襟怀和敏锐的鉴别力推荐德布罗意和玻色的文章，量子力学
和量子统计力学会是现在这样的吗？我国的先哲老子说：“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海森堡、薛定谔和狄拉克三人的理论组合成
就了量子“万物”了吗？我国清代大学者袁枚曾就做学问写下心得：“古



人诗易，门户独开。今人诗难，群题纷来。专习一家，硁硁小哉！宜善
相之，多师为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善尺寸。”所以，本
书力求从多个角度介绍诸位著名物理学家的趣闻逸事。

科研成果从未有不自慧生，而智慧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山之险珑
而多趣，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慧根生成，人文方
面的培养使得理科方面的智慧也会丰厚起来。

本书中所叙述的故事是有根有据的。在选择题材时编者始终注意
到故事的趣味性、知识性与哲理性，能反映出新量子论发展历程的主干
线，为此编者阅读了大量的物理学家传记与回忆录。相信这里选取的
不少故事对国内读者而言是鲜为人知的。

值得指出的是，学习科学家的优点并不等于把他们作为偶像来崇
拜，因为科学的精神与崇拜偶像是格格不入的。对大科学家的好奇心
不应抑止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另一点要指出的是，这些物理学家之所
以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诚然来自他们的天赋与锲而不舍的努力，但也
不可否认与他们当时的机遇有关。正如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所说的：
“……那时我恰是一个研究生，我参加到了这个行列……那时第三流的
科学家可以做出第一流的工作，而如今第一流的科学家只能做出第三
流的工作。”

因此，在向科学巨匠学习的同时，切莫妄自菲薄，更不要以为对科
学作出过贡献的人是没有缺点的。

尽管本书中没有一幅物理学家的肖像，相信读者还是能从这一个
个小故事中多少对他们的个性有个印象，正是物理学家各种不同的个
性，才使他们研究的物理如此丰富多彩。

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悟出点适合自身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自己
的品位与气质，那是作者聊以自慰的。

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张淑林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
谢意。

范洪义于上海交通大学

２ 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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