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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94 年 6月 8 日
,

中国科学院第七
’ 甘 次院士大会选举了首批 14 位中

科院外. 院士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

振宁便是其中之一
。

我们熟悉他
,

不仅

因为他在学术上的世界性贡献
、

地位和

形晌
,

还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科

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

对他四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求学历程肃然

起敬
。

199() 年 3月中旬
,

杨振宁从美国石

澳纽约州立大学给甘幼坪寄来英文版

《杨振宁论文选集》
。

甘幼砰与我商量
,

决定把这部书翻译后在中国大陆推出
,

中文版书名定为《三十五年心路历程》
。

我协助甘幼砰翻译了其中的两篇文章
,

并主持编辑复审工作
。

19 91 年该书出

版后
,

立即寄给杨先生审阅
。

不久便接

到他的回信
。

信中十分感谢出版社和译

者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大陆的读者
,

并

对出版质量给予高度评价
。

这是我第一

次直接接触到杨振宁的科学活动
。

19 92 年 5月
,

我作为责编主持编辑

出版了甘幼砰先生著的《杨振宁评传》
。

在三校样出来之后
,

杨先生亲自阅看了

全书样稿
,

并提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修

改意见
。

此书出版后
,

获桂版优秀图书

一等奖和中南五省优秀科技图书一等

奖
。

19 95 年 8 月 17 日
,

应广西大学的

遨请
,

杨先生专程到南宁访问
,

并在广西

大学邵逸夫外语楼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

演讲
。

与会听众无不为这位伟大物理学

家的大睿大智所倾倒
。

会后
,

我和甘幼

砰教授与杨振宁先生作了简短的交谈并

合影
。

杨先生还在我社出版的《杨振宁

评传》和《三十五年心路历程》上签名留

念
。

当前
,

党中央正大力提倡科普事业
,

我萌发了撰文介绍杨振宁先生的生平
、

思想和成就的想法
。

通过这篇文章来弘

扬杨振宁先生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思想
,

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位站在世界物理学顶

峰的巨人的赤子之心
。

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
,

几乎每一裸树我

们都曾经爬过
,

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

究过
。 ”

19 37 年芦沟桥事变爆发
,

杨振宁全

家从北平回到合肥
。

9 月杨振宁进人合

肥大书院的庐州中学继续读高中二年

级
。

1938 年 3 月
,

他父亲就教的长沙临

时大学西迁
,

他也和全校师生一起到了

昆明
。

这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
。

杨

振宁在昆明念完高二后
,

以同等学历参

加统一的招生考试
,

进人西南联大
。

因

为高中没有读过物理
,

杨振宁人学前报

的是化学系
。

人学后
,

他发现自己对物

理学更有兴趣
,

于是转人了物理系
。

从 19 世纪末到本世纪 30 年代
,

经

典物理学领域有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和突

破
。

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杨振

宁
。

他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
,

曾师从许

多中外闻名的教授
,

如
:

周培源
、

吴有训
、

张文裕
、

王竹溪
、

昊大鱿等等
。

这些教授

学识渊博
,

专业精深
,

思想活跃
,

治学严

谨
,

培养出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科学精

英
。

正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

下
,

杨振宁决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

给物理学研究
。

194 4 年夏天
,

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

费生揭晓
,

杨振宁榜上有名
。

他的心情

格外激动
,

也有几分不安
。

他将要离开

生他养他的祖国
,

漂洋过海去继续他的

求学道路
,

一个完全陌生的西方世界在

等待着他
。

在他挥手告别家人
、

老师
,

告

别满目疮皮
、

民不聊生的祖国时
,

全然没

有想到
,

这一别就是 26 年
,

他的人生也

从此改写
。

, 佩丁划钧于仕从夕子人甲平口耳

熟能详
。

还在青少年阶段我就对他的科

学活动和育谈观点倾慕不已
。

即 年代
,

进人广西科技出版社工作
,

一次偶然遇

到我大学时的物理老师甘幼坪
。

甘教授

留美时是杨振宁的学生
。

从美国回来

后
,

他曾翻译杨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

年》
,

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

甘教

授将这本有杨振宁题签的书送给我
。

当

晚我就一 口气读完了这部自传性著作
,

对杨振宁的生平有了更深人的了解
,

也

19 22 年农历八月十一 日
,

杨振宁出

生在安徽省合肥县城西大街回古巷的杨

家大院里
。

192 9年秋
,

他的父亲应清华

大学之聘任数学系教授
,

全家迁到了北

平
,

在清华园里一住就是八年
。

这段宁

静快乐的少年生活给杨振宁留下了温馨

的回忆
。

他曾说
: “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的

回忆中是非常美丽
,

非常幸福的
。

那时

中国社会十分动荡
,

内优外患
,

困难很

多
。

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
,

不大与外界接触
。

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

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
。

在我的记忆

里
,

清华园很漂亮的
。

我跟我的小学同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
,

19 45 年

n 月下旬
,

杨振宁抵达了纽约港
。

按计

划
,

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他仰慕已久

的费米教授
。

费米原是意大利皇家科学

院院士
,

为躲避意大利法西斯的政治迫

害
,

于 193 9 年 1 月来到美国
。

194 2年

12 月
.

费米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

界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

人类从此进人核

能时代
。

由于战争的关系
,

费米的行踪

是保密的
,

杨振宁未能如愿以偿地见到

他
。

1944 年春
,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大学

见到了张文裕教授
,

得知费米已决定战

后到芝加哥大学工作
。

在张教授的指点

下
,

杨振宁经过长途跋涉
,

终于在芝加哥

大学里见到了他心仪的物理大师费米
。



., 鞠匆 牛耳 刁 币片 二子二 玻阵 匕口入 l习 口 l 丫 U 入匕 入 U匕 口 !产

在芝加哥大学
,

费米教授善于抓住

物理现象本质的治学风格对杨振宁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

费米很器重杨振宁这个

聪明好学有志气的中国青年
。

他不仅把

自己的一些课交给杨振宁上
,

1949 年
,

他还与杨振宁共同发表了著名论文《介

子是基本粒子吗?》
。

对杨振宁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著

名科学家是泰勒
。

他也是被德国纳粹分

子迫害流亡到美国的
,

被誉为美国的
“

氢

弹之父
” 。

二战后
,

泰勒也到了芝加哥大

学
。

经费米介绍
,

杨振宁成了泰勒的博

士研究生
。

194 9年春
,

美国的
“

原子弹之父
” ,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

到芝加哥大学讲学
,

使杨振宁产生了去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的想法
。

经费米和泰勒推荐
,

奥本海默同意接收

杨振宁
。

19 53se l9 54 年
,

在纽约市东的布鲁

海文国立实验室里
,

杨振宁和密耳斯共

同发表了被称为杨
.

密耳斯规范场理

论
。

当代物理学研究最基本最主要的问

题就是场理论
。

迄今为止有三个场
:

第

一个是麦克斯韦理论
,

第二个是爱因斯

坦的广义相对论
,

第三个就是杨
.

密耳

斯规范场理论
。

这个理论是杨振宁在物

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
,

被公认为 20 世纪

最伟大的理论结构之一
。

格拉萧
、

温伯

格和萨拉姆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著

名的弱电统一理论
,

获得了 197 9 年度诺

贝尔物理奖
。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另一项

杰出贡献是在 1956 年和李政道合作提

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的实验证明
。

1957 年 1 月 15 日
,

哥伦

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记

者招待会
,

向全世界宜布
: “

宇称守恒定

律
”

这个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在弱相互

作用中被推翻 ! 第二天
,

《纽约时报》在

头版刊登这一新闻
,

奥本海默也来表示

祝贺
。

至此
,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得

到了学术界的承认
,

并获得了 1 957 年的

诺贝尔物理奖
。

一项科学工作
,

在发表

的当年就获得诺贝尔奖
,

这是第一次
。

最让我们国人自豪的是
: 1957 年

,

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时候所持

的还是中国护照
。

在颁奖仪式上
,

杨振

宁的答谢辞慷慨激昂
。

其中的最后一段

是
: “

今天
,

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实
,

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
,

就是我在不

只一种意义上
,

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

共同产物
。

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

背景自豪
,

一方面将我的工作奉献给起

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
,

它是人类文化的

一部分
。 ”

杨振宁治学严谨而不死板
,

研究深

人而不狭隘
。

美国的同行是这样描述他

的
: `

他从不满足现状
,

而且有一往无前

百折不挠的进攻精神
,

富有敏锐的观察

力和预见性
。

他经常带着一些问题在思

索
、

在运算
,

同时也把这些问题交给别

人
,

引导别人同他一道思考
。

他总是抱

着一种永远不满足的求知梢神
,

平等地

同别人讨论
。

同他讨论问题是一种享

受
,

许多科学家都有同感
。 ”

19 86 年 3月
,

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

授予杨振宁国家科学奖章
,

这是美国政

府给贡献杰出的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

199 3年
,

美利坚哲学学会把该学会的最

高荣誉— 本杰明
·

富兰克林奖章颁发

给杨振宁
。

19 94 年秋
,

美国费城富兰克

林学院授予杨振宁 1994 一 19 95 年度鲍

威尔科学成就奖
,

表彰他在近代物理学

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

杨振宁是获此殊

荣的第一位物理学家
。

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发出另外一

封电报
,

表达了要回中国访问的愿望
。

杨武之收到电报后即向国务院反映
。

不

久
,

他就得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
。

杨振宁成了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

第一人
。

19 71 年夏天
,

杨振宁终于回到

了他阔别 2 6 载的故土
。

这是他一生中

又一个新的开端
。

在上海华东医院
,

他

见到了因病卧床的父亲
。

在北京
,

他见

到学生时代的挚友邓稼先
,

看望了他敬

重的老师昊有训
、

张文裕
、

王竹溪
、

周培

源和赵忠尧
。

还首次见到了 自己的岳

父
,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幸明先生和岳

母曹秀清
。

从上海到北京
,

生活在亲人

中间
,

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
,

杨振宁感到

十分的欣慰
。

19 71 年 7 月
,

周恩来总理

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杨振宁和他的

亲属
。

19 73年夏天
,

在杨振宁第四次回

国期间
,

毛泽东主席在书房会见这位著

名的科学家
。

杨振宁的归 国
,

叩开了中

国紧闭 26年的科学大门
。

从此
,

大批的

华裔科学家陆续回国访问
,

中西方学者

的交流 日益扩大
,

对世界科学的发展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自 197 1 年杨振宁回国访问以来
,

他

对中国的科学
、

教育事业提出过很多的

建议和意见
,

对当时
“

文革
”

中打击知识

分子
、

否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做法提出了

反对意见
。

19 72 年
,

他第二次回国时十

分诚恳地向中央提出
,

建造大型高能加

速器的时机尚未成熟
,

中央在认真研究

之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

1982 年
,

杨振宁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再次对中国科技发展

的战略结构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

除此

之外
,

他还不辞劳苦地先后到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复旦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中

山大学等 20 多所大学讲学
,

被这些大学

聘为名誉教授
。

19 80 年
,

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发

起成立 C EE C ( 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 )
,

资助中国学者到该校进修
。

10 多年来
,

有 90 多名接受 C EE C 资助的学者完成

了美国的进修和学术交流工作
,

他们中

的大部分先后回到祖国
,

成为各自的领

域中的学术带头人和主力军
。

197 0 年
, “

乒乓外交
”

结束了中美长

达 21 年的隔绝状态
。

杨振宁在巴黎向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

然后给在

杨振宁先生的科学成就辉煌
,

学术

思想博大精深
,

爱国之心诚挚感人
。

在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
,

中国的科学

技术发展将会出现新的飞跃
,

杨振宁先

生的成果和精神应当为更多的志士学人

所传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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