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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得志的“神童博士”

李政道的求学和成长经历比
较特殊，他不仅没有接受过良好的
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小学、中学、
大学都没有毕业过。那么，李政道
是如何成为科学大师的？

1926年11月25日，祖籍江苏苏
州的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
分子家庭，父母对他的教育十分严
格和尽心，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
师，这让他很早就在数学、英文和
国文等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开资料显示，李政道曾就
读于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
学校，因抗战爆发，中学未毕业。
1943年，年仅17岁的李政道以同
等学力考入了迁至贵州的浙江大
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国
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
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中微
子实验与理论等重要的物理前沿
问题。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军侵
入贵州，浙江大学被迫停办，李政
道又转入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是李政
道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物理学
家吴大猷在这期间对他的成长起
到了重要作用。1946年，经吴大猷
推荐，20岁的李政道以当时仅有
的大二学历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
院录取。进入芝加哥大学后，一次
他上“美国氢弹之父”泰勒的量子
力学课时，泰勒出了一道极其难
的题目，结果李政道很快就做了
出来。泰勒一看他的解题思路，比
自己的方法还要好，对其大加赞
赏，还把他的卷子拿给系里的教
授们看。当年，这门量子力学课，
李政道考了全班第一名。

1949年，李政道以“有特殊的
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
辩，被誉为“神童博士”，这时的他
年仅23岁。

1956年，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时年仅30岁，创下该校
自1754年创建200余年来最年轻教
授的纪录。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
李政道拥有了和爱因斯坦面对面
的机会。很多年后，当李政道回忆
起与爱因斯坦探讨论文的经历，爱
因斯坦对他说的那句“Wish you
success in physic（祝你在物理学中
获得成功）”祝福言犹在耳。

1957年1月15日下午，哥伦比
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
被称为美国实验物理之父的I.I.
拉比（Rabi）教授向公众宣布，物
理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
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这就是李
政道和杨振宁研究发现的“弱相
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原理。凭借这
一研究成果，他们获得了1957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获奖时，李政
道和杨振宁都是中国国籍。当时
李政道年仅31岁，是首次获此殊
荣的华人之一。

获诺奖只是成就的一部分

即便是最谦虚的科学家，也
会强调勤奋对于一名科研工作者
的重要性。

李政道就是一个极为勤奋的
人，他曾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
态有这么一段描述：我一生从事
物理研究，我生命的活力，就是来
自“物理的挑战”。物理是我的生
活方式。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
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生活
方式，已经变成下意识的事情，所
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以为奇，更
不以为苦。

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
馆，有一幅《李政道发表论文年谱》
柱状图，直观地描述了1949—2011
年李政道的论文发表情况，令人非
常感慨。从《李政道发表论文年谱》
可以看到，即便是80岁高龄以后，
他每年都还有不菲的论文发表量。

季羡林之子季承曾长期在中
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与李
政道有过长期的工作关系，他在
书中道出了李政道为什么会有那
么多论文发表量的秘密：

由于李政道负担的领导和组
织工作很多，他的研究只好挪在晚
间进行，说准确一点，在深夜进行。
通常他晚饭过后，稍事休息就开始
他的计算工作，几个小时过后疲倦
了，便睡一会儿，一般也就是一两
个小时，醒后便又开始计算，天亮
前再睡一两个小时便要去办公室。
这样的情况，即便是在出差当中，
他也是坚持不懈。所以，平时你只
见李政道忙于各种活动，并无做论
文的时间，可是他的论文一篇又一
篇地发表……要说秘诀，那就是抓
紧人生的分分秒秒，持之以恒，锲
而不舍，勤奋刻苦，永不停止。

他经常说，一个人一生做事，
要忠于自己的事业，要做加法，不
能做减法。不能只是空说，空喊又
空又大的口号。要把从事的事业，
看成自己的生命，看成像吃饭穿衣
一样的必须。要有持久性，要持之
以恒，要有奉献精神。最重要的是

要工作，不能停顿……这就是为
什么他的论文能一篇又一篇不
断发表的原因。

李政道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的物理学大师。对于他的研究领域
之广、开拓精神之强，中国科学院
原院长周光召曾评价道：在所有的
理论物理学家中，一般一生学术上
能在一二个领域做出有分量的工
作就很了不起了。很少有理论物理
学家的研究领域有像政道先生那
样几乎涉及全部理论物理领域。他
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只是他成就
的一部分。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天体
物理、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量子
力学、量子场论、核物理、流体力
学、统计物理，直到最近的暗物质、
暗能量等等。不同时期理论物理最
前沿的领域，都能看到他的重要影
响和很多能够写入教科书的工作。

李政道与少年班

李政道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
教育事业。自1972年起，他多次回
国讲学、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后
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
育事业进步，为中国科学教育战略
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
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作出
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倡导建立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和成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推动我国
基础研究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
力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学院消息，1974年5月，李政道回国
期间，有感于当时国内的情形，撰
写了一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
议书，这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
年班创办的重要理论依据。之后，
他又持续关怀少年班的建设和发
展。经过四十余年的实践，少年班
发展出了极具特色的自主选拔、因
材施教、“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
活”的宽口径通才教育模式。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少年班开学。少年班成立之
后，李政道非常关心少年班的发展
和少年大学生的成长。因此在1979

年4月19日，李政道到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讲学，与少年大学生座谈，
并为少年大学生题词：“青出于蓝，
后继有人。”

1983年1月27日，少年班创办
五周年之际，李政道题词：“人才
代出，创作当少年。桃李天下，教
育数科大。”

1984年5月2日，李政道再次
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学，与少
年大学生座谈，并称赞：“这（少
年班）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
见的，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

1987年12月6日，李政道提
前为少年班十周年纪念题词：

“代代出新人，英雄在少年。祝科
大少年班十周年纪念。”

少年班的创办在全社会引起
了轰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与支持，激励了青少年尊重知识、
崇尚科学、努力学习。

为了办好少年班，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不断总结经验，开始了一系
列教育试验，对少年大学生的成长
和教育规律进行研究，不断将成功
经验推广至普通本科生培养中。少
年班成为中国科大名副其实的教
育“试验田”，也是我国最早的本科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项目。

2008年12月，中国科大在少年
班创办三十周年之际，将少年班升
格为少年班学院。少年班的办学规
模从小到大，办学方针也从面向早
慧少年的特殊教育拓展为面向优
秀青少年的英才教育。少年班学院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有国
内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也有感
动中国的“时代楷模”。历届毕业生
到国内外教育科研机构继续深造
的比例达80%，很多人在国内外著
名学府、科研机构中脱颖而出，成
长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也有很多
人在信息、金融、制造等行业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政道在50年前提出的以少
年人才为突破口培养“基础科学人
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愿望实现
了！（部分内容来源于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信公众号）

诺奖得主李政道去世

“物理是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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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国王给李政道

颁授诺奖。

1985年，李政道(左一)

到洛杉矶参加CUSPEA代

表团总结活动。
(图片据新华社、上海交

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李政道和夫人在斯德

哥尔摩机场。

据央视新闻报道，著名华人
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李政道先生去世，享年98岁。

公开资料显示，李政道长期
从事物理方面研究，在量子场论、
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
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领域做
出成果。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
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原理”被授予
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让两人在中
国家喻户晓。因为对核物理学相当
广泛领域的巨大贡献，李政道还被
授予爱因斯坦科学奖、意大利共和
国最高骑士勋章等许多荣誉。

李政道资料图

1979年，李政道(右一)在

北京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

生院的学生们亲切交谈。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