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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00岁生日！你只听过他的私生活，根本不了解他的伟大？
2022年 10月 1日是祖国的生日，其实，

这同时也是我国科学家杨振宁的百岁生日。
如果要问过去 10多年里，被误解最深

的一位科学家，那大概就是杨振宁了。
他，代表华人理论物理最高成就，被认

为是继爱因斯坦、费曼之后最全才的理论物
理学家；

他，为祖国默默奉献五十余年，把所有
财产和收入都捐给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
事业，却分文不取。

可在过去的 10多年里，他承受着许多
人的谩骂和指责，不少无良媒体不去报道他
的那些成就和贡献，只会去报道和放大他的
私生活。于是，出现了一种现象，谈及我国
这位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人们想到的却
只有他的私生活，根本不知道他有哪些成
就？

我甚至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便
是有一些报道杨振宁的成就和贡献，如果你
仔细看留言板上讲的评论，就会发现不少人
在说：

我觉得邓稼先更伟大。
邓稼先确实伟大。但这个现象让人背

后的本质：作比较。当我们谈论起袁隆平、
屠呦呦、钟南山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不
会去把他们和邓稼先、钱学森作比较。因为
我们知道，他们都伟大，没有谁高谁低。可
偏偏到了杨振宁这里，这种认知就失效了。

要知道的是“两弹一星”一共有 23人，
可绝大多数人却只知道邓稼先、钱学森和钱
三强，这几年随着报道，有些人知道了于
敏。而绝大多数人了解邓稼先的事迹，其实
是源自于一篇小学课文，这篇文章就叫做：
邓稼先。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篇文章的作
者是谁呢？

是的，作者就是杨振宁。说实在的，很
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篇文章，谈论起“两弹一
星”时，有多少人会想到邓稼先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会说：不至于。这让我想起
了郑强教授说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正在为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3000
位知名的中学校长演讲，他问这些校长：“中
国只有一个人获得过祖国的 6项最高荣誉，
你们知道是谁吗？”

结果等了 3分钟，全场没有一位校长能
回答得上这个问题。

而这个答案就是：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院士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可鲜有人知。
而杨振宁为中国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且这样的默默奉献一做就是50余年。
2019年，“求是终身成就奖”授予了杨振

宁，美女科学家颜宁向杨振宁致敬说：
很激动见到杨振宁先生，你是我们的

‘爱豆’。 我可能毕生也无法达到您的高
度，但从您可以看到华人可以达到怎样的高
度，这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授予了他，颁
奖词是这样的：

站在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上，惊才绝
艳。你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不
多。你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
白。曾经，你站在世界的前排，现在，你与国
家一起向未来。

我一直认为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很好地
概括了杨振宁的一生。那么他都有哪些贡
献呢？

很多人知道杨振宁大概是在 2004年，
当时他和翁帆结婚，由于巨大的年龄差，引
起了不小的舆论。不少人认为杨振宁是在
那个时候回国的，脑补他回国只是为了来养

老享福的。一位全球最顶级的科学家难道
真的会缺少养老享福的地方？

1957年获得诺奖的杨振宁发表获奖感
言时，他说：

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
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
愿意说我为中国传统骄傲。

在晚宴上，他不断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
份，并怒斥西方列强曾经对中国的侵略。

事实上，杨振宁是在 1971年回国的，当
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从“禁止去的国家”
划掉之后，就立马申请回到中国。为此，FBI
多次找上门来威胁他。不过，这依然没有动
摇他想要回国的决心。回国后，他受了当时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聊了一整个下午，主要谈论就是美国方
方面面的情况。

从那时起，杨振宁就成为了中美沟通的
桥梁。不仅如此，他当时拒绝了许多美国高
校的邀请，其中，马里兰大学曾给他提供 20
万美元的高薪，但被他拒绝了，要知道这可
是在上世纪 70、80年代，这已经是非常可观
的一个数字了。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在美
国唯一的房产变卖，捐给了清华大学的高等
研究院。如果他真的想要回来养老享福，有
必要真的选择在 70年代这样特殊的时期
吗？

当时他回来后，由于是在特殊时期，我
们国内有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没办法继续搞
科研工作，甚至有些还去劳改。杨振宁每次
回国，都会被要求开一张访客名单。他心里
也很清楚，这个名单是可以帮助这些科学家
摆脱困境的，于是他在这张名单上写上了许
多科学家的名字，其中就有邓稼先。他们是
同窗、战友，感情很深。邓稼先就曾对自己
的妻子说：

他和杨振宁之间的情义堪比战友和亲
兄弟。

而在回国的 50年里，杨振宁主要几件
事情：

建立高等研究院和实验室
搞科学研究和给学生授课
招募世界顶尖科学人才
他很早就发现，国内科学家的环境和生

活其实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改善
国内科学家的搞科研的环境。于是，他说服
了不少企业家，让他们出资建立一些学术奖
项。其次，他亲自主持建立了多个高等研究
院和 60多个高级别实验室。比如：清华高
等研究院、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等。如今，
清华高等研究院的科研水准是世界级的。

回国后，他也没有中断科研工作，他继
续在清华大学做学术研究，创立了清华大学
的凝聚态物理学系，发表了许多科学研究成
果，让清华大学这个系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
水准。即便是到了后来，已经 82岁的杨振
宁，还去给大学本科生讲授理论物理学。

他对外招募世界顶级的科学人才。其
中，他说服了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放弃普林斯
顿大学终身教职，前往清华大学创立“计算
机科学实验班”，这就是培育了大量国内顶
级计算机人才的“清华姚班”，这使得清华大
学的计算机专业成为了世界最顶尖的水
平。除此之外，他还招募了物理学家文小
刚、数学家张守武等人。这样的招募一直都
在持续，50余年来就没有间断过。

而杨振宁的这些工作，他都分文不取，
清华大学给他安排的房子，他也只有居住
权，没有所有权，清华大学给他的 100万年
薪，他也分文不取，全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
事业。

除了这些之外，他还非常注重科普教
育，曾向周恩来总理讲述了科普教育的重要
性，并且推荐了《科学美国人》，后来邓小平
同志主持引进，把科普杂志命名为了《科
学》，这就是《环球科学》的前身。

他比较为人所知的一个事件是：反对修
建粒子加速器。很多人只知道他曾和王贻
芳有过关于“修建粒子加速器”的争论。事
实上，早在 1972年，他就反对修建粒子加速
器。当时国内不少科学家希望修建粒子加
速器，可杨振宁认为，我国当时经济水平太
落后，修建加速器需要动用几千万甚至上亿
美金，即便是真的修建出来，加速器的性能
指标也要落后于国外当时其他加速器的技
术水平，属于人家已经淘汰的水平，根本获
得不了什么可靠的科学成果。在他看来，我
国当时主要缺少的是计算机、生物制药、机
械工程等领域的人才，应该把钱花在刀刃
上。

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杨振宁就是高能
物理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高能物理学的实
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验证他的一些理论，可
他并没有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赞成粒子加
速器的修建。

那么杨振宁在物理学家中到底是什么
水平呢？

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和李政道 1957年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原因是：宇
称不守恒。

事实上，这个成果在杨振宁的众多学术
成果中，勉强可以排在第三位。他一生在 4
个领域获得了 10多项诺奖级别的学术成
果。如果不是诺贝尔奖的潜规则里规定一
个人在同一个领域里最多获奖一次，那么杨
振宁起码还能再拿一次。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在 1954年
发表的“杨-米尔斯理论”，这是他当时带自
己的研究生米尔斯一起做的。这个理论可
以理解成是粒子物理学的骨架理论，在物理
学、数学领域都极为重要。我们随便举个例
子，曾有 5位科学家拿这个理论来解释强相
互作用，结果他们全部获得了诺贝尔奖。

新千禧年的七大数学难题中就有：
杨-米尔斯：证明量子杨-米尔斯理场存

在，并存在一个质量间隙。

这说明了这套理论对于未来的科学研
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属于奠基型的理论。
在物理学领域，能够拿出这种级别科研成果
的，大多数我们都听说过，比如：牛顿的万有
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玻尔兹曼的统计
物理学理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薛定
谔的波动方程。

科学家聂华桐就曾说：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物理学家的名

字，像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初建时
的海森堡、薛定谔以及狄拉克。 现在再要
往下排的话，我想杨先生的名字就要算在里
面了。

也就是说，他的学术成就即便是放到物
理学史上，也是排在前列的存在。世界顶级
期刊《Nature》曾经评选了过去1000年里，对
于世界影响最大的 20位物理学家，杨振宁
就在其中，也是名单中唯一一个还健在的物
理学家。

很多人不了解他的科学成果，只是因为
他的成就实在太艰深了，即便是理论物理学
的研究生，如果不是在这个细分领域，也很
少会接触得到。

英国曾经用了最高规格的送别方式，来
送别已故科学家霍金，把他葬在了威斯敏斯
特大教堂，享受人们的崇敬。而在此之前，
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达尔文等伟大科学
家也都是享有这种最高规格的送别方式。

要知道，霍金相比牛顿、麦克斯韦、杨振
宁而言，理论物理学的成就根本都放不到台
面上来。可没人会拿霍金去和牛顿作比较，
对霍金只有尊敬之情。

无论巨大的科学成就，还是 50余年如
一日对国家做的贡献，杨振宁都是一般人比
拟不了的，他把自己全部的财产和收入都捐
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
的。

如果连杨振宁这样的伟大科学家，还有
人拿他去和其他伟大科学家去作比较，是不
是不太合适？是不是显得太过于浅薄？我
们不是应该尊敬所有为祖国倾尽全力做出
贡献的科学家吗？想想英国如何对待霍金，
再想想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物
理学家，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最不可思议的超光速现象，没有它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光速限制，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核

心思想。但是，在量子世界，超光速现象几乎
随处可见，让人觉得如此不可思议。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量子力学其实早
就走入了你我生活，但至今没有人能完全读
懂量子力学，因为它实在太诡异了。

量子力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不确定性，我
们只能用概率去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也就
是所谓的“波函数”。

同时，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提出了物质波
的概念，认为任何物体都有波长，都可以被描
述成某种波包，波长的大小决定着一个物体
的位置确定程度。

波长越大，位置就越不确定，波长越小位
置就越确定。

不仅仅微观粒子有波长，宏观物体同样
有，只不过由于宏观物体质量很大，现实世界

很难体现出波的特性，只有粒子性。比如说
此刻的你坐在沙发上读这篇文章，但理论上
讲，你也有可能在月球上，或者其他任何地
方，只是这种概率趋于无限小罢了。

而如果我想看看你到底在哪里时，你的
状态就发生了坍缩，也就是波函数坍缩，从不
确定性坍缩为确定状态。

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了另外
一个诡异现象：量子隧穿效应。

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量子隧穿效应。假
设以你个人能力，最多只能翻越2米高的墙，
这意味着在面对 5米高的墙时，无论如何你
都翻越不过去。

但如果你在量子世界，情况就不一样
了。你有一定几率通过“赊借”能量的方式瞬
间穿越 5米高的墙，然后归还能量。只要整
个过程时间足够短，就可以发生。

这就是量子世界里的量子隧穿效应。事
实上，恒星之所以能发生核聚变，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有量子隧穿效应的存在。单凭恒星核
心的温度和压力其实远远达不到核聚变的条
件，而正是由于在量子世界存在量子隧穿效
应，某些微观粒子总能跨越“障碍”进行核聚
变，虽然几率很小，但恒星内部微观粒子数量
极其庞大，产生核聚变的粒子总数也是很可
观的。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量子隧穿效
应存在，恒星就不会发生核聚变，生命也就不
可能诞生，当然也不会有我们人类！

量子隧穿效应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理论分析，量子隧穿效应是瞬间完成的，

不需要瞬间，这就意味着整个过程是超光速
完成的。如果把整个过程不断放大，是不是
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瞬移或者时空穿越的超
能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