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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到底有多厉害？”
在知乎上，一个网友的总结获得了高赞———
“除了作为一代物理巨擘所做的学术贡献， 他还建

言我国实施博士后制度；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
生计划， 开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学生赴美留学的先
河；力促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成为改革开放后开始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的科技合作项目；大力促成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项目的建设，让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领一
席之地，培养了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队伍，也推动了国
内其他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建议设立国家自然基金委，
推动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建立国内外研究机构
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李政道所做的，无不是在推动基础科学研究，推动
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

200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实施20周年之际，李政道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强调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这一问题。

他以20世纪人类取得的巨大文明举例———基础科
学研究的发展，给整个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以巨大
的推动，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走向了电气化时代，从依
靠太阳能时代走向了近代原子能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
向了信息化时代。人类文明这样巨大的进步，从源头上
讲，应归功于基础科学的发展。

李政道进一步补充，就中国的古代科学而言，成就
绝对可以和西方的古代科学成就相提并论。但15、16世
纪以后，为什么在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而在中国却没
能产生？“这和基础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时间来到21世纪，基础科学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不过，在如何处理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科
技开发研究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争论。

根本的分歧之处在于，是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还是
轻视它、忽视它。

李政道在此前的自述中也曾给出答案。他说，基础、
应用和科技开发要平衡发展，这样比较稳妥，偏激易生毛
病。后来他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
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而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
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不会有
鱼市场。他曾写过4句话：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
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

■据湘伴 文/王铭俊

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逝世
他一生心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除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在粒子物理理论等领域也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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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2024
年8月4日凌晨，世界杰出
科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美国
旧金山逝世，享年97岁。

1957年，31岁的李政
道与杨振宁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共获
诺贝尔物理学奖。1994年， 李政道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终其一生，他都心系中国
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发展， 牵挂中国科技人
才的培养。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中国上海，原
籍江苏苏州，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
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 美国艺术和科学
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
学、 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
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任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
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
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84年至今任哥伦
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

李政道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在粒
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
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工作。

1954年，李政道提出“李模型”，对
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1956年，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
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 翌年经实验验证
后， 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
坦科学奖。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李政道在正反
粒子变换和空间反射联合变换下不守恒
问题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李政道在建立
与发展孤立子的量子理论、 提出反常核
态的概念、 建立与发展随机格点规范理
论、 把时间作为分立动力学变量并进而
建立分立动力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开
创性的贡献。

1994年，李政道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

李政道教授在1956年，与杨振宁合
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
论， 这一理论彻底颠覆了物理学界的传
统观念。1957年， 李政道与杨振宁因这
一开创性的工作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一成
就不仅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也为华人
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推动
作用。

■据央视新闻、百度百科等

1974年5月31日的《湖南日报》头版，转载了新
华社的一条电稿并配发图片———1974年5月30日，
毛泽东会见了来华探亲、 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
家李政道博士，同他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

此次座谈，源于李政道写的一封信。
1974年5月至6月， 李政道夫妇携次子李中汉

回国访问。在参观复旦大学时，他看到学校唯一的
研究工作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 且绝大部
分同学下乡劳动。 他对这种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
状况忧心如焚，似乎觉得“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
一条绝路”。因此，他觉得必须立即改正这种情况。

受上海芭蕾舞剧团选拔和训练年轻团员启
发，李政道提出，用全民选拔方式选出少数约十三
四岁且有条件培养的少年， 连续培养一段时间使
之成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才， 即培养“一支少而精
的、不脱离群众的中国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随后， 李政道通过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
上报《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

此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
了，而且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5月30日一清早，
毛泽东主席突然通知身边的人， 让外交部联络处
的人联系李政道。 他要见见这个人， 而且越快越
好，甚至作出时间的限制：他要一小时内，在中南
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见这个人。

在那次长谈后，李政道的部分意见被采纳。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第一个

“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简称“少年班”。李政
道还希望， 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
他各类人才的状况， 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
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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