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桓武先生对他三篇文章的评注

湖南大学 　刘全慧

　　笔者于 1996 年 9 月 —1999 年 7 月间在理论物

理研究所读博士学位 ,师从彭桓武和欧阳钟灿两位

院士 ,学习广义相对论和生物膜理论. 这两个看似不

同的研究方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用到微分几

何. 在毕业论文阶段的一天 ,我去彭先生家 ,彭先生

拿出已经写妥注释的三篇他自己文章的抽印本 ,对

我详细讲解注释的含义. 彭先生将这三篇文章郑重

其事地写上字 ,然后耳提面命详加讲解 ,苦口婆心谆

谆教导. 彭先生的目的在于提醒我要时刻注意物理

图像和物理直觉的培养 ,期待我日后能时而温习之.

本文回忆了此事的细节 ,借以表达对彭先生的怀念.

1 　关于《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

这是彭先生给我的第一篇文章. 彭先生写的两

行字是“原载于《理论物理与力学》论文集 ,科学出版

社 ,1982 年. 对 :增强信心”. (见图 1)

这篇文章完成于上世纪 50 年代 ,但发表于

1982 年. 是彭先生将他的物理知识应用于与国计民

生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的第一篇文章. 在 1953 年

前 ,前重工业部钢铁局组织包括北京大学等一批科

研院所进行科研攻关 ,解决高温钢锭快速加热的问

题.这是鞍钢为推广前苏联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一个

实际问题 ,问何种钢材 ,尺寸多大的钢锭从炉中取出

后不待炉温下降就放进新钢锭 ,从而节省时间、提高

生产效率. 理论上 ,这属于弹性材料中求热传导和热

应力方程边值问题的解. 彭先生、王竹溪先生等北大

教授参加了攻关. 彭先生采用几个近似条件 ,并估计

了近似成立的温度及钢锭半径区间 ,最后将这个问

题化成了一个已知方程的解. 在他的处理中 ,只要测

量出一种材质钢锭的一个参数的数值就能获得问题

的近似解. 彭先生的计算同实验结果成系统的相符.

而前苏联经验仅适用于碳钢而对特殊合金钢就不能

采用. 这是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实际工作 ,后来成了

当时高温加热工艺的规范之一.

在我看来 ,彭先生一生中对物理的认识有三次

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他初中三年级 (当时彭先生 15

岁) ,他对教材中透镜焦距公式 1Πf = ( n - 1) (1ΠR1

- 1ΠR2 )不懂 ,老师借给他一本当时北京大学的普

通物理英文教材 ,看后他懂了 ,原来是折射定律加几

何和三角的关系推出来的. 这一次他认识到理论物

理是漂亮而有用的. 第二次是他到了英国投师 M.

Born(当时彭先生 23 岁) ,在读 N. F. Mott 和 H.

S. W. Massey 所著《原子碰撞理论》,他看到计算散

射强度时不计算入射波和散射波的干涉项的影响 ,

问 M. Born 为什么. M. Born 回答说 ,入射波受光阑

的限制 ,是到不了观测散射的位置的. 彭先生自己写

道“顿悟了 ⋯⋯物理的核心是正确地与实际联

系”[ 1 ]
. 第三次就是这次 ,当时彭先生 38 岁 ,他知道

了如何利用近似方法将理论和生产实际中的问题联

系起来 ,并培养出了自信心. 彭先生对我说 :“我们后

来原子弹和氢弹都搞成功了 ,证明我在上篇文章中

培养出的自信心是对的. ”在很多场合 ,彭先生多次

提到过他这三次认识上的飞跃.

2 　关于《五维空间中电子的流体结构尝试》

发表在《物理学报》1981 年第 8 期. 彭先生认为

他这篇文章不好 ,甚至可以说有错误. 彭先生写的两

行字是“错在 :电子本质增加一维不够用 (根据电弱

或磁单极启示) . ”(见图 2)

在物理中 ,电子不会是一个点粒子 ,而是有一个

分布 ,但这时是什么力将电子束缚在一起呢 ? 引入

了一个 Poincare 力 ,电子就稳定了. 彭先生将电子结

构处理为有限分布的流体 ,利用狭义相对论 ,在其基

础上加上一维 ,结果将 Poincare 力给推了出来 ,这说

明彭先生的尝试是有效的 ,不是失败的. 但彭先生自

认为不能说成功 ,因为没有其他新结果出来. 彭先生

进一步认为 ,根据 SU (2) 电 - 弱统一理论至少要增

加两维才能较全面地考虑到电的性质. 再根据 Dirac

的磁单极理论 ,磁和电是同时量子化的 ,研究电子的

结构而不考虑磁场也有不妥.

彭先生去世前两三年对电子的流体结构尝试再

次作了探索. 他于 2006 年 11 月 25 日最后一次公开

的学术报告的题目就是《包含内部空间 U (1) ×SU

(2)的推广广义相对论》. 他期待能建立一个可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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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电弱统一理论的推广的广义相对论. 在这一点上 ,

我觉得先生和薛定谔、爱因斯坦等大师晚年的研究

兴趣有几分类似 ,他们都在思考一个是否会有一个

统一的物理世界.

3 　关于《阻尼谐振子的量子力学处理》

发表在《物理学报》1980 年第 8 期. 彭先生认为

他这篇文章也不好 ,甚至可以说有错误. 彭先生写的

两行字是“少物理 ,多数学. 错在 :物理弱在未考虑其

它自由度张量. ”(见图 3)

经典力学中有阻尼谐振子 ,量子力学不允许有

阻尼谐振子的概念 ,因为它违反坐标动量的正则对

易关系. 但不断有人关注这一问题 ,彭先生也注意到

了该问题 ,并获得了一个比前人结果漂亮得多的结

果.这篇论文有很多引用 ,激发了很多的后续性研

究. 但彭先生认为这篇文章漂亮在数学. 实际的物理

是一个多自由度体系 ,其中每一个自由度满足正则

对量关系 ,是多自由度体系其中一部分的集合对另

一部分的集合形成阻尼.

4 　小结

彭先生将这三篇文章郑重其事交给我 ,是希望

要关注物理问题的本质 ,不能绕着走 ;还要注意在建

立理论时 ,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不顾及理论的

其他部分 ,要全面思考问题 ,要有“统一”观点 ;在理

论应用时 ,必须根据具体的物理问题作物理上的“近

似”,不能总要求严格解. 他觉得他第一篇文章将“近

似”用到了火候上 ,第二篇文章“统一”的观点贯彻得

不彻底 ,第三篇文章只是数学漂亮而没有全面考虑

到物理问题的本质. 一位学者能将自己认为不太成

熟的思想的不成熟处剖析给一个小辈 ,非具高尚人

格难以作到. 我在彭先生身边三年 ,耳濡目染受益殊

多 ,非笔墨所能尽述. 这里所记述的只是俱多难忘事

情之一. 古人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彭先生道德

文章根本非我能望其项背. 春节前 ,2007 年 2 月 8

日 ,我去北京医院看望重病中的老人 ,老人只能借助

呼吸机呼吸 ,能用笔写几个字. 他是希望我能将他的

包含内部空间的推广的广义相对论等课题进行下

去 ,迫不及待提笔问我“你算过什么 ?”这几个字可能

是老人的绝笔. 由于我还没有能取得什么进展 ,我是

愧对老人的. 于今老人于 2 月 28 日仙逝 ,我唯努力

工作 ,以报答先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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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 ,圆心在 x = 0 , z = 0 点. 这时晶体旋转一圈 ,e

光在空间扫出一个圆锥面 ,其轴线便是 y 轴.

在α≠0°时 ,即使α很小 ,e 光围绕晶体表面的

法线 ON 转动 ,但是因为 e 光前端 T 的轨迹在 z x

平面上的投影不是圆 ,所以 e 光在空间扫出的也就

不是圆锥面.

最后指出 ,在前面φ= 0°而α≠0°的情况下 ,e

光前端 T 的轨迹在 z x 平面上的投影虽然是个圆 ,

但是 e 光在空间扫出的却不是一个圆锥面 ,因为图

3 - 图 5 中φ= 0°的圆 ,其轴线平行于 y 轴但不通过

O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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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y turns e2ray rotates as the Iceland
spar spins one turn

ZHAN G Zhi2xiang
(School of Phys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rection of e2ray calculated with Huygens principle ,the problem of how many turns

the e2ray rotates as the Iceland spar spins one turn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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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彭先生在《阻尼谐振子的量子力学处理》一文抽印本上所写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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