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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沙龙，大家在干啥？

量子医学、量子鞋垫、量子水杯、量

子按摩……各种披着“量子”外衣的事

物，究竟什么是“量子”？

最近一场上海科学沙龙的例会上，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金尚年向在座的

二十余位教授、高工则介绍了新书《为

现行量子力学理论体系拾遗补缺》。

这本书中， 汇聚了金教授近年来对

量子力学的思考和研究。 他在书中不仅

介绍了量子力学发展情况，梳理量子、量

子化和量子力学三者关系， 还详细回顾

了量子力学的经典理论和方法， 包括对

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量子力学之争的辨

析，介绍现代科学的思想体系如何演化。

金教授侃侃而谈，讲解了自己对量

子科学理论与哲学、数学之间关系的看

法，“科学崇尚实践，哲学以信仰站队，

数学是由定义和逻辑规则决定的”。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前来参与沙龙

的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真能碰撞出

火花？ 一些参加活动的专家直言“受益

匪浅”：一方面他们可以学习了解不同

领域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科学虽然分

门别类，但研究方法却有相通之处；而

在实验室研究的科学家和在一线岗位

实践的研究者坐在一起，往往还能将理

论和实践联系打通，从产业链角度得出

前瞻性观点。

沙龙的主要发起人是中科院冶金所

教授胡素辉， 他一直希望发掘民间科研

潜力，收集、保存不同学科散存于社会上

的可能有价值的研究结果，编目整理，供

人查阅， 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适当的研

讨。 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复旦大学老教授

金尚年、费伦以及雷啸霖院士的支持，自

主成立科学沙龙的计划由此而生。

2005年 4月， 上海科学沙龙在桂

林公园的茶楼里正式成立了。 成立会

上有 10 余位复旦、同济、华师大、冶金

所、原子核所、科学学所、上海铁路局等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离退休研究员、教

授、高工，还有一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张操。 沙龙成立时共有 20 余人，一年

后人数就翻了倍。

“成立沙龙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

研究成果能够保留下来。 ”上海市老科

技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殷业退休前是

上师大通讯工程专业副教授，他直言很

多老科学家一辈子钻研某个领域，但该

领域之外的家人亲友并不了解，沙龙把

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分享，把研究结果

集结成书。 殷业说，沙龙成员大多人老

心不老，关注的话题也很前沿，“比如我

们曾讨论过引力波通信的话题，比美国

引力波项目得诺贝尔奖还早两年。 ”

跨界碰撞'4“火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在沙龙里来

自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汇聚一堂，“跨界”

思维打开新的研究思路，碰撞出不同的

火花，收获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绩。

费伦教授是沙龙最早成员之一。 在

沙龙活动期间， 作为物理化学专家的他

竟在中医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 生于

1931 年的费伦教授 1997 年从复旦大

学核磁共振研究室退休后， 念念不忘上

世纪 90年代初期的一项课题：经络。 当

时不少专家认为经络理论太过抽象，难

以取得学术成果。费伦教授力排众议，希

望通过新技术寻找经络的规律， 经过近

十年艰苦卓异的探索， 终于获得重大的

突破。

退休之后，他又在沙龙活动上了解

到复旦大学退休副教授、实验物理学家

朱永强提出的“粉碎电磁波”理论，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太赫兹波。 两人合作进

行实验，将太赫兹波的研究引入生命科

学， 既为朱永强的研究开拓了应用前

景，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

费伦教授自掏腰包， 用物理化学实

验的方法记录下艾灸作用于人体时一系

列数据的变化， 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找

到“发力点”，研制成功了电子“红太灸

头”，再进一步发展改良成具备 16个灸

头的“红太智能灸疗仪”，投入临床应用。

科学沙龙的老专家们在相互鼓励

和探讨之中，硕果累累。 著书立说是最

系统的保存自己研究成果的方式，如金

尚年教授在《为现行量子力学理论体系

拾遗补缺》之前，已写下《量子力学的物

理基础和哲学背景》。

而出版学术专著和发表论文，则是

大家提出理论、设想的途径。 费伦教授

的经络机理理论和灸疗新法、胡素辉的

对空间和时间的再认识、张操的物理时

空理论和新的电场能流观等都是在此

期间问世的。

而实验成果则可直接运用于生产实

践：全锋和朱永强等人团队近 10年来一

直用电磁粒子流处理农作物的种子，实

验地达 9个省市，已开始转向产业化；不

久前张操教授与合作者进行的“导线中

交流电场时间延迟的测定”实验，显示电

能的传播速度可以超光速， 这在科学界

上引起热烈讨论， 目前已有 5个不同实

验室重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相同。

据统计，这些年来，老专家们已出

版和完成专著 10 余本，在国内外科技

杂志上发表论文达 200 余篇， 取得专

利数百个、软件著作权数十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沙龙成员

的研究和实验全部自掏腰包完成，在他

们眼中，这些研究不为追求名利，只希

望为世间多留下一些科研探索的痕迹。

让科学家成为67楷模

田林新村可谓上海“科技含量”最

高的社区之一，最“辉煌”时一个新村就

能集中 10 余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

程院院士。 多年前，田林街道获悉上海

科学沙龙成立的消息，立即提供大力支

持，这里成了沙龙活动的大本营。

沙龙成立之初， 街道为老专家们就

近提供了居委的活动教室作为沙龙空

间；2015年田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社

区创新屋建成，沙龙首批被邀请进驻，继

续开展活动。在田林街道的支持下，科学

沙龙发展迅速。 2008年，上海市老科协

整体吸收科学沙龙为“非共识创新委员

会”；2018年，又与另一专业委员会整合

为“创新创业委员会”。

科学家们也在积极反哺社区。 沙

龙的老专家们先后在社区开展了上百

场科普讲座，长期坚持的青少年科普活

动更是一大特色。 已故的王通钦教授

把争取到的海外华人捐款投入田林社

区青少年科普活动项目上，定期进行机

器人操作培训，每年举行一次“田林杯”

机器人比赛成了田林社区的一个品牌。

他去世后，殷业老师和他的研究生们在

田林街道支持下，继续开展各类教学课

程。 社区青少年和居民收获的，不仅是

沙龙老专家们传授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还感受到这些楷模身上刻苦钻研、默默

奉献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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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徐汇区田林街道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90 岁

高龄金尚年教授拿着他的

新书《为现行量子力学理论

体系拾遗补缺》， 向二十多

位与会者详细介绍。

谈笑有鸿儒。 这间活动

室里坐着的二十多位老人，

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老教

授和高工。 这是已持续 18

年的上海科学沙龙一场“普

通”的例会。 作为上海科学

家居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2005 年 4 月起， 一批退休

教授和专家每月定期在田

林街道举行活动，每期有一

位教授分享自己最新研究

成果，其余人则针对这项研

究展开探讨、提出建议。 在

这间活动室里， 老教授、高

工们碰撞出的科学火花，已

屡结硕果。

沙龙严谨的学术氛围和

科学家们对理想的毕生追

求，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居民。

田林街道利用这一得天独厚

的优势， 请科学家为居民作

了数百场次的科普讲座，并

邀请高校学生为社区的孩子

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

近年来， 田林街道着力

打造楷模社区，而这些老科学

家们，成为社区居民争相崇敬

和学习的身边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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