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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时代前面的卓越物理学家 ) ) ) 李政道 3

朱仁义   程民治
k巢湖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  安徽  uv{sssl

摘  要   简要论述了李政道对物理学的贡献 o介绍了他关于科学与艺术合流的主张以及他关心中国科学与教育事

业的动人事迹 q

关键词   李政道 o物理学 o科学 o艺术

  众所周知 ous世纪 xs年代以来 o李政道一直活

跃在粒子物理学的前沿阵地 o他和杨振宁合作提出

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o一起分享了 t|xz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 o成为华人首次涉足该奖项者 q为了表达对

他的无限崇敬和仰慕之情 o笔者特作此文 o介绍他在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o以飨读者 q

t  茶馆里的大学生当了洋院士

t|uy年 tt月 ux日 o祖籍苏州的李政道诞生于

上海的一个大家族 q他共有兄妹 y人 o在良好的家庭

环境熏陶下 o均学有所长 q李政道自幼喜爱读书 o无

论是文学 !历史 !科学 o还是古今中外的书籍都能引

起他浓厚的兴趣 q在他青年时代博览的群书中 o爱丁

顿的5膨胀的宇宙6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o唤起了他

丰富的想象力 o使他更加热爱科学 q他曾说 }/ 不要局

限于读名著 o差的书不妨也读几本 o读多了你们才能

辨别好坏 q0他的中文造诣很深 o既能诗善文 o又对中

国古代的科学 !文化 !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钻研 q

t|wv年至 t|ww 年 o他在浙江大学k贵州永兴l

物理系就读 q次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 o由于

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 o昆明各方面的办学条件

都很差 o只有当地的茶馆晚上有汽灯 o这成为李政道

读书的好去处 q他每天一大早就到茶馆买一杯茶 o这

样可以占一个位子坐上一整天 q后来 o李政道总是戏

称自己是/ 茶馆里的大学生0 q

抗战胜利一年后 o即 t|wy 年 o西南联大教授吴

大猷得到一笔经费出国研究 o带李政道随行 o李政道

由此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 q在费米的指

导下 o他于 t|xs年获得博士学位 q费米的博学多才 !

严谨治学的态度及其公正的待人方式 o一直影响着

李政道 q在这之后 o他在芝加哥 ≠ µ̈�̈¶天文台工作

{个月 o在加利福尼亚大学k伯克利分校l物理系任

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一年 q随后李政道走过了这样

的光辉历程 }t|xt 年至 t|xv 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

究院工作 ~t|xv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

授 ot|xx 年任副教授 ot|xy 年任教授 ~t|ys 年至

t|yv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 ~t|yv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 o

t|yw年任该校费米讲座教授 ot|{v年为该大学全校

讲座教授 q李政道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o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 q

u  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年轻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 o李政道的物理生涯灿烂辉煌 q

他的卓越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物理方

面的研究 ~二是对实验物理的推动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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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的理论物理研究可谓博大精深 o他特别

擅长透过纷繁杂呈的表面现象 o娴熟地运用逻辑 !直

觉等思维方式 o加上他对物理学的特有灵感 o抓住研

究问题的物理本质 o求得解答 q他坚信理论物理的各

个分支领域都是相通的 o自然界具有简单性 o并且重

要的本质性的东西都能以极其简单的数学形式表达

出来 o断定/ 定律的阐述越简单 o应用越广泛 o科学就

越深刻0 q他就是以这种高屋建瓴之势 o取得了理论

物理学不少分支领域中显赫的科研成果 q尤其是在

天体物理 !流体力学 !统计力学 !基本粒子和量子场

论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q他先后发表了 uss 篇论

文和报告 o被收入 t|{y 年出版的三卷本5李政道文

集6 q此后 ts年 o涉及李政道研究孤子星 !黑洞 !凝聚

态物理 !多体物理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 !粒子物理和

场论等方面的 zs 多篇专题学术论文 o被收入5李政

道文集6第 w卷 q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就

是对称原理方面的研究 q面对着当时世界令人困惑

不解的/ Ηp Σ之谜0 o他和杨振宁共同进行了艰苦的

探索 q他俩于 t|xy 年合作完成的论文/ 弱相互作用

中宇称守恒的问题0 o后来被物理学界广泛誉为/ 战

后最激动人心的发现0 q因为该论文给出了实验测量

离散对称性 Χk电荷共轭l !Πk宇称l和 Τk时间反

演l的严格条件 o指出了已有的弱相互作用的实验并

未验证这些对称性 q并且在这基础上 o他们还提出了

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是否守恒的实验途

径 qt|xz年 t月 o吴健雄领导的实验小组通过 Β衰

变实验 o得到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明确实

验证据 o紧接着又有近百个不同的实验得出了同一

结论 q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o很快导致了基本粒子

领域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 q据此 o李政道和杨振宁共

同获得了 t|xz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

科学奖 q这距他们发表宇称不守恒的研究成果还不

到两年时间 o时间之短 o在诺贝尔奖史上是罕见的 o

是年 o李政道年仅 vt岁 o除了英国的劳伦斯#布拉格

之外 o他是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q李

政道与杨振宁赴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持的是他们

当年去美国留学时的中国护照 o在诺贝尔奖的记录

上 o他们的国籍是中国 o是首次登上这代表全球科学

界最高荣誉奖坛的中国人 q

在推动实验物理方面 o李政道的成就斐然 q他为

早期高能中微子实验在理论上作了大量奠基工作 o

其中包括预言 • 粒子质量的上 !下限 o与杨振宁合

作 o计算高能中微子束所产生的 • 粒子的截面等 o

确定了此后 us余年有关方面的大量实验和理论工

作的方向 q同时 o他与杨振宁还共同探讨了超子衰

变 o提出在衰变中可能的时间反演非不变性问题 o并

且预言通过测量核子的角分布可以确定超子自旋 o

这些理论为后来的实验广泛采用 q此外 o李政道又研

究分析了在几百 � ∂̈ 能量下观测弱相互作用和电

磁相互作用的问题 o指导了那个时期正在考虑建造

的高能加速器的实验计划 q

在强相互作用领域 o李政道主要论及了强相互

作用模型 o讨论了自发破缺问题 ~假设在重核内部某

些情况下 o破缺对称可以由标量场的真空期望值的

改变而得以恢复 o可以通过相对论性重离子束碰撞

实验加以验证 q这些观点使他成为世界上建造相对

论性重离子加速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q

v  指出科学与艺术的和谐性

李政道在深入探索物理科学和艺术k如诗歌 !绘

画等l时体会到 o科学与艺术绝非常人所认为的那样

是各行其道 !互不相关的 o其实它们是兼容互补 !相

依相促的 q李政道认为 }科学与艺术之间有着很强的

关系 o因为它们都要以各自的方式 o从不同的侧面来

反映我们面前的大千世界中无数现象背后的两种秩

序 }精确的 !严格的秩序和混沌的 !奔放的秩序 q它们

的/ 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q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

真理的普遍性0 q李政道得出结论 }/ 艺术和科学事实

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q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

部分 o都追求着深刻性 !普遍性 !永恒和富有意义0 q

李政道关于科学艺术间的关系的精辟见解 o再

一次告诫世人 }在科学与艺术的极致境界 o两者是浑

然一体的 q科学中并不缺少美 o而是缺少美的发现 q

w  海外学者火烈的赤子之心

李政道作为海外著名的物理学家 o始终怀着一

颗报效中华的赤子之心 q为了促进祖国的科学 !文化

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o他鞠躬尽瘁 o屡屡作出了自己最

大的奉献 qt|zu 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o他一

有机会就回国访问 o看到当时国内科学 !教育的状况

十分担忧 q他在各地参观时看到不少为样板戏训练

人才的少年班 o觉得在当时环境下也许可以走这一

条路来培养科学人才 o遂于 t|zw年 x月向毛泽东主

席建议用设立少年班的办法来培养少数学科的拨尖

人才 q为此他还和/ 四人帮0作过一场辩论 o后来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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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接受了他的建议 q

/ 四人帮0倒台后 o国内百废待兴 o振兴教育首当

其冲 q正是李先生 o亲自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

究生项目k≤ �°∞�l o从 t|z| 年开始到 t|{| 年结

束 o通过该项目的考试 o为祖国培养了 |tx名毕业于

美国一流的研究生院的学生 q其中不少人在学业有

成后 o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q现

在 o他们当中有些已回国工作 o成为所在单位的骨

干 o更多的则是周期性回国讲学 o成为沟通国内和国

际学术联系的重要桥梁 q

正是在李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 o促成了/ 中

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0的设立 o并通过这一渠道 o美

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室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k�∞°≤l的设计 !建造提供了大量技术上的支持 q

�∞°≤ 于 t|{w 年动工 o四年内建成 o成为当今世界

上/ 能区在 v ) y� ∂̈ 0范围内最先进的实验室 o有数

十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来此进行合作研究 q

t||u年 o�∞°≤ 上有关 Σ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 o被

评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上最重要的结果 q

正是根据李先生的建议和亲自帮助操作 o中国

分别设立了完善的博士后制度及自然科学基金 qts

年来 o它已成为促进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 q

这之后 o在李先生的努力下 o于 t|{y 年成立了由他

亲自担任主任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k≤≤ �×l和

北京近代物理中心k��� °l q这两个中心为推进我国

物理学 !环境科学 !化学 !生物学和各种交叉学科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q

ts多年来 o李先生还相继被聘为暨南大学 !复

旦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西北大学的

名誉教授 q并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第一批外籍院士 q此

外 o李先生还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聘为名誉教授 o与

黄胄等一批著名艺术家组织/ 艺术与科学0研讨会 q

他为了纪念已故夫人秦惠 kt||{ 年初去世l o在北

京大学 !复旦大学 !苏州大学 !兰州大学四所大学设

立了/ 政基金0 o用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q

t|||年是中国科学院成立 xs 周年华诞 o李政

道等一批华裔著名物理学家 o又亲临祖国庆贺 !指导

和讲演 q

李政道虽然硕果累累 o成就显赫 o但 zs 余岁的

他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 o面临着 us世纪世界物理

学留下的两个根本性难题 ) ) ) / 失去的对称0和/ 看

不见的夸克0 o他仍毅然决然地深思着 o艰苦地探索

着 o将智慧的目光投向 ut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 o继续

为推进世界和祖国物理学前沿领域的研究而拼搏和

进取 q他曾表示 o我并不觉得物理学枯燥无味 o研究

物理学是我的一种乐趣 q李政道时常引用杜甫的诗 }

/ 细推物理须行乐 o何用浮名绊此生0 q有时他干脆宣

称 }/ 物理学是我的生活方式0 q

参 考 文 献

≈t  戴念祖 qus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精粹 q长沙 }湖南

教育出版社 ot||v≈⁄�� �¬¤±2�∏q≤²̄¯̈ ¦·¬²± ²©·«̈ �∏·¶·¤±§2

¬±ª ∞¶¶¤¼¶²± °«¼¶¬¦¶¬± ·«̈ ∞¤µ̄¼ us·« ≤ ±̈·∏µ¼ ²© ≤«¬±¤q

≤«¤±ª¶«¤}�∏±¤± ∞§∏¦¤·¬²±¤̄ °µ̈¶¶ot||vk¬± ≤«¬±̈ ¶̈l 

≈u  蒋东明 q李政道 ) ) ) 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科学家 q福州 }福

建教育出版社 ot||t≈����� ⁄²±ª2 �¬±ªq× q⁄q�̈ 2̈≤«¬±̈ ¶̈

≥¦¬̈±·¬¶·¶º«² º²±·«̈ �²¥̈¯°µ¬½̈ qƒ∏½«²∏}ƒ∏¬¤± ∞§∏¦¤·¬²±¤̄

°µ̈¶¶ot||tk¬± ≤«¬±̈ ¶̈l 

≈v  庞阳 q科学 ot||y ow{kyl }tt≈°��� ≠¤±ªq≥¦¬̈±¦̈ ot||y ow{

kyl }ttk¬± ≤«¬±̈ ¶̈l 

≈w  李政道 q自然杂志 ot||z ot| }t≈�� �«̈ ±ª2⁄¤²q�¤·∏µ̈ ot||z o

t| }tk¬± ≤«¬±̈ ¶̈l 

k上接第 wts页l

≈ u   徐学基 !褚定昌 q气体物理 q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ot||y o

xs ) xz≈÷ � ÷∏̈2�¬o≤ � � ⁄¬±ª2≤«¤±ªq�¤¶°«¼¶¬¦¶q≥«¤±ª2

«¤¬}×«̈ ƒ∏§¤± �±¬√ µ̈¶¬·¼ °∏¥̄¬¶«¬±ª �·§qot||y oxs ) xzk¬±

≤«¬±̈ ¶̈l 

≈ v   � ²·«� � q�±§∏¶·µ¬¤̄ °̄ ¤¶°¤ ∞±ª¬±̈ µ̈¬±ªq ∂ ²̄ qt }°µ¬±¦¬³̄ ¶̈q

��° °∏¥̄¬¶«¬±ª�·§qot||x quzs ) uzw

≈ w   松本修 q化学工业 ot|{v owz kzl }wt{ ≈ ≥��� �̈ ±2÷¬∏q

≤«̈ °¬¶·µ¼ �±§∏¶·µ¼ ot|{v owzkzl }wt{k¬± ≤«¬±̈ ¶̈l 

≈ x   ≤«¤±ª�≥ q≤²µ²±¤⁄¬¶¦«¤µª̈ ×µ̈¤·° ±̈·²©≤ �u �¤¶¬± °̄ ¤¶°¤

∞±«¤±¦̈§ ∞̄ ¦̈·µ²©̄∏¬§½̈ § �̈ § ƒ¬̄·̈µ¶o¬± °µ²¦q�±·q ≥¼°³q

�¬ª« °µ̈¶¶∏µ̈ �²º ×¨°³̈µ¤·∏µ̈ °̄ ¤¶°¤ °µ²¦̈¶¶¬±ªq ∂ ²̄ qu q

�∞∞ �¤³¤± °µ̈¶¶ot|{z owx ) xw q

≈ y   � ¤̈ ½²±²�o≤«¤±ª�≥ q�∞∞∞ ×µ¤±¶q�±§q�³³̄¬¦¤·ot||s ouy

kwl }yxt

≈ z   白敏冬 o白希尧 o付锐 q科学通报 ot||x owskvl }uws≈ ���

�¬±2⁄²±ªo��� ÷¬2≠¤²o ƒ � � ∏¬q ≤«¬±̈ ¶̈ ≥¦¬̈±¦̈ �∏̄¯̈·¬±o

t||x owskvl }uwsk¬± ≤«¬±̈ ¶̈l 

≈ {   白敏冬 o白希尧 o张芝涛 q应用化学 ot||{ otxkxl }zt≈ ���

�¬±2⁄²±ªo��� ÷¬2≠¤²o� � ��� �«¬2×¤²q≤«¬±̈ ¶̈ �²∏µ±¤̄ ²©

�³³̄¬̈§ ≤«̈ °¬¶·µ¼ ot||{ otxkxl }ztk¬± ≤«¬±̈ ¶̈l 

≈ |   葛本昌树 o ) #资源 ot||| ouskxl }uy

≈ts  张芝涛 o白希尧 o冷宏 q环境工程 ot||{ otykwl }vx≈� � ���

�«¬2×¤²o ��� ÷¬2≠¤²o �∞�� �²±ªq∞±√¬µ²±° ±̈·¤̄ ∞±ª¬2

±̈ µ̈¬±ªot||{ otykwl }vxk¬± ≤«¬±̈ ¶̈l 

#xvw#u|卷 kusss年l z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