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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电动力学简明教程6 o还来不及拜读全书 o却把

/ 作者前言0前后看了三遍 o感触很深 q

我于 t|ys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o三年级时曾

聆听了秦旦华先生和俞允强先生讲授的理论力学 q

我在北大读书期间 o正像俞允强先生所描述的那样 o

四大力学k还要加上数学物理方法l正是物理系的

/ 重头戏0 o每门课都讲两个学期 o学生下的功夫最

多 o学得最投入 q四大力学不仅是系里最重视的课

程 o还铸成了物理系学生区别于其他系科学生的特

性 q记得当年为了学好这几门课 o我连续几个寒暑假

都没有回家 o天天泡在图书馆看书做习题 q这几门课

我学得最好 o各科目的考试和测验 o绝大部分得了优

秀的成绩 q对这些课程下的功夫越深 o就越为物理学

的成熟 !规范 q完美所倾倒 !所震撼 o像许多同学一

样 o当年我对其他专业 !其他职业根本看不上 o对从

事其他工作毫无兴趣 o毫无思想准备 o为自己设计的

道路就是从事物理学的基础研究 q同学们开玩笑地

称之为/ 存在唯一解0 q

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 ot|yy 年毕业

后 o我被分配到一个光学仪器厂当了 ts多年的技术

员 !工程师 !设计科副科长 o后来到一个从事产品开

发 !生产的研究所当了 { 年副所长 qt|{{ 年起到中

国大恒集团公司担任总工程师 o并成为中国科学院

的研究员 o负责集团公司与国外的科研 !开发合作和

产品出口 q可以说 o毕业后我基本上没有从事物理学

的研究 o而是一直在产业部门从事产品研制 !生产和

经营 q

在那个年代 o毕业生没有择业的权利 o只有服从

分配的义务 q我的心态是 }既来之 o则安之 o尽管从事

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o也尽量想办法做好 q于是从头

自学了工科光学仪器系的一些课程 o下车间学会了

车工钳工 o认认真真地当好工程师 o设计了许多产

品 o并于 t|{y年获得/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

技专家0称号 ~/ 下海0以后又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o下

功夫学习国际贸易 o在国际光电产业界认认真真地

当/ 老板0 q

/ 昨夜西风凋碧树 o独上高楼 o望尽天涯路0 q当

回首往事的时候 o特别是在拜读了俞允强老师的/ 作

者前言0的时候 o真是感慨不已 q我想仅从产业部门 o

特别是高新科技企业对物理系毕业生的要求入手 o

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点体会 q

ktl物理系毕业生的从业方向

现在的经济是市场经济 o学校培养学生 o不能脱

离这个大前提来抽象地谈培养目标 q与俞先生的时

代不同 o当今物理系的毕业生 o真正从事物理学基础

研究的比例 o应当说是越来越少 q而毕业后到产业

界 !特别是到各类高技术公司的比例越来越大 o也就

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从事的既不是物理学的

理论研究 o也不是物理学的实验研究 o而是进入产业

界从事产品设计 !研制 !生产和销售 o这是个大趋势 q

如有可能 o不妨对 {s 年代通过 ≤ �≥°�� 到美国读

物理的中国学生作一点调查 o据我所知 o改行的不在

少数 q尽管大部分物理系毕业生的志愿都是从事物

理学研究 o但兴趣归兴趣 o事实毕竟是事实 q

我研究过一点国外的情况 o我们公司年年参加

国际上重要的展览会 o会见过许多公司的经理和工

程师 o经常访问客户和接待来访 o我有意无意地问起

他们的专业背景 o发现国际光电产业界从事产品开

发 !经营的人员 o以及公司管理层包括总裁 !总经理 !

首席执行官k≤∞�l等 o物理系毕业的占相当大的比

例 q由于专业背景相同 o谈得就比较投机 q不仅洽谈

生意 o在更深的原理方面也有共同语言 q我觉得国外

在这一领域从业的大部分物理学工作者都得心应

手 o尽管从事的不是物理学研究 q

物理系毕业生还有从事其他性质工作的 q总而

言之 o真正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毕竟只占有限的比例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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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o物理系的教学和培养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现实 o

不能只考虑一条出路 q

俞先生讲到我国物理系学生的优势和不足 o主

要是从物理学研究的角度去谈这一问题的 o如果考

虑到从事其他工作这一情况 o问题可能更复杂 q

kul掌握基础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问题

我非常同意俞先生的看法 o实验工作者k我们不

妨把产业界的物理学工作者也归入实验工作者l需

要理论素养 o但掌握基础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之间

有巨大的距离 q任何实际问题都是复杂的 o综合性

的 o是大物理 o是复杂物理 o是多学科的交叉 o大部分

实际问题还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 o甚至混杂有许多

与问题无关的因素 o就像是一个弱信号处于很强的

背景噪声中 q要解决这类问题 o首先要具备丰富的经

验 o要了解问题的技术和经济背景 o才有可能把问题

首先提炼成为工程或技术课题 o并在这一层面上加

以解决 q这正是大部分工程师所做的工作 q在大多数

情况下这样就够了 q

如果工程师同时具备很强的物理基础 o还有可

能把工程或技术课题进一步加工 !提炼成为一个物

理问题 o并用数学和物理的方法 o特别是用四大力学

中典型的或引伸的方法解决 o并通过实验和生产过

程加以验证 q

这是个两步的提炼过程 q事实上绝大部分问题

都只经过一次提炼 o在较低的层面上解决 q然而在产

业部门 o特别是在高新科技企业 o需要既有实际工作

经验 o又具备较高理论素养的科技专家 o在较高的层

面上解决关键的技术问题 q

我曾经把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用下面的循

环来表示 }

生产问题 物理课题 数学方程

k反馈l

并花了很大的功夫在一些典型的问题上 o尝试着走

这个循环 o曾有一些工作 o用到对称性 !格林函数 !特

殊函数 !积分方程 !耦合波近似 !• q�q�方法 !近独

立子系的最可几分布 !简并态的微扰算法 !希尔伯特

空间的成像积分算子等等 o比较成功地在高层面上

解决了生产问题和工程问题 o效果比较显著 q一旦上

升到这一层面 o四大力学或者说物理素养的作用就

非常明显 o成为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 q当然 o并非所

有的问题都需要建立物理模型 q正由于实际问题的

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 o要真正走完上述循环是相当

困难 !相当吃力的 q

我曾研究过物理学人才如何在高新技术企业中

发挥作用的问题 q物理系毕业生都学过四大力学 o这

个条件必要但不充分 q理论素养并不等同于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q许多例子都己证明 o即使四大力学学

得很好 o但实际工作经验不够丰富 !能力不强的人在

工作中仍然难以发挥作用 q在理论素养 !能力和经验

三要素中 o能力的作用凸显出来 o常常成为决定的因

素 q应当说 o得心应手地运用物理学的观念 !方法和

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并不是多数 q

kvl知识和能力

俞先生还深刻地解剖了知识和能力的辩证关

系 q指出/ 尽量为学生准备将来他们有用的知识0是

一种糟糕的概念 q确实 o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

社会里 o想在大学阶段学好工作中用到的尽可能多

的知识 o显然是不现实的 o也无此必要 q参加工作 vs

多年 o我运用在北大学到的一套方法 o不断地自学新

知识 !新课程 q例如 o当经典光学发展到信息光学时 o

我自学了国外的著作 o阅读了文献 o不仅完成了科

研 !开发任务 o还应邀到北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

究生院讲/ 傅里叶光学0 !/ 近代光学0等课程 o还撰写

了三本著作 q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 o我下功夫自学了

工科的应用光学和光学设计两门课程 o为国内外客

户设计 !制造了许多光学系统 o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 q正如俞先生所说 o做研究k当然包括做开发 !做工

程等l是一个拓宽基础的过程 q我认为在大学里 o培

养独立从事科研和其他工作的能力 !自学能力是至

关重要的 o四大力学是培养能力的重要课程 q能力总

是通过学习 !掌握系统的知识而完成的 o/ 读书破万

卷 o下笔如有神0 q在大学有限的课时内如何做到既

让学生掌握适度k够用而不过量l的知识 o又培养了

独立工作能力 o这也许是教改中永恒的话题 q

kwl/ 开局0和/ 后劲0

分配到应用 !开发领域和产业部门的物理系毕

业生 o在开始阶段会觉得非常不适应 o包括两个方

面 o首先是物理系开设的课程与应用领域的差距太

大 o物理系毕业生看不懂图纸 o不懂工艺流程 o与工

程技术人员 !工人的共同语言不多 q记得我分配到工

厂后的第一天 o一位技术人员让我看一张双目体视

显微镜的总装配图 o当时我觉得这张图犹如天书一

般 q就我自己来说 o从不适应到适应 o大约经过了三

年的艰苦努力 q

其次是认识问题 q学完物理系的课程 o特别是四

大力学以后 o不少物理系毕业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

认识世界 o认为只有看文献 !计算推理 !研究各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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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 !发表论文才是自己的正业 o较少考虑如何解

决应用问题 !工艺问题 o看不起也不愿意参加设计 !

工艺 !测试和装配等工程性工作 q不少物理工作者至

今还比较清高 o对于科研成果的/ 物化0 !产品化 !货

币化没有积极性 o对经济效益不感兴趣 o甚至认为只

有四大力学才是至高无上的理论 q

也有不少物理系毕业生到应用开发领域后一心

想做好工作 o但由于所学的和所用的差距太大 o不知

从何下手 q常常听人说物理系毕业生有/ 后劲0 o但如

果/ 开局0打得不好 o还哪里谈得上什么后劲 �久而

久之许多人就萌发了/ 归队0的念头 q/ 倒流0的结果 o

是物理学工作者仍然过多地集中在高等学校和科研

单位 o在物理学工作者本应发挥作用的应用 !开发和

产业部门 o仍然缺乏具备理论素养的能力型人才 q

物理系的教学 o特别是四大力学的教学为 / 后

劲0准备了条件 q能否想想办法 o让物理系毕业生的

/ 开局/ 打得更顺利一些 o以便后劲能发挥出来 � 当

前 o物理系毕业生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o

社会上对物理系毕业生的偏见固然需要改变 o但大

学物理系的培养方针 !教学大纲必须首先有所改变 o

物理系毕业生自身的观念也需要改变 o以适应市场

经济的要求 q

kxl/ 简明教程0的要求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俞先生还提出了教学内容从/ 简0及习题训练从

/ 易0的建议 o并阐明了他对/ 简明教程0的定义 q俞先

生提出从简的结果 o总体要求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

了 q但这里有一个如何从简的问题 o内容虽简 o但又

不能影响基础和能力的培养 o有一个/ 度0的问题 o更

有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 o不能失之偏颇 q

须知四大力学是很难学的课程 o不花功夫是很

难真正学懂的 q一些学校的应用物理系只是片面地

减少四大力学的课时 o还有不少工科院校觉得应当

让学生了解有关的理论基础 o于是把四大力学缩简

为/ 理论物理基础0或类似的一门课程 o课时太少 o缺

乏必要的训练包括习题训练 q须知四大力学靠听讲

座是学不会的 q绝大多数学生基本上没有掌握 o能在

工作中加以灵活应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q这样学

习四大力学可以坦率地说没有效果 q

以上主要从我所熟悉的应用开发领域的现实出

发 o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q我离开大学己很久 o除

了学术交流 !科研合作以及偶尔回学校到研究生院

讲课以外 o对大学的教学了解已很少 o四大力学究竟

应当讲多少 o怎么讲 o我更没有资格深谈 q即使拜读

了俞允强教授的文章 o我也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q但正

如俞允强先生所说 o这问题本身是重要的 o值得物理

学界和关心物理学的人士来探讨 q因此应5物理6编

辑部的要求 o写了这篇体会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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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材料作成的紫外探测器 o目前 �¤�紫外光探

测器尚有明显不足 q一是需要应用昂贵的制备设备

和衬底材料 o故成本较高 ~二是制备工艺还不够成

熟 o各研究单位制备出的器件参数相差较大 ~三是由

于缺乏高质量的材料 o所制备出器件的漏电流 !噪音

和响应速度还有待改进 q随着研究的深入 o这些问题

会逐步得到解决 q�¤�紫外光探测器将会成为占主

导地位的紫外光探测器而获得广泛应用 q

参 考 文 献

≈ t   �«¤± � � o�∏½±¬¤��o� ¶̄²± ⁄ × ετ αλ. �³³̄ q°«¼¶q̄ ·̈·qo

t||u oys }u|tz ) u|t|

≈ u   �¬±̈ ·ƒ o⁄∏¥²½� ≠ o � ²¶̈±¦«̈µ∞ ετ αλ. �³³̄ q °«¼¶q �̈··qo

t||y oy| }tusu ) tusw

≈ v   ≥·̈√ ±̈¶ � ≥ o �¬±±¬¥∏µª« � o �̈ µ̈¶©²µ§ � q �³³̄ q °«¼¶q

�̈··qot||x oyy }vxt{ ) vxus

≈ w   �«¤±ª ÷ o�∏±ª° o • ¤̄®̈ µ⁄ ετ αλ. �³³̄ q°«¼¶q�̈··qot||x o

yz }usu{ ) usvs

≈ x   �«¤± � � o≥«∏µ� ≥ o≤«̈ ± ± ετ αλ. ∞̄ ¦̈·µ²±q�̈··qot||x o

vt }v|{ ) wss

≈ y   �«¤± � � o�∏½±¬¤�� o� ¶̄²± ⁄ × ετ αλ. �³³̄ q°«¼¶q�̈··qo

t||v oyv }uwxx ) uwxy

≈ z   ≤¤µµ¤±²�≤ o�¬× o�µ∏§²º¶®¬° � ετ αλ. �³³̄ q°«¼¶q�̈··qo

t||{ ozu }xwu ) xww

#vtt#u|卷 kusss年l u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