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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称和不对称是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普遍存在着的现象。
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在研究和应用着这个自然界十分有趣的现象。
197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我时，也饶有兴趣地用了很多时间，从哲学观点上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90年代初，我曾应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要求，写了《对称，不对称和粒子世界》的科普小册子
。
当时苏联很快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1992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朱允伦教授把该书译成中文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组织编写《院士科普书系》，要我写一本科普书。
由于我最近实在太忙，没时间再写。
因此，请朱允伦教授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柳怀祖教授帮我在那本小册子的基础上，把近几年来我
在国内多次讲演中有关的内容充实进来，重新加以编辑，使内容更加丰富。
他们为此花了很大精力，我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感谢叶铭汉院士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季承先生、滕丽女士及其他同仁对本书给予的帮
助。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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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天然色素和人工色素的历史与未来；色素呈现出的各种颜色的物理机理、化学结构；讨论
了色素的功与过。
还介绍了色素与高科技的密切联系，以及色素与激光、复印机、打印机、电视机以及激光光盘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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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钟慈，院士，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勤县。
1951年入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转入复巳大学数学系，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
1956年赴苏攻读计算数学。
1960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
1965年至1986年任教于中国科技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和计算中心主任。
1987年至I991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
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所长和一科学与工：程计算一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
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8-1995），现任中国计算数学会理事长。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
　　石钟慈院士专长于微分方程数值解，在有限元方法的理论和应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
　　李政道，院士，美国哥伦比亚人学教授、国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意火利科学院（Academia Lincei）院土。
祖籍：江苏省苏州市。
1926年出生于上海。
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浙江人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人师费米教授。
因发现字称不守恒现象而与杨振宁教授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教授至今一直活跃在物理学的前沿，在物理学上取得了许多杰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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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称与不对称　　1　对称的重要性　　“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这曾是毛泽东主席问我的一个
问题。
　　那是1974年5月30日，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四人帮”仍处于其权力的巅峰。
当时，我特别沮丧地发现，在这个文明古国。
教育几乎完全停止。
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办法能改善这种状况。
　　那天早上6点钟左右，在北京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出人意外地响了起来。
有人通知我，毛泽东想在一小时内在他中南海的住所见我。
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在他见到我时他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情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性。
　　按照韦氏字典的注释，Symmetry的意思是“均衡比例”，或“由这种均衡比例产生的形状美”。
在汉语中，Symmetrv的意思是“对称”，这个词带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含义。
因此，这实质上是一个静止的概念。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是基于“动力学”变化的，动力学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而静力学则不是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坚持认为，这在自然界也一定是对的。
因而，他完全不能理解，对称在物理学中为什么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
　　在我们会见时，我是唯一的客人。
在我们的椅子之间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本子、铅笔和常用来待客的绿茶。
我把一支铅笔放在本子上，再使本子倾斜朝向毛泽东，然后又朝向我。
这支铅笔就在本子上来回滚动。
我指出，尽管没有一个瞬时是静止的，然而，从整体而言，这个动力学过程也有对称性。
对称这个概念绝不是静止的，它要比其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从宇宙的产
生到每个微观的亚核反应过程。
毛泽东很赞赏这简单的演示。
然后，他又询问了有关对称的深刻含义以及其他物理专题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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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　　您是否听说过计算机可
以解几何题，可以证明几何定理并发现新的定理?计算机是人造出来的，是人想出了用计算机解题的办
法并设计出一套一套的程序。
计算机只不过是人的工具。
《计算机怎样解几何题：谈谈自动推理》所讲的实际上是人怎样用计算机解几何题。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跟着书，自己动手在计算机上解几个题目玩玩，借此了解一些机器证明，人工智
能的知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绿叶到激光光盘――颜色与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