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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发展
·

理论物理学家要争创世界一流成果

周光 召

(中国科学院 )

这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拨出专款支持理论物理的研究
,

对理论物理学界来说
,

当然

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激励
。

前不久
,

国家科委通过攀登计划也给理论物理以专门的支持
。

这种

支持
,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希望理论物理学家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拿出一些世界第一流的成果
。

由

于理论物理和数学要求的投入相对少一点
,

主要决定于人的智力
,

科技界希望这几门学科早点

出国际一流成果
,

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

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

我认为理论物理是有这种可能的
,

但相对数学来讲
,

又更复杂一些
。

正如存浩同志刚才讲

的
,

理论物理是不能脱离实验的
。

它要从实验中发现新的现象并总结 出一些规律
,

再通过分析

和综合形成系统的理论
。

现代物理的理论必然具有数学的形式
,

一旦形成后就可以用演绎的方

法加以推导
,

然后再去指导新的实验和发现新的现象
。

它不是一个任凭人的大脑 自由驰骋的天

地
。

这与数学多少有些不同
。

数学
,

只要遵循逻辑规则
,

是完全可以在其中自由驰骋的
。

在理论

物理中也没有那种在 1 00 年以前设下的难题
,

可以不断地去攻
,

只要最后攻下来就世界第一了
。

而理论物理中的课题顶多持续一段时间
,

要么被否定了
,

要么通过实验改进
,

产生了新的理

论
。

这就是它与数学有不同特点的地方
。

但是另一方面
,

正因为有实验
,

同时又有数学的发展
,

在某种程度上又给理论物理提供了更确定的研究方向和工具
,

能够促进它的发展
。

因此
,

理论

物理如何能发展得好
,

实际上与它和实验
、

和数学如何结合得好有相当大的关系
。

存浩同志问理论物理的重点是不是在粒子物理上
,

其实我们每一门东西都有一个理论
。

如

固体理论
、

粒子理论
、

磁学理论等
,

同时还有理论物理
。

理论物理和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

的
,

当然并不是绝对的差别
。

比如说理论物理也研究半导体
、

固体等物理现象
。

但理论物理所

研究的是所有的物质运动形式中最基本的相互作用
、

运动规律和形态构成
。

粒子理论所涉及的

是现在认识到的物质基本结构
,

即粒子间的基本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
,

所以在理论物理界受

到较大的重视
。

但是
,

粒子物理只是从一个角度研究物理现象
。

而当事物变得 比较复杂以后
,

常

常要出现一些新的基本规律
。

例如热力学
、

统计物理非平衡态的一些理论
,

以及场论中出现的

一些复杂现象
,

因为因素太多
,

太复杂
,

其中只有一些主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

从中又提炼出

新的规律
。

这些规律并不是 由那些最基本的规律
,

通过简单的推导就可以得到的
。

所 以对复杂

现象和统计过程的研究在今天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粒子物理
,

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粒子物理

更重要
。

最近这些年粒子物理实验发展很慢
,

因为需要 昂贵的加速器
。

S S C 也不能满足需要
。

要想真正研究粒子物理
,

要想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

恐怕得等到下个世纪了
。

本文为周光 召同志于 1 99 3年 2月肠 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款第一届学术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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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通过数学的帮助能够提供若干新的想法或者是一些研究方 向
,

但研究出来的很可能

是应用数学的成果
,

而并不一定是理论物理的成果
。

要真正变成理论物理的成果就必须在实验

中得到验证
。

做到这一点需要很 长的时间
。

关于非平衡的
、

多体的
、

甚至于有生命的
、

能够自组织 自发展的一些系统
,

过去有过一

些理论
,

但我觉得这些理论都有局限性
。

针对某些具体现象
,

比如生命现象
,

从理论物理的角

度加以研究
,

原则上讲应该去寻找其中最根本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

当年研究原子
、

分子是非常

复杂的
,

直到后来研究出量子力学才解决 了这个 问题
。

现在要具体去看生命现象
,

也是复杂得

不得了
,

但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简单规律呢 ?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尝试
。

科学要发展
,

学科之间知识的交流和普及 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
。

如果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不

懂得数学家的语言
,

或者数学家不能把他的语言普及到一个不是专门学数学的人都能懂的程

度
,

那么现代数学的成果就不可能在物理中得到发展和应用
。

当然最近看来
,

一般是物理学家

转成数学家
,

然后再转回来
。

比如
,

研究代数几何
、

拓扑几何就是用这种方法
。

同样对生物来

讲
,

如果没有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转成一个生物学家
,

能够真正懂得生物语言
,

又能转回来的

话
,

学科之间互不了解
,

就不能发展
。

因此
,

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理论物理
,

首先要解决的就

是知识沟通问题
,

不然我们理论物理学家就只有在原来的方向上作一些改进性质的课题
。

文章

或许可以发表很多
,

人均产值也很高
,

可是能在国际会议上作大会报告
、

能研究出引起世界

轰动的成果的恐怕不会太多
。

要做出真正 比较重要 的结果
,

就不能追求太短期的效果
,

只看短

期出了多少文章
。

而是要建立若干个基地
。

比如
,

要想把理论物理应用到生物学上去
,

就要求

生物方面和理论物理方面的人结合起来
,

彼此了解
。

首先有了共同语言
,

然后才能找 出实验现

象中那些普遍性的
、

关键性的东西
.

总结出一些规律
,

形成一些新的理论
。

中国人在研究方面应该是有才能的
。

因为国际上提出理论后
,

中国人去解方程的本事都挺

大的
,

可是要 自己提出理论来好象还不行
。

原因就是 中国的科技人员很少能够对一些现象进行

系统的理论探索和加以扩展
。

这几年有一点改善
。

但是我觉得这两方面都要继续努力
。

前几年
,

我碰到吴文俊先生时问过他
,

他的方法到底能不能用在量子场论或者量子力学上
,

他说可以
。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

已经有人用吴的方法来解杨
一

巴斯特方程
,

发现了新的解
。

这当然是理论物

理和数学结合的可喜发展
。

总之
,

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环境
,

能够有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研队伍
,

在相互渗透和了解的基础上
,

从不同学科的观点出发
,

研究一个共同的问题
,

找出它的规律
,

这是非常重要的
。

这也许在一两年内看不出太多的结果
,

但在某个时候
,

成熟了
,

也许能看出

来
。

现在我们的理论物理学界抓小问题
、

钻别人空子的本事是比较大的
。

但不应满足在他人思

想的基础上作一两篇文章
,

而要形成独特的
、

创新的
、

系统的想法
,

作一系列文章
,

形成一

个理论体系
。

现在
,

赴时髦的心理 比较重
,

而认定一个战略方向
,

去开创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

理论体系的比较少
。

这就很难在世界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

要做到这一点
,

带头人非常关键
,

风

气恐怕也很关键
。

我现在站在外面来观察
,

我们的理论物理学家还不够团结
,

各种门户之见也

很厉害
。

这很不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

我想
,

要让理论物理学家都了解国家对他们的期望是什

么
,

如果辜负了这个期望
,

将来对大家的支持也是没有着落的
,

个人也没有什么前途
。

总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支持理论物理的研究
,

是件大好事
。

可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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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我们理论物理学界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

建立有自己风格的理论物理学派
,

并在选定的

方 向上
,

努力在世界上取得领先地位
。

T H O R E T IC A L P H Y S IC I S T S H A V E T O M A K E F I R S T R A T E

A C H IE V EM E N T S IN T H E W O R L D

Z h o u G u a n g z h a o

( Ch
: n e s e A e a d

e

卿 of S
c i e o c e s

)

·

信 息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二届四次全委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扩大的二届四次全委会议 5月 18 一 20 日在北京 召开
。

科学基金委

员会委员
、

各学科评审组组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各学部
、

局 (室 ) 负责人出席会议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科协
、

国务院秘书局
、

中办调研室等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

5月 1 8日
,

张存浩主任作关于科学基金工作报告
、

中办调研室于维栋局长作关于基础研究

和科学基金制的调查情况报告
、

金国藩副主任作关于财务工作报告
、

孙枢副主任作关于 1 9 9 3

年评审工作报告
。

5月 20 日
,

胡兆森副主任作了题为
“

真抓实干
,

大力创新
”

的总结报告
。

报告

指出
,

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所确定的科技发展方针是我们制定科学基金工作方针的

出发点和依据
。

在这次全委会上
,

与会同志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

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
,

既给基础研究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

也会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
。

会上
,

代表们深入讨论了张存浩主任所做的工作报告
,

对深化改革
,

进一步完善发展科学基金制
,

也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

例如
:

加强一直 比较薄弱的后期管理
,

促进后期管理工作迈 出新的步伐
,

把整个科学基金管理水平提高一步
; 继续通过官方和民间多种渠道

,

搞好国际科技交流与合

作工作
,

并明确责任
,

简化手续
,

提高工作实效
;
继续抓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学科发展战

略研究
,

组织好
“

同行专家评议系统
”

软课题研究
、

科学研究中弄虚作假的判断准则和处理

办法的专项研究
;
着手组织制定科学基金法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科学基金制等软

课题研究
;
改进同行评议和学科评审组工作

,

进一步提高评审工作质量和运转速度… …
。

胡兆

森副主任表示
,

我们要经常和委员会们和学科评审组专家保持联系
,

更好地沟通信息
、
争取

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