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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多年，每与同学同事
提及当年“京城四大名捕”（大学
四大力学），依然让许多同道不寒
而栗。快哉！时不我待！四大“名捕”
皆成往昔。

时，当年人皆望而生畏之四大
力学，不过“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
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实际
上，不过是力学、热学、电学和光学、
原子物理而已，乃多少前辈多少年
之心血凝聚而成各科之学问。

余虽曾学之，但其究竟何为，却
少思之。师固教导之，余固学之。
然，师曾领悟详尽之？难以言！余
精学参悟之？否！如今，工作多年，
又多门学科、技术发展不断，回头
细思曾经四大力学，其目的究竟
何为，颇有所悟。

何者力学？人云，力学不过是物
体间的相互作用力而已，甲物之力
作用于乙，乙反作用之而已。昔日名
师大家慧心则用力场描述之，进而
公式之，譬若万有引力。此言不假，
但只道其一，人云亦云耳。

又云热学何为？言，不过冷热、
分子反应合成与分解，酸碱盐，有机
与无机之。此言差否！无一字差矣。
然，依旧一知半解。

又云电学何解？不过电阻、电
感、电容、三极管而已，此乃一层；
言控制、通讯、信号放大而已，此
乃二层。

又云，光学则何？言，灯泡、太
阳、激光一则；言，全息、成像二则；
言，光纤通讯三则，不一而足。

为何学四大力学？其目的意义
究竟何在？其本源何在？

言，各种学问，各种方法。此言
诚不假。然进一步探究，却有深意。

力学探究的乃是世界原始之动
力的来龙去脉，是一种根本力的产
生与作用问题，探究的是动力的源
泉与效率。水力、风力乃流体之力，
地球、星体旋转之离心固体之力。人
类一直在向自然借力。如火箭发射
需要借助地球自转之力。

热学探究的是热动之力，故名
为热动力学，即反应热之吸收和释
放，而卡诺循环与热机之原理为最，
观今之汽车之奔腾则立见分晓。又
甚之，未来宇宙飞船之太空之旅，太
阳系外，无光无热可借，则需要依赖
核物质反应释放能量而驱动太空
船。热容、焓、熵之变，乃推演所需。
至于热寂学说，人类之忧患也。至于
永动机，人类之梦想也。故而，原油、
天然气、可燃冰、人类之至求也，能
源也，人类之赖以生存所需也。

电学之所以厉，源于电动之力
乃为人类发现之另一种根本动力源
泉，电而机动，故名电动力学。实乃
法拉第先生之发明电动机，乃人类
之一创举。电生磁，磁生电，麦克斯
韦先生之悟也；又电磁力之磁悬浮
列车，更为惊人之举。今之集成电
路、微机电系统、机电一体化亦登峰
造极。至于无线电、网络、移动终端，
人类视听之延伸也。

光学之探求，至深奥秘处乃原
子、量子属性，其之所以为量子力
学，乃物质颗粒所呈现出之“力”之
属性。力之显现于光电、电光之转

变，譬如太阳能电
池，激光二极管。

四大力学之
根本乃在于探求
自然之“力”的根
本、种类和源头，
是探求动力之源
头，从宏到微，从
有形到无形，无
所谓粗精、高低之
分，皆学问与根本
也所谓学问，实乃
关系人类生存之
问题，是人类如何
向大自然借“力”
之学问。学问研
究，乃“深挖洞，广
积粮”也。细而求
之，四大力学乃探
求自然之资源与
能源，根本为资
源，进而寻其源
泉、消息与转化之
途径，如涨耗理
论。无论拉格朗日
抑或哈密顿力学，
皆法皆术而已。

观近代科学
之路，欧洲各国独
树一帜。其力学之
强，致国之科技强
盛，农业发展，工业强劲，信息发达，
无或神经网络，坚戈利器，皆世之楷
模与瞩目。物理与技术，乃孪生子。
又科技强，文字远播，人皆向学，环
境使然，愈发文化自信。诚言科技乃
第一生产力。

无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电子
时代、信息时代，工具进化愈发精致
细微，进而探究与发掘自然深度力
度愈大。其显现为术强，实则背后乃
道强门广。学科虽分门别类，实乃殊
途同归，盗亦有道。

人类所有活动，皆围绕于此。如
农业之为根本，乃生物力学也。

今人为学者，只为学而学，只为
用而用，不知学而何用；今为师者，
只为教而教，只为灌输而灌输，不知
教而何用。又有乖巧学者，取捷径
也，弃本丢源，断章取义。世人所学，
不知根本，本末倒置，弃本逐末，只
为研究而研究。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往往，皆为利往。实是憾事。

人之力在于理解自然、模拟自
然和探索自然。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

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物理之学，天下之学，根本在于
寻找资源，谋求动力，探究转化。此
外，闲暇须臾之间，仰望星空，浩淼
宇宙，洞察秋毫，明辨因果。

今观之，力学之发展百年来，数
百年来，今日科技之中流砥柱也，依
旧四大力学也。

君子善假于物也，君子善假于
理也，君子善假于物理也。

俱往矣，数风流学问，人间大
道，还看物理。

（http：//blog.sciencenet.cn/u/
BaoHa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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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主持：温新红）

科研要“动口”，也要“动手”
姻武际可

一天，和学生开完会，我对他说，给你一个月的
时间，把程序最后调通，实验搭建成功，一个月后我
请你喝酒。学生满心欢喜地假装客气了两句，步履轻
快地离开了，再不是以前垂头丧气的样子。看着学生
远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是 2005 年 12 月的香港，一个平平淡淡的日
子。细蒙蒙的雨丝正纷纷扰扰地向大地飘洒，让这个
时节的香港分外寒冷，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
到来。就在这一天，我博士论文最关键的一组实验做
成功了。

我第一时间把结果告诉了我的博士导师。导师
说，你等着，我马上过来。又是一个下午的反复验证，
导师说，Congratulations！然后用他那不太流利的普通
话对我说，我今天兑现一个月前的承诺，你实验成功
了，我请你喝酒。香港的酒吧，你随便选！

现在，我把同样的承诺说给了我的学生。这位博
士生的论文题目和我当年一样，既要做实验又要做
计算。当年我也是实验部分卡了三年，不断地失败，
不断地摧残着意志。有多少次我都想放弃，是我的导
师一直坚持。他说，只要你的实验做成功了，我就敢
保证你顺利毕业，你未来的前途将一片光明。实验，

只要你想做成功，就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你自己放弃
了，就谁也帮不了你。前段时间，同样的话，我说给了
我的学生，也是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那天，导师问我准备去哪个酒吧喝酒？我说兰桂坊
怎么样？导师脸上显出一丝惊讶，但很快地向我一笑
说，好，就去那里！事后，我才明白导师为什么惊讶，他
以为我经常去那个地方呢。事实上，我哪去过什么酒吧
啊。之所以知道兰桂坊，是因为港片看多了。

当然，兰桂坊并非电影里演的那样。酒吧，其实
就是个喝酒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也没觉着酒吧有多
好。一群老外，一两盘薯片，然后就是干喝，啤酒、白
酒、红酒什么都有。

那是我头一回去酒吧，头一回在酒吧喝酒，也不
懂什么规矩。导师给我们俩一人点了一大杯啤酒，叫
不上名字的外国啤酒。但为了显示入乡随俗，更重要
的是显示品位有所提升，很快就干了，连声说好喝。
然后要了第二杯。

第二杯又喝完了，我瞅了瞅导师，意思是说怎么
也该上菜吧，都干了两杯啦。以我喝酒的常识，有几
个不错的朋友，喝点小酒儿，怎么也得有几个下酒
菜。一盘花生米不算过分，要是有一大盘毛豆，一个

“大丰收”，最好再来一盘上好的猪头肉，这才像个喝
酒的样子。然而，这里的酒吧里根本不提供这些，充
其量提供一小盘薯片，这哪吃得饱啊！

于是，那个晚上，跟导师吃着薯片喝完啤酒喝
红酒，一不小心就喝高了。因为高兴，并没有醉的
感觉。

向来我敬若父亲般的导师也开始跟我聊他在香
港的朋友，聊他的科研经历，聊他退休以后想干什
么。熟得像个朋友。

后来，我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又是喝酒，这
次没去酒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导师对我说，今天
你毕业了，从今天开始，我当你是朋友。

很长时间，我一直转不过劲儿来，老师就是老
师，怎么能自降身份和学生成为平等的朋友呢？多少
年以后，我慢慢理解，这可能算是导师对学生学术生
涯的成人礼吧。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你要独自面对你
的科研人生，没有人再苦口婆心地教导你。

那个晚上，和导师喝完酒，打车回到宿舍，一直
睡到第二天中午。那是我四年里唯一一次睡的懒觉。
其实，睡懒觉的感觉挺好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SY2012）

我和学生有个约定
姻王善勇

出版科技英文专著

之前，曾经简单提到过新版和翻译书，作为本系列
的收官之作，正好仔细地谈谈这个出版过程中有着承
前启后、吐故纳新作用的一族。首先，不妨看一个实例

（原件是英文，出于维护隐私和行规，“马赛克”了涉及的
人名和书名）。

“尊敬的 xxx，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有出版商
愿为著作出 xxx 版，真是好消息。我已把您的来信转发
给版权和翻译部门了。他们将直接与您商榷下一步的
翻译事宜。

“如果出翻译版，我们需要和当地的出版商合作，
由他们买断所在国的版权，并由他们与译者商洽并运
作出版。您将同样收到该书的版费。具体细节可见该书
的出版合同。”

该邮件的起因是，已经出版的英文专著市场反馈
不错，如今另有出版商联系该书的作者，愿意出另一种
文字的版本，满足新语种的市场需求。由此作者便联系
了出版英文专著的出版社编辑。该邮件是编辑写给作
者的回函，表示这样的提议很好，可以按出版社的相关
规定跟进。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一种文字的著作
出版后，经常可以引发或带动另一个语种甚至是几个
语种的翻译书的出版。在文学作品里这很普遍，同样科
技书里的翘楚之作亦是。一些经典的或在某个行业享
有盛誉的教科书，以及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的学科专著，
其他语种的市场需求也很大，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潜力

也不小。出版社是商业机构，有利可图自然会竭力而为。
卖版权或与其他语种的出版社合作出翻译书几乎是一
本万利之举，作者也可以继续得到实惠，可谓双赢。值得
一提的是，翻译书的质量把关很重要，文字上的正确性
尤其是重中之重，所以选择哪些合作者十分关键，当然
新语种的专著最好能为英文版的原著锦上添花，但砸
牌子的事要避而远之。

除了翻译书，许多热门书在出版几年后，会根据市
场需求和学科发展，在原著或上一版内容的基础上修
订或增补内容，这便是新版书（New edition）。新版书和
再版书、加印书（Reprints）不同，后两者内容几乎没有变
动，只是增加印数而已。

新版书的改进内容和出版方式可以与原版书的相
似，也可以有很大改观。有的新版书的作者也可以与原
著不同，形式也可以完全不同。但大部分的新版书，封面
设计大都延续同样的风格，在主体色调上稍作变化，既
显现同本同源，迎合老读者的喜好，又突出新意和吸引
新的读者。新版书可由之前相同的出版社出版，也可以
另外换一个。因为出版社之间的并购和重组比较频繁，
同一本书的新旧版本由不同的出版商经手是比较常见
的。但尽管出版商可以更替，市场是不变的，出书的攻略
也是异曲同工，新版书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
盈利和最广泛的市场渗透。

每当专著出新版，作者大都会写新的前言（Pref-

ace），也会请人作序（Forward）。国际英文科技专著的惯
例是在新版中重复之前旧版的作者前言，但不一定重
复序言。不同版的作者 Preface 按时间排序，最新版的放
在首位，然后依次类推。但如果已经出到第七八版了，而
且年代跨度的确很大的情况下，可以酌情删减。但如果
作者坚持，全部重复也是有的。笔者曾经接触过出到第
十版的医学专著，便是如此。

顺便再提一句，中文书里前言和序言大都可以混
着用，即指书前的开场白或引言，由作者、编者或他人撰
写都可以，都称作前言或序言。英文里的 Preface 和
Forward 稍微有些不同。作者写的称为 Preface，请他人
代笔的则是 Forward。至于哪个放在前面，要看出版社
的习惯和作者的喜好。有些作者模棱两可，全由出版编
辑定夺。也有些作者愿意把请他人撰写的 Forward 放在
自己的 Preface 前面，以示谦卑和恭敬。

不论是翻译书，还是新版专著，都是在原版著作基
础上的新作品，为出版商打开新的销路和市场，为读者
献上新的信息和亮点，更为科技领域的交流打开新的
窗口。可谓承上启下，日益更新。这不仅是科技图书出
版的模式，同样反馈出世界科技领域交流和发展的节
奏。英文科技图书和专著，包括其他各种语言的著作，不
论是纸版还是电子版，在人类知识交流、科学进步和社
会发展的过程中，古往今来源远流长，功不可没。

（http：//blog.sciencenet.cn/u/ 李霞）

翻译书和新版专著的出版流程
李霞

“君子动口不动手”，这话是指当君子与人产生
矛盾时，要讲道理而不能以拳相对。

而学界的君子们则是将写论文作为“动口”，而
将论文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能够享用的实际效
益作为“动手”。这又是一种新的“君子动口不动
手”境界。

以材料科学为例。近年来，我国发表的相关论文
数量在全世界稳居排名第一，论文的引用率也排在
前列，因此，有一批由发表论文而晋升为材料科学方
面的教授、博导。

但实际上，我们距离材料科学强国还有很大的
距离，缺少许多先进材料。据说，有相当长的阶段连
圆珠笔头上制造圆珠的材料还需要进口，更不要说
制造航空发动机等高科技所需的特殊材料，况且一
些国家还对我国禁运。

其实，我国对有关材料科学中复合材料、材料的
断裂与疲劳问题、锻压加工问题、智能材料问题等等
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论证，且发表了有一
定水平的论文。但相比通过研究获得一种新材料，并
且达到批量生产，后者的难度显然要困难得多。

所以，如果把后者比作为“动手”，把前者比作为
“动口”，那么，我们的材料科学领域总体来看，就是
会“动口”而拙于“动手”的群体，这就是一种另样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再以计算力学来说。在有限元的收敛性、超线

性收敛的证明上，我们发表的论文领先于世界；在
构造新的单元，如拟协调元、边界元、杂交元等方
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出版了大量关于计算力学
的教材和专著，举办过大量计算力学的学术会议。

同样，有一批凭借发表论文成为计算力学的教授、
博导、专家。

然而，在国际数以千计的知名计算力学软件市
场上，我们几乎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产品！在国内曾经
推广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软件，早已逐渐退出市场让
位给国外的软件。我国的计算力学也是一个会“动
口”拙于“动手”的领域。

类似的例子还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每个关
心科技发展的人都应当思考，在此我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一些领导误以为论文数是科技水平的唯
一度量，特别是 1998 年创新管理工程推出以后，研
究人员实行绩效工资制，其中的“效”，就是数论文
篇数。以至于一个阶段以来，各研究单位之间以发
表论文数量来评比，各单位以研究人员的论文多少
提职提薪、发奖励受表扬，各种评奖的奖项也以论
文为指标。

有的单位甚至实行论文数量的承包制，完成论
文数量的受奖，完不成的要受罚。为了交差，有时不
得不说假话、说大话，甚至走上剽窃别人成果以交差
的路。

一旦走上了以论文作为评价科研水平的唯一标
准的轨道，要改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因为这个标
准培养了一代研究人员。

第二，一个国家内搞研究的队伍与搞开发的队
伍，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如今高等学校都往研究型
大学方向发展，企业开发力量比较弱，就形成了作研
究和写论文的多，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的力
量不足。

现今中国的博士生数量是世界第一。一般来说，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应当从事研究，但真实情况是，我
们的博士生大多不从事研究，也不从事开发，而是从
事管理工作。

研究与开发队伍的比例长期不匹配，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说得头头是道，而动手和研究成果转化为
实际效益则一筹莫展的情况。

第三，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以计算力学软件来
说，从理论上说，自己开发的软件可以到市场上赚
钱，再用赚的钱来补偿开发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但是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软件卖出后，很快被盗版，
软件开发者却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这也是国内计算
力学软件无法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四，研究得名，开发得利，这在世界多国都是
如此。但在当下国内，搞开发却不容易得利。原因是，
搞开发一开始需要有财力与人力物力的投入，随后
还会遇到营销、保护产权等困难，这就要需要有政策
扶植和风险投资。

比如王选的激光照排印刷系统，先后有周培源、
张龙翔、丁石孙三任校长鼎力支持，给他找任务、筹
措经费、调集人力、处理各种关系，最后才推向市场
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评价体系，需要有
一个好的适宜于开发工作发展的体制，需要一支能
够经得起考验的相当规模的开发队伍，需要有一种
强力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需要有严格和成熟的专
利制度，需要有一种严惩剽窃和弄虚作假的法制等
等。这样学界才会甩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毛病，科
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u/ 武际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