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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物理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科学出版社与中国物理学的发展
有不解之缘。科学出版社目前的办公楼即为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年的所址，中国本
土最早的一批物理学研究成果就是在这里
诞生的，严济慈、陆学善、钱临照、钱三强、翁
文波等一批著名物理学家都在这里工作过，
他们后来又都对科学出版社的工作给予高
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1931年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受国际联
盟指派来考察中国教育，在他的建议和推动
下，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成立（1932 年），科
学出版社这座办公楼也见证了中国物理学
事业的发端。

1932～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召开了
16次年会，1933年创办了《中国物理学报》，
同时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学
家杨肇燫先生是该委员会首任委员，他后来
成为科学出版社的首任副总编辑。

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以及“四大紧急措施”（计算机、半导体、无线
电和自动化技术）的提出对我国物理学的发
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半导体物理》（黄昆，谢希德，
1958）、《金属物理》（冯端）成为相应学科的

标志性著作，影响了几代学人。
1978 年 3月 18 日至 31 日，全国科学

大会召开，1978年 8月 1日至 15日中国物
理学会在庐山召开了盛况空前的年会，科学
出版社派遣学科编辑参加了庐山物理学年
会，并在年会前后与物理学家一起策划了几
套影响深远的物理学丛书，如“现代物理丛
书”（王竹溪、周光召先后任主编）、“实验物
理丛书”（钱临照任主编）、“物理学基础知识
丛书”（褚圣麟任主编），其中不乏影响深远
的著作，对物理学研究、教学和普及都产生
了重大影响。如曾谨言的《量子力学》，几十
年来不断再版，成为我国流行最广、影响最
大的量子力学教学范本；“物理学基础知识
丛书”中也产生了世界级的物理科普著作。

时至今日，中国在粒子物理、原子核物
理、等离子体物理、声学、光学、凝聚态物理、
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理论、量子信息等领域
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科学出版社
在物理学科的出版上，“凝聚态物理学丛书”
（主编葛庭燧，副主编冯端）、“半导体科学与
技术丛书”（夏建白主编）等系列著作都产生
了良好的学术影响，丛书中也包含了一些学
科的开山之作。

———编者

“量子场论”的启蒙之作
姻杜东生

赤城怀来，芮城永济。这其实是四个县城的名字。
我半个月里走了四个县城。为的是避闹市。闹市像丛
林，县城像港湾。闹市因为有丛林的丰富，所以众栖身
者需要“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港湾则水浅“池子
小”，适合安适的仰泳，甚至可以作“躺在床上看书”
状。蒲扇一摇，清风徐来。

赤城在延庆北，距离北京有 260 公里。听说比较
“原生态”。去后发现，沿途的村子比较原生态。城里老
街除了一座鼓楼外，其余也在努力向时代靠拢。鼓楼
前的餐馆喜欢标榜“山药粥”。这其实是三季稻米和土
豆煮熟捞干混合后的吃食，口感涩，很养生。还有菜单
上的“傀儡”，其实是葱炒馒头末，里面也掺着土豆，味
道像山西闻喜的“馍花”。

赤城鼓楼匾额写着“霞城萃秀”，想是因落日的晚
霞而得名。

从赤城往怀来县的所在地沙城走，沿途的小村子
比旅游所谓“古村”要有韵味。山色也佳，天然成趣。

怀来城西 20 公里外有鸡鸣驿站，是古邑，有巍峨
的城墙，背靠鸡鸣山。慈禧当年西逃在此留宿一夜。现
在这个“故址”是旅游招牌。

鸡鸣邑里有很像样的道观和戏台，财神庙的壁画
好，“大庙”的壁画也好。道观里的西游记故事泥塑生
动活泼。“大庙”的殿顶木结构百年不坏。

鸡鸣邑里的人家养猪养鸡养羊；种西红柿，南瓜；
开古董店的则是外地来的商户。

鸡鸣邑城墙四面可俯瞰城里的一切，城外则是贴
老城形成的村子，也很有农村的味道。

怀来城里的房价是北京房价的五分之一。有 880
公交通德胜门和回龙观；有火车通北京西客站。

这里的人喜欢晚上在城里的公园广场摆夜市，跳
健身舞，规模比较大。县政府前的大广场也是夜里热
闹的地方。

下营是延庆和怀来人都熟悉的地名，是两地的界
线。走延庆出下营，就往怀来了。也有公交车。

我去晋南是在赤城和怀来之前，中间隔了一周。
最后一站是运城。

晚上六点以后，整个运城就是夜市了。河东夜市
和凤凰夜市最热闹。

运城人喜欢吃八宝醪糟就油馍。夜市摊位标榜这
个吃食。油馍似北京的早餐油饼而略小。八宝醪糟想
来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闻喜的馍花好吃。馒头在葱花里干炒一
下，佐以各种小菜，加一个当地产的油汪汪的咸鸭蛋，
是人间美食。咸鸭蛋到了北京，为何没有油？

从运城翻过中条山东南行到芮城，是为了到永乐
村看永乐宫。永乐宫 1961 年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了。是道教第三大观。有元代的壁画。有“吕洞
宾故里”。说来也是缘分。这个夏天先在老山太清宫领
略道教第二祖庭；现在到了第三祖庭；并且景致都好
过第一祖庭白云观。

永乐宫的壁画是仅次于敦煌壁画的好东西，上过
特种邮票的。永乐宫的藻井比敦煌莫高窟的藻井还要
精致细腻。永乐宫周围的村子也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值得一探。

芮城是古魏国所在地，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魏”。芮
城有街名“舍利”，有舍利塔。这里的炸酱刀削面好吃。

到芮城就是为了去永乐宫。为此翻了一座中条
山。沿途风光好，但路也险。

从芮城绕中条山西南行到永济，是为了避免傍晚
走山路。

到永济是为了看王之涣的一首诗唱响的“鹳雀

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

还有《西厢记》里写到的普救寺。
除了《西厢记》和王之涣，这里有个秃头村是杨

贵妃的故里。杨贵妃偏生在秃头村，有意思吧？这叫
辩证法。

下中条山往芮城有地名比秃头村好听：岭底、陌
南，简洁古雅。岭底和陌南的民居都很古朴。

永济县城东北依中条山，西南临黄河古渡口蒲津
渡。是宜居的地方。文物古迹多，有古城遗址焉。

“到我们运城来吧。”
我没有想到运城有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没有

想到运城有浓郁的田园风光和原生态的古迹。
我是从榆次往晋南行的。榆次不是初访。不过，没

有想到榆次这么适合避暑。赶上下雨，这里炎夏也只
有 20 度上下。夜间需要添衣的。

榆次车辋村的常家庄园其实比著名的乔家丰富
得多。常家南北占着两条街，规模也大得多。常家的碑
刻也很值得一看。

常家有一只圣旨箱子，我第一见到实物是这个样
子，比电视剧里的大且气派。

常家有一个恰克图带回的大茶炊，比大南瓜还
大。有三四个壶嘴。由此联想茶马古道，由东南而西
北，一路艰辛带来一家辉煌。

常家由外姓入村，先是连水井的资源都要争取一
下的。由坚忍而获得村民尊重，继而主持村庙维修“政
治”，当主要捐助人“纠首”，取得信任。自己挖井而惠
及村人，不究既往，让曾经争水的村民取用自家水井。
发迹后办教育办文化……

榆次东北的后沟村唐代成村。很有特点；农家饭
也可口。村里有些断碑和匾额很地道。村子里建了个
民俗馆：不俗。里面藏的东西也不俗。

避闹市行走县城
姻潘小松

小红庙随笔

物理篇

春风斩
姻胡弦

河谷伸展。小学校的旗子
噼啪作响。
有座小寺，听说已走失在昨夜山中。

牛羊散落，树桩孤独，
石头里，住着永远无法返乡的人。
转经筒在转动，西部多么安静。仿佛
能听见地球轴心的吱嘎声。

风越来越大，万物变轻，
这漫游的风，带着鹰隼、沙砾、碎花瓣、
歌谣的住址和前程。

风吹着高原小镇的心。
春来急，屠夫在洗手，群山惶恐，
湖泊拖着磨亮的斧子。

（选自《诗刊》博客）

永泰元年（公元 498 年）秋七月，齐明帝
萧鸾驾崩了。

这一年，继位的萧宝卷刚刚 16 岁，齐
明帝担心他驾驭不了朝政，便留下遗诏，安
排了六名重臣辅佐他，分别是扬州刺史始
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
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这六人轮
流在禁中值班，处理朝政大事，号称“六贵”。

按照齐明帝的设想，有六位重臣的辅
佐，皇权自然可以平稳过渡，萧宝卷也可以
高枕无忧了。不过，雍州刺史萧衍却不这么
看，他认为：“一国三公犹不堪，况六贵同朝，
势必相图；乱将作矣。”（《资治通鉴》第一四
二卷，下同）于是，他开始秘密招聚骁勇之
士，储备战略物资，等待武力篡位的时机。后
来的历史进程果然被萧衍不幸言中。

据史书记载，萧宝卷即位后的荒唐行
事引来“六贵”的不满，首先是江祐江祀兄
弟，他们是齐明帝的舅老表，对萧宝卷及其
心腹的荒唐行为“常裁折之”，所以萧宝卷

“深忿之”。
这一来，君臣之间的矛盾很快激化。于

是，江祐提议废除萧宝卷，改立江夏王萧宝
玄，可“六贵”在这个问题上却缺乏共识，各
打各的算盘，以致产生了内讧，不仅让江氏
兄弟进退两难，久拖不决，还导致刘暄倒戈
相向，向皇帝告发了“六贵”的密谋。

萧鸾临死前曾提醒萧宝卷对有异图的
大臣要当机立断，否则容易被大臣算计和
废杀。这话萧宝卷记得很牢，所以听说江氏
兄弟有密谋，二话不说，当即命人将其捕杀。
萧遥光担心小皇帝下一刀落到自己的脑袋
上，便收集部曲，仓促举兵造反，结果很快兵
败被杀。20 多天后，萧宝卷又派兵包围了萧
坦之的府宅，将其杀死。

这时候，茹法珍等群小又开始进谗言，
说刘暄有异志。萧宝卷不信，说：“暄是我舅，
岂应有此？”禁卫武官徐世标答道：“明帝乃
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犹灭武帝之后；舅焉可
信邪！”萧宝卷一听，有道理，“遂杀之。”

尚书令徐孝嗣性格闇弱，依违取容于
昏暴之朝，得以久存。虎贲中郎将许准劝他
早行废立之事，他也一直迟疑不决。这年冬
10 月，萧宝卷将徐孝嗣和侍中沈昭略等召
入华林园，赐以药酒，予以毒杀。

至此，六位辅政大臣至此全部被杀，但
是君臣之间的矛盾并未由此化解。原因有
两点，一是萧宝卷的假想敌还有很多，特别
是手握兵权的武将们，总让他如芒在背，寝
食难安；二是萧宝卷“发于仓猝，决意无疑”
地诛杀大臣，使得朝臣人人自危，无奈之下
渐生反叛之心。

太尉陈显达在齐明帝的时候就“内怀
危惧，深自贬损”。即便如此，萧宝卷也不打
算放过他。陈显达无奈，不得已举兵反叛，结
果兵败被杀。和他同样被迫反叛最终兵败
被杀的还有豫州刺史裴叔业、平西将军崔
慧景等，连在平息武将反叛中居功至伟的
卫尉萧懿，也被萧宝卷赐药酒毒死。

后来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早就秘密
完成军备的雍州刺史萧衍连夜定议，兴兵
征讨暴虐之昏主，并最终夺得南齐天下，成
为梁朝的开国之主，从而结束了南齐政坛
上的这次血腥的权力震荡悲剧。

事实上，“六贵”与萧宝卷之间的权力
拼杀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历史上政坛权力
震荡的一个缩影。相比较中国式权力震荡
模式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而言，我们不
能不再次想起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的那句
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

“六贵”同朝
姻蒋家平

【相比较中国式权力震荡模式
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而言，我们
不能不再次想起英国首相丘吉尔
说过的那句名言———“民主是最不
坏的政治制度”。】

【杨贵妃偏生在秃头村，有意思吧？这
叫辩证法。】

科学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

图片来源：昵图网

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前。1962 年 12 月 15 日，中国
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所长李明哲家里
突遭不幸。他的妻子、吉林省科委人事科科长张荣在睡
梦中猝然去世，年仅 32 岁。

李明哲那年也不过 39 岁。但在中科院的司局级干
部里，他却是一位“老革命”。他于 1939 年参加革命，在
上世纪 50 年代初调配到中科院，1958 年调任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是这个中科院
规模最大的研究所的一把手。

李明哲工作能力出众，深受领导重用，但在他出任
一把手后，也逐渐传出专断独行、大搞宗派、生活铺张
腐化等问题。在他妻子去世前不久，就传出他与光机所
光学车间女青年黄某的绯闻，院办公厅干部还反映他
在北京出公差期间与舞伴北京某厂女工孙某在饭店同
居等问题。因此，张荣的猝死引来了一些传言。

光机所医务室参加抢救的关医生认为张荣死因不
明，需要调查。张荣去世的第二天，她的遗体由吉林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了腹部和胸部的局部解剖，
但没有检出致死物质。这个结论撇清了李明哲的责任，
张荣随即安葬在长春烈士陵园。那时还是土葬，当张荣
的棺木推入坟坑后，李书记纵身跳下去，扶棺痛哭着要
与妻子一起死去。他的表现感动了在场的许多同事，张
荣之死引起的议论也渐渐平息了。

仅仅四个多月后，1963 年五一，李明哲高调与其绯
闻女友、20 岁的黄某结婚，并专程赴北京饭店大摆宴
席，引起所内议论纷纷。6 月底，光机所一名党员向吉林
省科委党委反映李明哲有杀妻嫌疑等问题，中共吉林
省监察委员会随即开展调查，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1964 年 8 月，李明哲调往上海，担任光机所上海分
所（后改称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兼副
所长，暂时离开了长春这个是非之地。

转眼到了 1965 年，在“四清”运动中，李明哲的问
题终于引起重视，他被列为长春光机所重点清查的对
象。经吉林省、上海市与中科院有关部门协商，决定让
他回长春光机所参加“四清”。

1965 年 7 月，李明哲回到长春。长春光机所“四清”
工作队在追查李明哲从所医务室领取的大量安眠药的
去向时，他终于承认张荣在他的言语刺激下吞服了四
五十片苯巴比妥药片自杀。但这样一来，李明哲的责任
是次要的。经过检讨他回到了上海。而上海光机所“四
清”工作队的进一步追查终于揭开了案件的真相。1966

年 4 月 22 日，李明哲坦白，是他在妻子服用的中药汤
剂中偷偷倒入大量的安眠药，致使张荣死亡。

仅有口供，还不能定案。5 月，上海市检察院前往长
春对张荣进行开棺验尸。该院法医室从张荣脑部组织
中发现了足以致死的苯巴比妥。1966 年 8 月，李明哲被
批准逮捕。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致使该案没有迅
速结案。拖延到 1975 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在上
海光机所举行宣判大会，认定李明哲蓄意谋杀其妻张
荣，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几年之后，李明哲的刑
期被减为有期徒刑 15 年。1981 年，他获准保外就医。

然而这个案子并没有就此了结。事实上，在 1966
年 4 月招供不久，李明哲就翻供了。1975 年判决之后，
他就通过亲属、领导和朋友等向上申诉。“文革”后，在
全国拨乱反正的形势下，他把自己打扮成政治运动

的受害者，博取了很多人的同情。上海市高级法院经
过三次复查，1987 年 5 月再次开棺验尸，终于澄清了
该案的疑点，查清了李杀害妻子的真相，驳回了他的
申诉。此后李明哲不再申诉。

李明哲投毒杀妻案一波三折，历经 25 年而定谳，
是共和国司法审判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2012 年，由领
导该案后期复查工作的原上海高院院长顾念祖口述，
作家沈国凡采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开棺谜案———一桩
历时二十五年的刑事审判》问世，详细披露了该案经两
度开棺验尸、三次高院复查到最终定案的经过，将这桩
发生在科研单位院墙内的陈年大案公诸于众。该书三
易其稿，精心谋篇，曲折生动胜过侦探小说。更值得称
道的是，该书虽属纪实文学，但许多对话和引文均有出
处依据，可当作信史阅读。

在清政府于 1904 年颁布“癸卯学制”之前，私
塾称得上是中国唯一的直接教育机构。它和侧重于
教育管理的“县学”“府学”“国学”等官方机构并行，
在开启蒙昧、化育人才，乃至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纵然有瑕，难掩其功。

在私塾教育中并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机构，更
没有教师的考核准入机制，因此师资来源颇为庞
杂。其中既有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也有如《红楼
梦》中贾雨村这样在野的两榜进士，还有如《儒林外
史》中周进那样久试不第的老童生。其教育水平当
然也高下参差。

在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摹画了一位叫顾
綮的塾师，他在对后进生纪献唐的转化教育中所表
现出的教育理念、教育智慧，至今看起来仍不无借
鉴价值。

书中的纪献唐生来即为桀骜不驯、顽劣异常而
又天资聪颖的人物。在际会顾綮之前，他对平庸的
塾师、平庸的说教问疑诘难，甚至拳脚相向，他也因

此处于失学状态。此时落魄寒酸的顾綮翩然而来。
顾綮首先通过与纪献唐的父亲纪太傅的恳谈

达成了教育共识，从而获得了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天下无不可化育的人材，只怕那为人师者本无化
育人材的本领……如今既承大人青盼……晚生定
要把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成就他一生事业。只
是此后书房功课，大人休得过问。”

在开学伊始，顾綮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示之
以弱：“我料公子决不打我……想他那讨打的原故，
不过为着书房的功课起见。此后公子不愿到书房
来，我正得一觉好睡，从那里讨你的打起？”纪献唐
也因此缓和了戒备和敌对心理。

此时的顾綮并非无为，而是在精心营造教育契
机。终于，在一个天气晴明、月光如雪的晚上，在纪
献唐带领家人子弟跨马玩耍时，顾綮用一时金戈铁
马破空而来，一时流水落花悠然而去的琵琶声引起
了他的注意，并激发起了他的向学之心。纪献唐开
始主动接近老师：“先生，我学得会学不会？”

顾綮因势利导：“既要学，怎有个不会！”便把丝
弦、竹管、羯鼓、方响各样乐器，一一地教他。渐次学
到手谈、象戏、五木、双陆、弹棋，又渐次学到作画、宾
戏、勾股、占验，甚至镌印章、调印色。凡是他问的，顾
綮无一不知，无一不能。纪献唐也每见必学，每学必

会，每会必精，却是每精必厌。
顾綮的本意当然不是教授这些游戏杂学，他意

在借此收敛纪献唐的心性，等待合适的教育契机。
终于在又一个月夜，在纪献唐提出“这一向闷得紧，
还得先生寻个甚么新色解闷的营生才好”时，顾綮
适时进行了教育转化：“我那解闷的本领都被公子
学去了……我们‘教学相长’，公子有甚么本领，何
不也指点我一两件？”

纪献唐嗜武成癖，对自己的武技颇为自得：“我
讲得是长枪大戟东荡西驰的本领。先生你哪里学得
来！”然而在与顾綮较量时却“说破英雄惊煞人”，原
来顾綮竟是深藏不漏的武学大师，“……纪献唐一
个站不牢，早翻筋斗跌倒在地”。

至此，纪献唐已对顾綮完全消除了戒备心理，
并由衷产生了信任感：“先生，你这才叫本事！你须
是尽情讲究讲究，指点与我！”而顾綮则通过两次教
育契机完成了身份转化，从寒蹇落魄复回睿智深
沉、宝相庄严的真身。他顺势而为，把纪献唐导入

“正学之途”：“你岂不闻西楚霸王有云‘一人敌不足
学，请学万人敌’的这句话么……要学‘万人敌’，却
也易如拾芥。只是没第二条路，只有读书……”纪献
唐因此被一语点破，从此潜心向学，不数年连捷进
士、放官外任、建牙开府。

一位科技干部的惊天谜案
姻王扬宗

私塾教师顾綮的教育智慧
姻隋淑光

失衡的南朝（33）失衡的南朝（33）

格致书屋

【顾綮通过两次教育契机完成了身
份转化，从寒蹇落魄复回睿智深沉、宝相
庄严的真身。】

【李明哲投毒杀妻案一波三折，历经 25
年而定谳，是共和国司法审判史上的一个
经典案例。】

朱洪元的《量子场论》是 1960 年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中国国内最早出版
的有关粒子物理基础理论的书。中国几代
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人都是靠学这本书

（还有 1964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宁的《场
的量子理论》）起家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科研工作者
基本上没有懂量子场论的，只有当时从国
外回来的少数科学家懂。朱洪元和胡宁是
当时这方面的大专家。朱洪元于 1950 年
从英国回到祖国，当时出任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7 年他在北京大
学讲授量子场论课，1958 年暑假又在青岛
开办了“量子场论讲习班”，向从全国各地
赶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教授量子场论。在
此基础上他撰写了经典之作《量子场论》，
成为后来供国内几代人学习使用的教科
书。

朱洪元的《量子场论》系统地阐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量子场论的基础理论和
发展的主要成果，既有清晰的物理图像，又
有详尽的数学推导，是一本可以用来打基础
的好书。当时大家对此书的评价是“物理清
楚，数学推导严谨的好书”。许多年轻人包括
朱洪元的研究生都一字一句地阅读和推导
了这本书，并顺利地进入了粒子物理科学研
究的前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洪元的书
在培养中国几代粒子物理的研究人才方面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由于编写的时间较早，许多 60
年代以后新发展起来的理论，如非阿贝尔规
范场理论、量子色动力学、弱电统一理论、对
撞机物理、超对称和超弦理论等都不可能被
包括进来，再加上所用的度规与国际通用的
不符，今天已经不适于作为教学参考书了。
但是，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量子场论”的启
蒙之作，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中国物理发展
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