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位于张江科技园的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 孙中钦 摄

� 2010年6月21日，李政道在上海世博会主题论坛上演讲，身后的伽利略像是他亲手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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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李政道，对如今的普通民众来
说，似乎没有那么亲近。人们大
抵记得，那座坐落在张江、追求
“天问”，以这个名字命名的研究
所；对科学稍有了解的人，则会说
出“诺贝尔物理学奖”“宇称不守
恒”这般细节和片段；当然，绕不
开的，还有那段与合作者之间令人
扼腕的决裂……
放眼世界科学界，大概也没有

谁能像李政道一样科艺双馨，且孜
孜不倦地推动两者的融合。就像
他说的，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
的两面。
这是一位天才的故事，但实际

上，它关乎更多的人……

仅13个月斩获诺奖
回顾李政道的求学和研究经历

可以看出，他确是世所罕见的物理
学天才。

1926年11月，李政道出生于
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受战乱影
响，少年的求学之路坎坷，但仍凭
借惊人的毅力，于1943年以同等
学力考入浙江大学，后转学至西
南联大，先后得遇“中国雷达之
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
昌、“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等
名师传道授业，物理才华渐显，学
问之志益坚。

1946年9月，李政道赴美求
学，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恩利克·
费米——彼时的芝大，有着最活跃
的物理前沿研究。和导师一样，李
政道习惯自学，不喜欢接受别人的
成果，而是用自己的方法从零开始，
构建起整个知识体系。在大洋彼
岸，他很快崭露头角，于1950年获
得博士学位。
“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

体物理的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
受益。到了西南联大，我跟吴大

猷先生也是一样的，后来跟费米
教授也是一样的。”李政道如是回
忆恩师。
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和杨振宁

斩获诺贝尔奖的速度——13个
月。1956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人，在美国
《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合作提出的宇
称不守恒理论假设。宇称不守恒定
律是指：在弱相互作用中，互为镜像
的物质的运动不对称。
用大白话来说，过去科学界认

为，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本身性质
完全相同；而李杨二人深入研究后
大胆断言，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
相照镜子的话，在镜子里和镜子外
衰变方式不一样。

1957年，多组科学家几乎同时
通过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理论假
设。从此，宇称不守恒成为基础科
学原理。当年10月，两人被授予诺
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首获这
一世界最高科学荣誉。
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宴会上

发表获奖演讲时，李政道特别提到
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如来斗法：
“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
得了快速的进步。但我们必须记
住，即使到了佛陀的指尖，我们距离
绝对真理仍然非常遥远。”
李政道晚年还活跃在物理学学

术研究的前沿，直到84岁退休前，
他依然在发表研究论文。

重开中美留学渠道
11位欧美和中国等地科学院

的院士，400多位发明家或企业家，
300多人在各类科学技术组织中担
任职务或成为会士，百余人获得各
类科技大奖……他们都与中美联合
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
直接相关，而李政道是其中的关键
先生。

1972年，李政道再次踏上故

土。此时他已是世界一流理论物理
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一
些科研院所参观后，发现当时中国
的科研水平和运行状况堪忧。他决
定亲自回国授课。1979年5月到7
月，连续七周，北京科学会堂都挤满
了关心物理学前沿进展的人们。为
了让国内科研人员尽可能快地了解
国际前沿研究信息，李政道将原来
要用一到两年讲授的课程内容集中
在两个月内讲完。
“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

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
远不够的。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
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
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
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
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
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
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政道曾
这样回忆。
或许，某种程度上李政道是想

通过CUSPEA为这些年轻人提供
机遇并复制自己的成功。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他反复游走于中美各
所大学之间，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最终促成了这一项目，915名中国
青年学子得以赴美学习。在长久
的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留学渠道
由此重开。
李先生曾说：“在CUSPEA实施

的十年中，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约
三分之一的精力，虽然这对我是很
重的负担，但我觉得以此来回报给
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国母亲
和老师是完全应该的。”
后来，这一培养模式又推广到

生物化学（CUSBEA）和化学（CGP）
领域，累计选拔1600余人赴美留
学……近半个世纪后回看，李政
道推开的这扇门依然影响深远。
他曾说，CUSPEA有意义，有价值，
从某些方面来说，比宇称不守恒
还有意义。

艺术科学硬币两面
“艺术与科学是同一枚硬币的

两面，它们同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
尚的部分，都追求深刻性、普遍性、
永恒和卓越。”李政道的这段名言，
在中国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

李政道曾邀请李可染、吴作人、
黄胄、华君武、吴冠中等艺术大师为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的国际
科学学术会议创作主题画，产生了
大批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珍品。

1987年，他为“格点规范场论”
国际学术研讨会设计了题为《格》的
主题画。“格点规范场论”是处理量
子场论的一种非微扰方法，本质是
用有限的格点替代连续时空中的场
来进行运算；而“格”在中文中所组
成的格致、格范、格正、格量等亦有
探究与测量之意蕴。

每逢新春佳节，李先生会亲手
绘制贺年卡送给朋友们。2005年
农历乙酉年的贺卡，是三只刚从蛋
壳里钻出来的小鸡。他在上面诙谐
地写道：“上海家乡话，‘蛋、代’和
‘鸡、继’均同音”，因而“谁知蛋鸡哪
先生，祗愿代代有继人”。

吴冠中为《李政道随笔画选》写
的序言中说：“政道兄的作品中充分
体现了形式构成之视觉美感，点、
线、块面、曲、直、奔驰、紧缩，这些画
家的专业之技，却正是科学家眼中
的自由法则。在无法之法中表现了
对象的生动体态及情之所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

此身。”杜甫的这两句诗，也是李政
道最喜欢的诗句之一。他曾写道：
“这一非凡的诗句，道出了一个科学
家工作的真正精神。不可能找出比
‘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刻画
对物理的探索。”

在一心追寻真理、报效祖国、徜
徉科艺海洋的旅途中，诺贝尔奖或
许只是李政道人生的一个注脚吧。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在美
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7岁

细推物理须行乐
何用浮名绊此身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地时间2024年8月
4日凌晨，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
97岁。
这位出生于上海的物理天才少年成名，在战火中求学，1946年赴

美深造。1956年，他和杨振宁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猜
想，次年获实验证明后即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历史上
第二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功成名就后的李政道，牺牲大量研
究时间，几乎又以一己之力促成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
（CUSPEA），让近千名中国学生得以赴美学习物理学。

1972年，李政道
回到阔别多年的祖
国，第一站就是上海，
造访了复旦大学。两
年后，李政道再次调
研复旦大学，深深为
祖国基础科研的不足
而忧虑，于是向党中
央递交了《参观上海
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
想》，强调基础科学研
究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并呼吁培养青年
科技人才。

1998年，李政道
出资设立以他与已故
夫人秦惠 的名字共
同命名的“ 政中国
大学生见习进修基
金”，简称“ 政基
金”，参与的大学包括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苏州大学、兰州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中
国台湾的新竹清华大
学。次年，先生出席在复旦大
学举行的“ 政学者”座谈会，
并写下“ 政竹”，表达对夫人
的思念。2015年9月，李政道将
“ 政基金”管理委员会工作移
交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5月，李政道受被他
视为“忘年交”的张杰院士邀
请，访问上海交大。与时任校
长的张杰数次“秉烛深谈”后，
李政道表示要将诺贝尔奖章原
件及毕生所藏手稿、信件、书籍
和艺术作品等档案资料和位于
上海宛平路的旧居，无偿赠予
有“多年友好交往”的上海交通
大学。作为李政道相关资料最
完整、最系统、最全面的收藏保
存中心，李政道科学成就、治学
贡献、高尚道德和爱国情怀的
宣传展示中心，李政道图书馆
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成后，已成
为申城高校文化地标。

2013年，李政道捐资设立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
艺术讲座基金”，以科学为题，
举办科学专题研讨会及全国性
的艺术作品大奖赛，培养科艺
融会的创新型人才。

2014年，李政道给中央领
导写信，建议“建立一个类似于
上世纪玻尔研究所的基础科学
研究所，从事物理和天文方面
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寻找宇宙
中极大和极小间的关联，探索
自然界最基本和最深刻的相互
作用规律，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中国贡献”。得到高度重
视。2016年，李政道研究所挂
牌成立，在第一个五年建设期，
已形成了天文与天体物理、粒
子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三大
研究方向。“李所正发挥大科学
研究范式的优势，聚焦根本性
科学问题。希望用三个五年的
时间，形成基础研究的‘上海学
派’，到2035年建成有重要学术
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基础科学研
究所。”所长张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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