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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卢鹤绂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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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卢鹤绂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国际知名学者 ,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 ,成

绩斐然 ,被翊为“中国核能之父”。他十分重视理论的创新与科学的社会实践 ,认为“一个科学家要有新的突破、新

的发现”,“理论预言指导实践是当代重大技术发展的特征”,“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精神也是没有国界的”。他

勇于创新、注重实践、献身科学、热爱和平的科学精神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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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鹤绂是 20 世纪伟大的理论物理、核物理学家 ,在国内

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由于他在核能、物理领域的杰出成就被

尊称为“中国核能之父”[1 ] 。卢鹤绂教授是伟大的教育家 ,他

积 60 年的教育生涯 ,在多所大学执教 ,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

一代人才 ,其中包括多位院士和著名专家、学者 ,还有许多世

界著名的科学家。卢鹤绂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 ,为了纪

念这位中国核物理学家 ,1998 年和 2004 年 6 月 17 日美国休

斯顿浸信会学校和卢鹤绂的母校 ———著名的明尼苏达大学

分别为卢鹤绂立了铜像。这是在美国继孔子、孙中山之后竖

立的第三尊中国名人雕像 ,也是惟一的一尊中国科学家的雕

像。[2 ]2004 年 6 月 15 日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市长哈瑞斯

宣布 ,今后每年 6 月 15 日为“卢鹤绂日”[3 ] 。2004 年 7 月 26

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又召开了缅怀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

卢鹤绂院士诞辰 90 周年纪念大会。[4 ]卢鹤绂的一生 ,是勇攀

科学高峰的一生 ,是不倦追求真理的一生 ,他的孜孜不怠的

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 ,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

世界。卢鹤绂的科学精神深深引起人们的思索。本文从卢

鹤绂的科学成就与科学思想中剖析他勇于创新、注重实践、

献身科学、热爱和平的科学精神 ,为弘扬我国伟大科学家的

科学精神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 　“一个科学家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发现 ,

而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跑。”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 ,卢鹤绂在他的科学研究过程中 ,处

处都表现出他的创新观念。他提出 ,“一个科学家要有新的

突破、新的发现 ,而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跑。”[5 ]无论是物理

实验过程还是物理理论的思维过程 ,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卢鹤绂在从事物理研究的过程中 ,非常重视科学实验。

早在 1937 年 ,年仅 23 岁的卢鹤绂就自己动手制成了一台 180

度聚焦型质谱仪 ,研究热盐离子源的发射性能 ,从而发现了

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他使用时间积分法 ,在世界上第

一次精确地测得锂 7 及锂 6 的天然丰度比为 12. 29 ,并于

1938 年在《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锂离子的低温热源》。

当时美国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 ,并在头版位置标出“一个

中国人在测量原子的重量”[6 ] 。卢鹤绂测定的数值被选定为

同位素表上的准确值 ,被国际同位素表沿用了 50 多年。1953

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雪格瑞主编的《实验核物理》中明确表

示 :“卢鹤绂首先利用热盐离子发射方法 ,以锂离子源整个生

命放出来的数量为准。”[7 ] 1959 年著名学者沃尔士在其主编

的《质谱学的进展》一书中 ,介绍了卢鹤绂的这一发现 ,并认

为这项成果来之不易。[8 ]

新中国成立后 ,卢鹤绂回到国内 ,任教于浙江大学。据

他的学生陈昌生回忆 ,当时物理实验室的条件是非常差的。

于是卢鹤绂自己动手办起了充氩电子收集型裂变电子室 ,焊

接了脉冲放大器 ,找不到屏蔽电缆线就用普通电线在外面包

一层香烟锡纸来代替 ,所用示波器是由王淦昌老师从美国带

回来的 ,没有计算器 ,就用目测法 ,记下示波器的脉冲数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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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设计制作线性电脉冲放大器 ,并用自己制造的仪器 ,在

我国最早测得铀 235 自发裂变半衰期及铀裂块在氧化铀层

中的射程。科学实验对于科学认识的活动起着决定的作用 ,

科学实验凝聚和渗透着科学家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卢鹤

绂对科学实验的重视 ,充分体现了他的科学创新精神 ,在什

么时候都要有所突破有所发现。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 ,

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科学研究中 ,科学实验与理论思维是辩证地联系在一

起的。科学实验可以借助于仪器来进行 ,而理论思维则更加

注重思想实验。科学家在实验上有所突破还算容易 ,而要在

理论上有所突破 ,除了要有一般的科学思想 ,更重要的是有

战略眼光。

卢鹤绂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很重视抽象的思维。他认为

物理学是一个整体 ,不应该被分割 ,强调对物理学来说 ,数学

只是工具。他一向重视基本概念 ,在谈到他的物理思想时 ,

他说 ,“我基本上是个物理学家 ,要靠物理思想 ,其他的仅仅

是工具和手段而已。有了物理思想 ,没有条件成果也出来

了。”[9 ]就是他的不可逆方程 ,也是他凭一般的物理概念而得

出的。同时他的研究总是具有战略眼光 ,他从全宇宙整体出

发 ,考察所有的物理理论 ,到了晚年仍有重大的突破。1995

年 ,在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进一步考察的基础上 ,卢鹤绂

教授和他的学生王世明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杂志发表

题为《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检验》的论文 ,对爱因斯坦相对

论提出了挑战 ,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仅仅适用于地球 ,而

不适用于整个宇宙。可见 ,卢鹤绂坚持的是统一的科学观念

和哲理性的思维方式。《伽利略电动力学》杂志主编豪沃德·

海顿 (HowardHayden)教授专门为文章写了前言 ,评论这篇文

章开辟了向爱因斯坦理论挑战的新方法。[10 ]美国物理学家

西敏·李评价说 :“这篇论文不仅显示了卢鹤绂的创造才能 ,

也显示了他敢于反主流物理思想的勇气。”[11 ]而在他看来 ,

却只是“把天空戳了个洞”[12 ] 。

科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创新。可以说 ,卢鹤绂的一生中所

有的贡献都是富有创造性的。从 1937 年 (23 岁) 发表第一篇

论文 ,精确地测定锂 7、锂 6 的丰度比为 12. 29 开始 ,创造了

许多第一 : (1)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热盐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

应 ; (2)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量锂元素丰度比 ; (3) 世界上第

一个公开了原子弹核能的秘密 ; (4) 中国第一个观察到核裂

变 ; (5)中国第一个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与运用 ; (6) 世

界上第一个提出弛豫压缩基本方程 ———“卢鹤绂不可逆方

程”[13 ] 。尤其是“卢鹤绂不可逆方程”,是卢鹤绂在 1950 年的

论文“容变粘滞性之惟象理论”中推出的方程。这个方程的

论证是得到国际物理学界公认的 ,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 ,

也是卢鹤绂一生中最满意的科研成果。当有人问他要告诫

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信条是什么时 ,他的回答是 :“要有所发

现 ,有所发明 ,有所发展 ;而最后的目标是开创新领域。”[14 ]

二 　“理论预言指导实践是

当代重大技术发展的特征”
　　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 ,不仅要以创新为灵魂 ,还要

以实践为基础。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 ,仅从科学自身的发展

很难全面理解与把握科学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的今天 ,科学家的科学实践精神对推动科技与社会发展起着

极为关键的作用。

卢鹤绂不仅是一流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 ,同时还是一名

政治家。他于 1953 年加入九三学社 ,以后又被选为九三学

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科教委员会主任等 ;并被选为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六、七届全国政治协商会

议委员。但不论出于什么样的角色 ,他都不会忘记自己身上

的使命 :在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科学技术在

社会中的应用。

卢鹤绂特别强调科学理论对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他认为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是科学技

术、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 ,坚持一种“大物理主义”的思

想。[15 ]他曾经说 :一个在重大科学理论的建树上无所贡献的

民族是很难在当代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跻身于世界前列的 ;他

认为 ,要有意识地用理论预言去指导实践 ,不可指望以“瞎猫

乱碰死老鼠”的方式取得重大的技术发明。新世纪文明的建

设者们要通过理论创新去把握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从而使我

国在经济实力与科学水准方面走向世界的领先地位。

尽管卢鹤绂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对于我国与

国外的科技发展差距依然深有体会。卢鹤绂在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读博士时 ,物理系培养了 10 个博士 ,但除了他回国当

教授 ,另一人到 CERN 当研究员外 ,其他人都在工业部门工

作。有感于国外的教育体制 ,卢鹤绂经常借用他亲身经历的

这个故事 ,积极主张“学理科的学生毕业后到工业部门去 ,搞

发明创造 ;使我们的产品超过外国 ,从而占领世界市场”[16 ] ,

充分表达了他科技强国的伟大理想。在阐述科技创新与现

代化建设的关系时 ,他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 :“科研

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17 ]他首先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

他说 ,“21 世纪的中国要增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18 ] ,然后

又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大中企业应有其直属的科研机构 ,应

集中一批中高级科研人员进行与生产有关的科学研究”[19 ] ,

并让人们转变传统的观念 ,科学技术工作应该结合实际 ,而

不能局限于研究所的研究。也就是说 ,科学技术应该放到生

产企业单位中去 ,科研的人才应该到生产企业单位中去 ,在

那里进行科研发明 ,创造成果 ,从而锻炼成为优秀人才。他

认为 ,青年学者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不能有崇洋媚外

的思想 ,引进不是主要的 ;创新 ,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来 ,这

才是最重要的。[20 ]

卢鹤绂在一次谈话中 ,曾尖锐地指出 :“理论预言指导实

践是当代重大技术发展的特征 ⋯⋯像我这样强调理论的 ,现

在没有了。现在抓科学、抓工业 ,一是靠人多 ,二是靠引进 ;

而科学靠人海战术是难以奏效的 ,光引进不创造只能永远跟

在别人后面。”[21 ]

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重视培育科学精神 ,卢鹤绂还特

别强调将科学精神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上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

建设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尽管他的许多思想并不能完全

变为现实 ,但他的这种科学实践精神 ,却值得我们继承与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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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功的和不那么成功的探索 ,

都是为后人积累经验 ,都是为伟人产生而铺路”
　　科学精神的内在特质之一是渴求和崇尚真理 ,探索客观

规律。而追求真理的精神之路总是布满荆棘 ,因此科学精神

同时意味着勇敢的献身精神。

卢鹤绂一生从事物理研究与教学 ,物理对他来说就是一

种信仰。他很清楚搞理论物理的艰辛 ,有一次他提出 ,要充

分估计理论物理研究的艰苦性 ,理论物理学家往往需付出一

辈子的全部心血。但同时 ,卢鹤绂教授又认为 ,真正的科学

家要有献身精神 ,为了追求个人名利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

学家的。在研究过程中 ,他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了科研中应

该具备的“大鸟与小鸟思想”[22 ] 。大鸟是指大项目的科研 ,

目标高远的 ;小鸟指小项目的科研 ,指入手的 ,起步的。也就

是说 ,搞科研工作 ,一定要长期积累 ,取得成果后 ,慢慢地就

会被国际上的学界接受和承认。他认为 ,搞科研工作 ,眼光

要放大处 ,但又要从小处着手 ,在科研道路上 ,更多的人是铺

路石子 ,伟人只有一个 ,不愿意做铺路石子的 ,也不可能研究

出有水平的科研成果。这种思想对科学研究是很具有指导

意义的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却受到了批判。在这一点

上 ,卢鹤绂正是通过自身的经历显示出他伟大的科学品格。

他曾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那是 1940 年至 1941 年期

间 ,他与另两位物理学家共同研究一个课题 ,当时国内正在

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卢鹤

绂出于民族大义 ,毅然回国 ,退出了这个研究小组。他回国

后不久 ,与他共同研究的两位美国人因为这个课题而获得了

诺贝尔奖。上世纪 80 年代初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

者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做报告时就曾说过 ,“如果卢鹤绂还

在美国的话 ,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23 ]当有人就他与诺贝

尔奖擦身而过而在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将诺贝尔奖作为人生

目标访问时 ,他这样讲 :“300 年的物理史 ,出了几个伟人 ? 几

个牛顿、几个爱因斯坦、几个玻尔、几个费米 ? 没有无数的铺

路石子 ,就不会有伟人的出现。”[24 ]“成功的和不那么成功的

探索 ,都是为后人积累经验 ,都是为伟人产生而铺路。”[25 ]所

以卢鹤绂把物理作为一种信仰 ,作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正是

他成功的基础。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 ,科学事业是没有尽头

的。卢鹤绂在他 80 岁寿辰上依然感怀地说 ,“我还有二十年

⋯⋯我希望还能给国家做点贡献。”[26 ]这种为了祖国的科学

事业而“心绝纤尘 ,念兹在兹”[27 ]的纯真品格是作为一名伟

大的科学家所特有的科学素质。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献身的

精神 ,他也取得了“功被物理微、宏、宇”[28 ]的成就。当卢鹤

绂谈及“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无缘”的话题

时 ,他说 :“开天辟地 ,创出新天地 ,自然得之 ;模仿练习 ,细游

旧山河 ,只能失之。”[29 ]从中我们领会到卢鹤绂探求真理的

崇高境界。

四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

科学精神也是没有国界的。”
　　谈到科学精神 ,人们必然想到与之相对的“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

分 ,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

健康发展必然要求实现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通与共

建 ,实现对真善美的统一。任何忽视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的

理解 ,都是片面的。

认为“科学家的知识是最不私有的”[30 ]一直是卢鹤绂坚

持的一个原则。1945 年 8 月 ,卢鹤绂担任中国科学社编辑不

久 ,针对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铀弹和钚弹的事实 ,

撰写了《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原子能与原子弹》等文

章 ,向广大读者通俗地介绍原子弹的基本情况 ,告诫人们原

子弹并没有什么秘密。二战结束后 ,卢鹤绂很快在美国《物

理月刊》上发表了《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论文 ,这是国际上

首次公开披露有关原子弹的情况。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原

子弹的全部原理 ,提出了估算原子弹与原子反应堆临界大小

的简易方法。卢鹤绂所获得的结果 ,同后来得到的事实相符

合。国际上承认卢鹤绂为第一个公开发表者 ,美国原子能委

员会极为重视 ,特来函索取论文的抽印本 ;美国《物理月刊》

主编寄来感谢信 ,向他表示祝贺。卢鹤绂的《关于原子弹的

物理学》论文为前苏联、美国等国所采用 ,他的这一成就向全

世界证明 :掌握原子弹秘密的人决不只是美国人 ,中国科学

家中也有人精通原子弹的奥秘。[31 ]

而当时的卢鹤绂为了人类的和平却不愿意去参加制造

原子弹 ,当他并不太懂得“和平”深意的儿子问及他原因时 ,

他讲了两件事。“其一 ,第一次投掷原子弹的飞机驾驶员 ,看

到原子弹杀伤力这么强 ,杀伤无数无辜后 ,他发疯了。其二 ,

设计原子弹的工程师奥本海默 ,在核爆炸成功的第二年也后

悔了。”[32 ]在这一点上 ,与美国的爱因斯坦一样 ,在卢鹤绂身

上也体现了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美国休斯敦大学物理系

主任爱德·汉格弗曾经这样评价 :“他被称为中国核能之父 ,

但他的目光 ,是和平和荣耀的远见 ,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 ,而

是对所有的人。”[3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人们向科学家

的道德以及责任提出更多质疑的时候 ,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些

伟大的科学家的言行。正是他们 ,向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

化对立的人们提供了二者融合的可能。他们用自身的行动

告诉我们 ,科学不仅仅是合理性的事业 ,它在维护科学自由

与地位的时候 ,更应该重视人的尊严与价值。

科学家是有国家的 ,为了祖国的需要 ,卢鹤绂一生中三

次出国工作又三次毅然回国 ;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美国传

记研究院授予卢鹤绂“国际承认奖”,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

“二十世纪成就奖”;科学精神也是没有国界的 ,卢鹤绂在科

学上的特殊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肯定。

卢鹤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这位“人

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伟大的爱国者”[34 ]一生令人瞩目的

学术成就 ,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他从事科学理论研究还

是科学实验 ,也无论是作为理论物理学家 ,还是一名科学工

作者 ,他的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将会影响一代甚至是几代

人。无论是为了报效祖国而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 ,还是公开

揭示原子弹的秘密 ,他的不平凡的爱国情操和科学品质将激

励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献身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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