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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充满着传奇和戏剧色彩。
它像一场攻克神秘微观王国的世纪圣战，轰轰烈烈，惊心动魄，而又精彩纷呈。
有无数的科学家和探索者为它做出了奉献，为它起舞，为它而狂。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三位大师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卢瑟福、玻尔、费米。
卢瑟福是一个来自新西兰农村的大个子、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巨擘。
是他发现了α、β射线和原子核，揭开了原子的奥秘。
他被后世称颂为“现代原子物理学之父”、“原子物理学的牛顿”。
玻尔是丹麦的优秀儿子，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领袖，也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原子物理学家。
他提出的玻尔原子模型、互补原理以及量子理论，至今影响着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
他被后世公认为“20世纪贡献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
费米是一个妙趣横生的意大利探索者、一位全能的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
是他实现了第一次受控原子核链式反应，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一原子能。
杨振宁称他为“20世纪所有伟大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
两千多年前，有位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了朴素的原子论。
德谟克利特提出，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
希腊文中，原子就是“不可分”的意思。
在这位古希腊的先哲看来，万物都起源于原子和虚空。
原子不能无中创生，也不能被消灭。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科学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以及原子物理学的建立，都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有关。
19世纪初，英国有个物理学家道尔顿提出原子论，第一个把古代的哲学推测变成了科学理论。
道尔顿指出：物质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性质不变；不同的元素由不同的原子
组成，每一种原子有确定的原子量。
道尔顿的原子论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飞跃，不过它的基点仍然确立在原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上。
当时金世界的学者都确信，原子是不可分割的。
物理学和化学的全部基点，都建立在这一点上。
直到20世纪揭开序幕之时，在蒙特利尔城有位来自新西兰的青年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了
铀、钍或镭原子可以分裂。
在分裂的过程中，放出了α和β粒子，最后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
他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元素蜕变假说，指出原子并不是人们原来认为的最小的微粒，它是可以分割的!这
一重大发现推翻了整个科学界传统的看法，具有革命性。
这位新西兰科学家，就是卢瑟福。
后来他曾自豪地说：“原子永恒不变的学说在1902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这一刻起，原子物理学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科学家们纷纷把视线投向原子内部的神秘世界。
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崭新发现接踵而至，中子、人工放射性、原子核、链式反应⋯⋯直到后来研制出威
力无比的原子弹。
玻尔是卢瑟福的学生。
当年玻尔从哥本哈根到英国剑桥留学，最先投奔的是电子发现者J.J.汤姆逊教授，可惜没有得到汤姆逊
的赏识。
正当玻尔失落之时，遇到了伯乐卢瑟福。
这是玻尔与卢瑟福的缘分，也是卢瑟福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
这次相遇改变了玻尔的一生，两人结下了终身的友情。
玻尔的伟大发现，是在卢瑟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卢瑟福提出了“有核原子模型”，指出原子大部分质量集中在中央的核，电子就像行星围绕太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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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中央的核运转。
玻尔提出的原子模型中，肯定了卢瑟福原子模型的有核结构，但电子却全然受到量子规律的支配。
这个新概念，完全突破了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窠臼。
它为整个欧洲和全世界打开了新物理学的一扇大门。
玻尔创立的量子力学，更是20世纪物理学的一场革命。
他与爱因斯坦为了量子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科学论战。
这一论战不是一般的学术之争，更不是个人的意气恩怨，而是两种博大的哲学思想的磨砺，是人类最
高智慧的精神碰撞。
它在科学史上树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思想丰碑，留给后人赞叹与评说。
玻尔在1937年5月访问过中国，在北大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做了关于“原子核”的学术报告。
中国之行给玻尔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对中国的文化一直怀着景仰之情。
一幅唐太宗“昭陵六骏”浮雕拓片，也让他如获至宝。
玻尔后来被丹麦国王册封为贵族时，特地选择了中国的“双鱼纹”太极图作为族徽的标志，被世界科
坛传为佳话。
费米和玻尔是朋友，比玻尔小16岁。
费米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就是玻尔最先向他透露的。
这使得费米有机会趁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从那里辗转去美国，摆脱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的政治迫
害。
费米在罗马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率领他的团队用中子“炮弹”轰击92种元素，发现了重核裂变现象
。
到美国后，他受命领导一个实验组，在芝加哥大学的足球场看台下，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受控原子核链
式反应。
这导致了原子时代的到来。
费米不愧是原子能的第一功臣。
费米和玻尔都是领袖型科学家，但两人的个性和风格，却又迥然不同。
在罗马研究所，费米被同事们称作至尊的“教皇”，但其实他是个科学“顽童”。
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科研工作永远充满着乐趣。
诸如高举着玻璃试管在实验室走廊里来回疯跑；把银制圆筒放在教授的金鱼池里，当作中子炮的靶子
⋯⋯这些创举，只有费米干得出来。
他们是一群快乐的探索者。
玻尔则比较老成持重，长脸、深眼窝、大鼻子，那模样像个永远在思索的“苦行者”。
他的学术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论文也是反复斟酌、不断删改，力求精益求精。
科学家并不是单调的数学符号。
三位原子物理大师的个人生活，也是多姿多彩，充满了情趣。
卢瑟福是个业余无线电发明家，而且是个顶尖高手，水平几乎不在马可尼和波波夫之下。
玻尔对航海情有独钟，还喜欢踢足球，年轻时曾担任丹麦国家足球队的守门员，大战德国队。
费米是个浪漫的“飙车族”，他把自己的微型座驾戏称为“带轮的黄蛋壳”。
开着这辆靓车，他载着一位漂亮的淑女四处兜风，并最终赢得了她的芳心。
这位淑女名叫劳拉，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并写了一本生动的费米传记《原子在我家中》。
三位大师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名师出高徒”，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学生。
卢瑟福的学生中，出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玻尔的门生和手下，有8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他的儿子小玻尔。
玻尔研究所因此被誉为“诺贝尔奖的幼儿园”。
费米的学生，有6人获得诺贝尔奖。
其中有2位，就是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
单凭费米为中国培养出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我们也该感激和铭记他!松鹰2007年3月23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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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岭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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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还在闭关锁国以及有史以来最为漫长、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杀戮之
中苦苦挣扎，西方世界却已在一场攻克神秘微观王国的世纪圣战中日新月异：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20世纪上半叶，卢瑟福发现σ、β射线和原
子核；玻尔提出玻尔原子模型、互补原理和量子理论；费米实现第一次受控原子核链式反应，为人类
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原子能。
　　无数的西方学者和探索者为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而你追我赶，诺贝尔奖对他们而言，是
最高的奖赏，也犹如探囊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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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松鹰，原名耿富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国家一级作家。
历任《电子报》总编辑、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部电视台副台长，著有长篇小说《落红萧萧》(合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啊，哈军工》(重庆出版社)、《白色漩涡》(花城出版社)三部，中篇小说《心之
恋》、《泸沽湖的诱惑》；人物传记《四巨匠》、《富兰克林》、《伽利略》、《爱因斯坦》、《法
拉第》、《麦克斯韦》、《卢瑟福》、《费米》、《电子科学发明家》等九部。
其传记作品曾荣获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第六届“冰心儿童图书奖”、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等国家级奖，以及成都市政府“金芙蓉文学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1990年被中国科普作协授予“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
2002年入选《中国科普名家名作》。
2006年被推选为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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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少帅教授卢瑟福到达蒙特利尔，受到麦基尔大学师生们的热情欢迎。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距首都渥太华很近。
这里的气候比新西兰冷，尤其冬季寒冷多雪。
不过卢瑟福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
他尤其喜欢这里的秋天，漫山的枫叶看上去很美。
麦基尔大学的情况不错，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
学校的财源颇为充足。
最初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商人麦基尔，因经营毛皮生意发了财，出资创建了这所大学。
当时还只是一所学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麦基尔大学。
后来，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烟草大王，又慷慨解囊，捐赠了上百万美元。
学院扩建成一所综合大学，成为加拿大颇有名气的最高学府。
上任的第二天，考克斯博士陪着卢瑟福参观了实验室。
实验楼的建筑颇为讲究，实验室的条件虽然比卡文迪许稍逊一筹，但在加拿大也算是一流的了。
卢瑟福打量着一套套齐全的设备，表情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考克斯博士向实验室的人员介绍道：“这位就是实验室的新主任欧内斯特·卢瑟福先生。
”卢瑟福向大家点点头。
见他的模样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众人眼里露出惊奇的目光。
卢瑟福报以友善的微笑，仍然是一脸的孩子气。
的确，他是实验室的一号领导，但却又是实验室最年轻的人。
实验室大部分人员的年龄是他的两倍。
要孚众望，必须有真本事才行。
他的前任卡伦德教授，是位德高望重的英国物理学家。
实验室的人起初都有点怀疑，他的能力是否比得上卡伦德教授。
只有考克斯博士坚信不疑卢瑟福是个难得的人才。
他主动为卢瑟福协调各种关系，并帮他解决一些日常事务方面的难题。
大家渐渐喜欢上了新来的头儿。
卢瑟福平易近人，不摆教授架子，而且长着一副农民的憨厚模样，笑起来常常带着一股孩子气。
有的人背后亲昵地叫他“少帅教授”。
卢瑟福第一次给大学生们上课的场面，很有点戏剧性。
他走上厚重的讲台，望着阶梯教室里一张张文静的年轻面孔，一刹那间想起在克城的中学代课的情景
。
那些文静的面孔，突然间变成一张张调皮的鬼脸。
他镇静了片刻，打开讲义夹，开始侃侃地讲起来：“19世纪只剩下最后一段时光，我们正处在世纪之
交的历史时刻，物理学孕育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诸君也许知道，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1897年，也就是去年，我的老
师汤姆逊教授发现了电子。
这一系列的重大发现，打破了传统物理学的沉闷空气，揭开了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序幕⋯⋯”讲义的内
容是他认真准备的，概括了物理学崭新的发展。
但是卢瑟福没有料到，对在场的学生们来说，这些内容却完全是陌生的。
他们以往学的都是经典物理学的东西，自然觉得他讲的内容太深奥。
卢瑟福无意间发现，前排的学生大眼瞪小眼地瞅着黑板直发愣，后排有学生则悄悄用手蒙着嘴打呵欠
。
下课后，在走廊上卢瑟福遇到考克斯博士。
考克斯在他上课时特地到现场巡视了一圈。
卢瑟福没有多大把握地说：“我不知道学生们的感觉如何?”考克斯博士笑道：“估计有一半人坐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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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卢瑟福有点尴尬：“哦!那另一半呢?”“另一半吗，掉进了五里云雾里。
”博士诙谐地说。
“那不是没有人听懂吗?”卢瑟福恍然大悟。
“没关系。
”考克斯安慰他说，“我第一次上大课时，学生溜走了一大半，最后只剩下一名听众。
我很感动，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今天值日负责擦黑板。
”说罢，两人都大笑起来。
其实，就连考克斯博士当时也认为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头，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
更难怪学生们会“坐飞机”了。
“我觉得物理学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正孕育着一场革命。
”博士坦率地说。
“为什么?”卢瑟福问。
“我认为，物理学从牛顿发展到今天，大的框架早已经定了，很难有大的突破!我们只可能在某些局部
做些细化，或者最多填补一些冷门知识而已。
”卢瑟福出于礼貌，没有反驳考克斯博士的话。
但他执著地说：“我相信，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是新旧世纪之交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
凭我的直觉，好戏肯定还在后头!”“是吗?”考克斯博士笑着摇头，“那咱就等着看好戏哕。
”不过没有多久，考克斯博士就改变了对物理学现状的保守看法。
原因是卢瑟福对射线的研究有许多新的发现，让考克斯博士大开眼界。
这些发现在从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到新岗位才一个月，卢瑟福就向卡文迪许实验室求援，请求他们寄一些铀和钍的制剂来，以便继续完
成在剑桥的研究——深入探索α、β射线的特征。
很快，卡文迪许实验室寄来了他要的材料。
卢瑟福喜出望外，立即投入了研究。
不久他就指出，带负电的β粒子和汤姆逊发现的电子是一样的。
这个结论两年后被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所证实。
1900年贝克勒尔通过电场和磁场的偏转实验，确定了β粒子的电量质量比，证实了β射线就是高速的
电子。
但是揭开α射线之谜要难得多。
这在以后还会提到。
在剑桥时，卢瑟福的放射性研究主要以铀矿为材料。
现在他首选用钍做实验，因为钍元素的放射能力半年前才引起注意。
实验结果表明，钍的放射性特征在某些方面和铀一样。
有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名叫欧文斯，对卢瑟福很敬佩。
他请求卢瑟福给他指定一个研究课题，最好能和自己的专业结合。
欧文斯本人是一位电气工程师，于是卢瑟福建议他不妨用钍来做实验，研究一下带电的α、β粒子。
欧文斯接受了卢瑟福的建议，用钍元素重复铀元素的一些实验。
意想不到的是，他发现电荷测量结果很不稳定。
似乎实验室开一下门，对实验结果都有影响。
欧文斯猜测，是实验室里的气流把钍片辐射的粒子“吹”散了。
卢瑟福立即用铀进行追踪实验。
实验证明，α和β粒子并不易被吹散，它们几乎不受气流的影响。
这就意味着，钍辐射出的也许是一种奇妙的新物质!它来自金属钍，但和α和β粒子又截然不同。
卢瑟福谨慎地给它取了个新名字：“钍射气”。
后来发现，这实际是一种放射性元素衰变后生成的放射性气体。
不久从法国传来消息，在居里夫妇的鼓励下，青年科学家唐恩发现镭衰变后也生成放射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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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镭射气”存在的时间比“钍射气”短得多，所以更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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