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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学家
叶企孙先生诞辰 120 周年。7 月 16 日
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分别
举办了纪念会，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发来书面致辞，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则到场参
加纪念会。

叶企孙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
不仅如此，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中，半数以上———包括王淦昌、
钱三强、王大珩、邓稼先等———都是他
的学生。他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
培养出 50 多位院士。《一代师表叶企
孙》《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
学大师们》两本图书的书名，道出了叶
企孙的地位和贡献。

《中国科技的基石》于 2000 年 10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两位作者
中，一位是叶企孙的学生、清华大学教
授虞昊，另一位则是多年从事清华大
学校史研究的黄延复。该书中大部分
内容可以视作叶企孙的传记。

叶企孙 1898 年生于上海的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上海教育学会
会长，叶企孙受其父影响，学贯中西。

1916 年，叶企孙出国留学前自制
了一张自 1909 年第一次派遣出洋生
至 1916 年学生所选学科的分类表。分
析表格后他认为，已去美国留学的清
华学生中学工程和文法的比例过高，
学纯粹科学及教育和农学的过低，而
他自己天赋不适合学农，因此他留学
的方向应是纯粹科学与教育。这预示
了他后来一生的选择。

叶企孙进入当时物理学最强的芝
加哥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研
究院杰福森实验室攻读实验物理学硕

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的当年，在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的指导下
攻读博士学位，转向一个与此前完全
不同的学术领域———高压磁学。他发
表的论文《普朗克常数的测定》，被国
际物理学界沿用十余年。

但除了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叶企
孙最主要的贡献还在中国的科学与教
育事业上。

1995 年出版的 《一代师表叶企
孙》，是叶企孙早年的学生、朋友———
钱伟长、王淦昌、钱临照、顾毓绣等约
50 人，写下的纪念和回忆性文章。2013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简体版，
这一版本增加了前次未及收入的李政
道等人的纪念文章以及若干照片。

1944 年，李政道从浙江大学转入
西南联大。在修学电磁学课时，叶企
孙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
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
论课，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至今
还保存的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
试卷，卷面显示只扣了两分，总分却
只有 83 分。

据说是因为当年李政道的实验成
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
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
基础上。

1946 年，推荐优秀研究生赴美攻
读博士时，叶企孙破格推荐了当时只有
19 岁的大二学生李政道，11 年后，李政
道和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曾为图书《叶企孙文存》作
序时写道：“我非常敬仰他，永远怀念
他。”“叶企孙先生是现代中国科教兴
国的先驱者。”

《叶企孙文存》一书 2013 年由首

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汇集
了叶企孙的学术论文、通信、日记、读
书笔记以及为清华物理系编写的《初
等物理实验》，并由编者编纂了家谱。
该书的编者有叶铭汉、戴念祖和李艳
平。叶铭汉院士是叶企孙的侄子，叶企
孙终身未娶，其日记等遗物均由叶铭
汉保管着。

叶企孙一生的精力绝大部分用于
中国物理学和科学教育事业的组织、
协调和领导上，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

《叶企孙文存》中的文字，是教学主张、
治校见解、社会议事，都是我国科学道
路上坚实清晰的脚印。

今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叶企
孙文存（增订版）》，该版增加了近年间
陆续查到的叶企孙文论 12 篇的文字，
包括写于 1915 年的《诸乘方递加说》，
1916 年的《学生组织科学研究会》，
1955 年至 1956 年间的《建议成立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等。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2010 年央
视记者柴静曾在博客中写下《而我却
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记述自己
知晓叶企孙片段往事的真切感触，一
度引发公众热议。叶企孙这样一位大
师，在 1952 年离开清华以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特别是 1967 年至 1977 年间，
忽然销声匿迹。其原因是叶企孙曾为
学生熊大缜的冤案呼吁，这让叶企孙
在“文革”中蒙冤，直至 1987 年他的平
反文件公布。

但 1977 年 1 月 13 日，叶企孙已
背着特务的帽子，含冤去世。

大师远去，幸而我们今天仍能
从他的文字以及后辈的追忆中得知
一二。 （李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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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 1988 年首版以来，已经成为当代哲
学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著作之一，同时也让阿
兰·巴迪欧成为今天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哲学家。

本书是巴迪欧对其哲学蓝图最全面的论述，
他重新梳理了自柏拉图以降，经由笛卡儿、斯宾
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卢梭、拉康的欧洲哲学
传统。在深度上，他的这个宏大的哲学蓝图足以
与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蓝图相媲美。

书中巴迪欧提出了“数学—本体论”的著名
命题，透过重新建立本体论来确立真理、事件、存
在、主体的哲学地位，这可以说是近代哲学的全
新开始；本书的出版正式宣告了一个数学本体论
的巴迪欧的出世。他充分吸纳了康托尔的集合
论，尤其是策梅洛－弗兰克尔公理化定理、哥德
尔的集合结构理论、科恩的力迫法和对康托尔连
续统的命题的证伪等数学思想，从数学的维度来
理解存在的问题，从而更新了唯物主义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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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篇小说从一桩 1988 年的盗窃案写起，
时间跨越30年。

两个嫌犯的越狱，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
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
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
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

“杰出”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
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
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

三个主人公都是随风而逝的小人物，他们处境
不同、职业不同，却同样忍痛强硬地面对生活，坚守
自己的善良和价值，笑与泪中，演绎出一番别样的
惊心动魄……

京津冀地区有哪些濒危植
物？这些植物有哪些特点？如何
在野外迅速、准确地辨认这些植
物？在《京津冀地区保护植物图
谱》中，都可以找到可靠的答案。

该 书主编 之一沐 先运 说 ：
“此书的实用价值之一，是为保
护好这些珍稀濒危植物提供必
要的识别向导，有效服务于一线
植物保护管理工作。”

京津冀地区地处我国华北
平原的核心地带，地貌复杂多
样，区域内有高原山地、丘陵盆
地和广袤平原等。但由于这一地
区人为活动历史长且频繁，给野
生动植物生存、生长造成了一定
压力。明确家底档案、提高识别
各类保护植物的能力，对该地区
珍稀濒危植物科学管理和有效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此书是北京林业大学自然
保护区学院教师团队科学调查
成果的结晶。调查结果显示，京
津冀地区有乡土野生维管束植
物 2000 余种，包括蕨类植物 120
种，裸子植物 12 种，被子植物
1900 余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
作为植物多样性中的“旗舰”类
群，是家底中最令人关注的内容
之一。

《京津冀地区保护植物图
谱》收录了北京、河北和天津范
围内分布的、入选国家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地方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国生物
多样性红色名录、我国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
农业野生植物名录的物种。除了
各类名录中的重复物种，书中共
收录了 234 种高等植物。

全书详细列举了各物种在以
上名录中的保护等级，以中国植
物志英文版为对照，对各物种的
拉丁名进行了比较和补充。书中
还精要地列出了各物种的形态特
征、物候期、全国和区域分布状况
和生境等，对一些典型物种进行

补充性的描述，对专业人士而言是
不可多得的参考书。此书没有简单
地把各物种堆砌在一起，而对已颁
布的北京市、河北省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的物种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做了大量拓展性工作。作者们
在长期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一些
濒危植物分类学地位和物种现状
给予科学评论。

此书还有一些新的观点，譬
如认为，分布于该区域的、数量最
为稀少的杓兰属植物应为山西杓
兰而非杓兰。分布于北京的有黄
色雄蕊的猕猴桃属植物为葛枣猕
猴桃，而非狗枣猕猴桃。作者们通
过深入的野外调查，对国家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于燕山
山脉的河北梨的分类学地位存
疑，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确认。
书中还对濒危植物保护提出了一
系列值得重视的建议。如北京特
有、极度濒危的百花山葡应提升
为独立的物种，建议提升保护等
级，并开展保护研究。材质优良的
北京新记录植物铁木也应该提升
区域保护等级。最近发现的北京
兰花新物种北京无喙兰也应列入
保护名录中。等等。

作为一部科考工具书，《京津
冀地区保护植物图谱》 具有科研
和学术价值，同时，此书图文并
茂、可读性强，又具有科普价值，
能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区域内的
保护物种，积极参与到保护珍稀
濒危植物的实践中。

认识京津冀的濒危植物
姻铁铮

不只是“大师之师”
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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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十三章，是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基于数
值模拟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的专著，深入、系统地
介绍了基于模拟的复杂结构先进设计技术、算法
及其工程应用。该书是河北工业大学教授韩旭带
领团队近十年来在复杂结构的数字化设计中的
共性关键技术及应用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英文
版本由斯普林格出版集团近期出版。 （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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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少女，住在港湾红色的小屋里。她
所做的事，只是每日夕阳西下之时前往海边，录
下海水的声音。寺山修司将映入这名“少女”的眼
眸与心底的景象，以爱之名撰写成诗。

本诗集是日本诗人、导演寺山修司的经典诗
作集。全书分为九个篇章，分别是《海》《我作的童
谣》《猫》《我是男孩时》《恶魔的童谣》《人偶游戏》
《爱》《花诗集》《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每个篇
章内含多首小诗及散文诗，延续了寺山修司一贯
的独特想象力、无边知识量，集猎奇、幻想、实验、
浪漫于一身。

“普朗克是权威，爱因斯坦是天才，索末菲是
老师。”这是一位作家对理论物理学黄金时代最
重要代表人物的角色所作的尖锐而简洁的总结。

与同为现代理论物理学创始人的普朗克、
爱因斯坦和玻尔相比，阿诺尔德·索末菲

（1868—1951）似乎并不广为人知。但他的门下
却会聚了诸如维尔纳·海森伯等多位诺贝尔奖
得主与一大批物理学精英人士。

不过，在《阿诺尔德·索末菲传》一书作者米
夏埃尔·艾克特看来，“索末菲是老师”只是他个
性的一方面，“所有试图这样那样地简单概括索
末菲一生工作的努力都是不合格的”。

索末菲保持着一项令人伤感的纪录：拥有
84 次诺贝尔奖提名，是至今得到该奖提名次数
最多的物理学家，但却从未有幸圆梦。尽管如
此，现代物理学史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已经充
分证明了索末菲科学成就的重要意义。

“索末菲承前启后，亲历了理论物理学在
德国的兴起和兴盛过程，也目睹了极权统治
对科学的伤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该传记中文版主译者之一、中科院自然
史所研究员方在庆如是介绍其主人公。“虽然
他曾一度受到盲目爱国主义的迷惑，但终其
一生，历经动荡岁月，他还是保持了一位正直
学者应有的风骨。”

承前启后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其科学生涯之初，索末菲并不是一名物理
学家。他以一篇数学论文完成在柯尼斯堡大学的
学业，随后到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格丁根工
作。此后，他先后在克劳斯塔尔矿业学院以及亚
琛高等工学院经历了 10 年的摸爬滚打。直到
1906 年，38 岁的索末菲才受命担任慕尼黑大学
理论物理学教习，得以将物理学作为毕生事业。

这一切与他的特殊经历有着极大关系。受
格丁根大学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所托，索末
菲参与编辑《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物理卷，开
始与当时的物理权威们打交道，得以了解该领
域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从而受到激发并在各
个问题上投入研究，把自己的数学能力与当时
物理学研究的前沿结合起来。

在此过程中，索末菲直言不讳、不耻下问的做
法让他收获了不少友谊。针对比自己大 15 岁且享
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前辈亨德里克·洛伦兹的有关
电动力学的文章，他直言：“还可以在一些地方更
详细一些，在物理学上更清楚一些。”同时，尽管他
比爱因斯坦大 10 岁，成名也更早，但遇到相对论
的问题时，他还是亲自跑到苏黎世向晚辈请教，并
与爱因斯坦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

索末菲伴随着洛伦兹一起进入电子论的新领
域，这也促使他着手研究当时物理学中其他迫切

要解决的问题。在研究 X—射线的本质问题时，他
收到了慕尼黑大学抛出的“橄榄枝”。该校聘任委
员会在记录中写着，“像玻尔兹曼、洛伦兹和维恩
这样非常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支持他，他被

“描写为一位和蔼的同事和优秀的教师”。
此后，在慕尼黑，索末菲最著名的成就是在

原子物理学领域，他推广了玻尔于 1913 年创立
的原子论。直到 100 年后的今天，“玻尔 - 索末
菲原子”和“索末菲精细结构常数”仍是物理学
家熟知的概念。他领导弟子编写的《原子结构和
光谱线》被奉为原子物理学的“圣经”，他本人甚
至被保罗·艾伦费斯特称作“量子教皇”。这本传
奇的教科书遍布世界各地，把一代代物理专业
的学子引入核物理领域。

在方在庆看来，目前仍然再版的 6 卷本《理论
物理学讲义》也散发着索末菲的人格魅力。“与一
般教科书抄来抄去，从不解释说明的做法相反，他
力求将问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通过与当代学人
之间的互动，不断地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
他的讲义成了理论物理学领域里最系统、最前沿
的标志性读物。”他透露，该讲义中译本已有两卷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余正在翻译中。

发现大师的伯乐

索末菲的名字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第一个
“学派”联系在一起，他所在的慕尼黑大学理论
物理研究所是一批杰出理论物理学家的起步之
地。索末菲自己称其为“理论物理学摇篮”。

索末菲善于发现天才，并想尽办法引导他

们迅速成长。艾克特写道：他“知道如何对付自
命不凡的学生”，有时在教育学生时又认为“不
必循规蹈矩”。索末菲发现和提携海森伯、德拜、
泡利的过程是物理学史上经典的例子。

当索末菲在亚琛高等工学院任教时就注意
到德拜，后来他到慕尼黑任教后就让其成为自
己的第一个博士生，并将许多习题课交给德拜
来上。当大二学生海森伯对反常塞曼效应的光
谱测量有自己的想法时，索末菲鼓励他将想法
写出来发表，并向同事郑重推荐。正是在索末菲
的鼓励下，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泡利就为《数学科
学百科全书》的“相对论”写了词条，后来单独出
版，得到爱因斯坦的赞赏。

索末菲还经常与学生一起去酒吧喝酒，打
保龄球，邀请学生到家中聚餐聊天，到位于阿尔
卑斯山脚下的度假屋里享受自然风景与畅谈学
术。对于索末菲的很多学生来说，巴伐利亚山区
的滑雪旅行是慕尼黑学生时代难忘的经历。“那
个时候上学的人少，现在的德国已经没有这种
亲密的师生关系了。”方在庆说，“关键是他知道
学生的才能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索末菲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大批才华横
溢的学生加入了他的团队。形成了一门“7 位诺
奖得主”的现象———包括海森伯、泡利、德拜和
汉斯·贝特等 4 位博士和鲍林、拉比、劳厄等 3
位博士后。他培养的其他博士生后来也都成为
各自领域的知名人物。正因如此，才形成了“索
末菲学派”的神话，他也被称为“大师之师”。

爱因斯坦对索末菲的这种才能赞不绝口：
“我尤其钦佩您的是，您神速地培养出一大批年

轻的天才。这真是太神奇了。您肯定有一种能把
听众的精神聚焦和激活的特殊才能。”

历经动荡岁月的正直学者

在写作这本传记重建索末菲生活和工作的
时候，艾克特不“是以他在理论物理学上的成就
为出发点，而是试图在特定社会和政治环境中
描绘一位科学家的生涯”。在方在庆看来，不回
避学者之间的矛盾，重视呈现科学与政治之间
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的两大亮点。

1926 年，当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普朗
克准备退休时，他想到的最理想接班人是索末
菲，但索末菲不想放弃在慕尼黑 20 多年建立的
事业。他觉得“在庞大而繁忙的柏林，与学生之
间的交流很难像在慕尼黑那样密切”。他喜欢巴
伐利亚的生活方式，轻松愉快，接近自然。

索末菲与玻尔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非常融
洽。正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他们“真正地
成为了朋友”。索末菲的重要成果也是建立在将
玻尔的氢原子模式进行推广的基础上。但他在
这一过程中发现玻尔“开始在自己的园子里摘
果子”，就迅速发表研究成果，将玻尔的“圆周轨
道”扩展到索末菲的“椭圆轨道”，“玻尔—索末
菲模型”得以建立。两人的物理观念不同，在很
多问题上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后来玻尔在 1922
年获得诺奖，而索末菲屡获提名却未果时，他怀
疑这很可能跟玻尔有关。但从目前公开的诺奖
提名档案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玻尔曾阻止过
索末菲获奖。

两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在迅速崛起后，又迅
速衰落。像这一时代大多数德国学者一样，索末
菲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对国家无条件
的忠诚，把军国主义视作德国文化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后来在纳粹当政后，遇到的一些事情开
始让他反省。尤其是 1935 年 4 月，索末菲到了
退休年龄，纳粹教育当局任命力学教授威廉·米
勒作为他的接任者，米勒没发表过一篇理论物
理学论文，甚至不是德国物理学会的会员。这直
接羞辱了索末菲，让他清醒过来。

“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科学家，一个受到
迫害后又自我反省的人。终其一生的表现，他配
得上一位正直学者的称号。这样的学者在任何
一个时代都是稀缺品。”方在庆如是说。他表示，
当艾克特了解到科学传记类图书在我国销路有
限时，就无偿将本书中文版给予他翻译，以此促
进更多人对索末菲及其学派的了解。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在慕尼黑大学，这个索
末菲自 1906 年起执教和研究长达 30 余载的地
方，“索末菲学派”的传统仍在“阿诺尔德·索末菲
理论物理学中心”延续。现在，这里讨论着弦理论
和理论物理学其他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

《阿诺尔德·索末菲传》，米夏埃
尔·艾克特著，方在庆、何钧主译，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 4 月出版

索末菲保持着一项令人
伤感的纪录：拥有 84 次诺贝
尔奖提名，是至今得到该奖
提名次数最多的物理学家，
但却从未有幸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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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代师表叶企孙（第二版）》

③《叶企孙文存（增订版）》

②《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
孙和科学大师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