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挑战极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挑战极限>>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3862

10位ISBN编号：7508633865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江崎玲于奈

页数：239

字数：100000

译者：姜春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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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挑战极限>>

前言

我曾旅居海外，且数易居所，并未保持书写日记等习惯，幸得妻子相助，一同收集散逸四处的旧日资
料，只是终究难免耗费时日。
好容易尘埃落定，《我的履历表》终于大功告成，我也得以获此良机，回顾此80余年之人生历程。
这一生，总算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揭开了自己人生之戏的帷幕。
并一路披荆斩棘，开拓行来。
这一生，借用克拉克博士的话。
或许称得上是“野心勃勃”的一生。
    思来想去，追忆往昔，想我自年少时就对这与生俱来的才能倍加珍重，小心培育，终于得以在社会
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
往事种种，不禁历历在目。
自己的将来，自己做主。
所谓人生，说到底，无非是一场自己参演其中的戏剧而已。
诚然，我们都难逃外部因素的局限，因而这出人生之戏总不免是要随机应变的。
正如《我的履历表》所述，某些时刻。
须得为打通路径而奋起抗争，而戏剧的舞台也不得不逐一转换，从神户至东京，进而飞越大洋，来到
纽约。
这期间，为使自己的才能得为所用，需要直面世间种种阻碍，想来这也称得上是“挑战自身极限的青
春时代”吧。
本书对我自己获得诺贝尔奖项之前的人生详加叙述，着墨之多远胜于这之后的人生经历，从结果来看
，也是对年轻时代的强调。
    在自己这出人生之戏中，经验告诉我，应趁着年轻之际尽早“自立”成角，这是“成事”之秘诀所
在。
翻阅《论语》，2500年前，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圣人能在30岁时独立，想来也是其得以收获伟大业绩的理由之一吧。
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之后，没有获得在教授手下听差的机会。
这却反而成就了他在1905年，年仅26岁就以三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完成了他的华丽“自立”。
我也可算是在创造江崎二极管的32岁时完成了“自立”。
    大学里有教授坐镇，使得弟子们年轻之际“难以自立”，而我供职的神户工业却使我年纪轻轻得以
自立，实在是庆幸之至。
这方面，我必须感谢我当时的上司有住彻弥先生。
调查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获奖人员的年龄可知，其觅得契机、一举斩获得奖业绩的年龄多在30岁
～45岁之间，看来年轻之际得以独当一面是诺贝尔奖获奖的必要条件。
    在我漫长的研究活动中，有幸能在半导体物理学上作出些许贡献，获得几项成果。
这期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动力存在其中，那就是属于我的“科学之心”。
本书尝试着就这一点进行了若干考察，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也能予以考虑，加以参考。
此外，我还把最近执笔的几项学术及教育方面的相关评论，以及寄语学生的校长致辞等内容也一并收
入本书，希望能够对《我的履历表》作出内容上的补充。
然而，从结果来看，也造成了若干重复叙述之处，这一点还望获得读者们的宽容和理解。
    《我的履历表》一经书面刊载，立即引起了“追忆往昔”的种种社会反响，这里不妨介绍其一。
文中记述了一段1953年的往事，时值28岁的我受邀前往大阪中央电气俱乐部出席电气通信学会主办的
专题演讲会，就当时的技术革新主角——半导体晶体管进行演讲。
这段往事一经刊载，立蒙电气四学会关西分会之邀，从而得以时隔54年，在同一个演讲大厅。
就“我的履历表”再行讲演。
故地重游，这座建于1930年的中央电气俱乐部大厅却端丽依旧，风姿不改。
关于演讲效果的问卷调查显示，96％的参加者对演讲表示满意，我据此推测，这一满意度较之我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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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那次讲演，还要高出许多，身为讲师，真是无上荣幸。
    执笔《我的履历表》的过程中，承蒙日本经济新闻社科学技术部长吉川和辉先生为我建策建言，排
忧解难，对我的大力支持，始终如一。
值此书出版之际，唯有对先生的诸多辛劳深表谢意。
此外，秘书宫崎启子女士为我修改原稿，还要对我从前的稿件加以一一整理，细致入微，劳苦功高。
最后，妻子真佐子为我诸般费心，无限关切，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2007年7月7日    江崎玲于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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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挑战极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传奇人生》是“日本的爱因斯坦”江崎玲于奈唯一授权的
中文版亲笔传记。

　　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
，又在身为一介普通公司职员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
他于自身并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被公认为“江崎黄金律”的“五不原则”，坚持创造、感性
、突破与挑战。
他敏感而睿智，自称“总是注目未来，对过往疏于停留”；却又认真而踏实，从不曾放弃对更新领域
的开拓研究。

　　对于科学、社会、人生，江崎玲于奈均有独特见解，并在这本《挑战极限》中熔于一炉。
极富个人魅力的科学巨匠，以自己的人生讲述，何谓真正的“科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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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崎玲于奈，日本知名物理学家。
1925年生于大阪，1947年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神户工业有限公司，1956年转至东京通信工业有限公司
（现索尼公司），次年通过江崎二极管在半导体中发现量子力学的穿隧效应，并因此获得1973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1960年赴美国纽约IBM瓦森中央研究所。
1969年开始着手人工超晶格物质的先驱性研究。
其关于设计制造具有所期待特性的半导体量子构造的思想广受瞩目，甚至成为后来的纳米科学的起源
。

　　1992年返回日本，后任筑波大学校长，2000年任芝浦工业大学校长，2006年任横滨药科大学校长
。
1998年起，兼任茨城县科学技术振兴财团理事长、日本新事业支援机关协议会（JANBO）会长、风险
事业国民论坛会长、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议长、“21世纪COE项目委员会”委员长等
公职。

　　著作有《创造的对话》《隧道的长途旅行》《话说日本》《新?日本伊索寓言》《人类的个人时代
》《个性与创造》《培养、锻炼创造力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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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同志社中学的求学之路——倾尽家财，体验贫困 1937年，我开始了自己在御影师范
附属高等小学的一年复读生涯，并借宿在位于国铁摄津本山站附近的熟人家中。
 一年的复读生活结束之后，我刻意避开公立中学，选择报考的是私立甲南高等学校（现在的甲南大学
）的普通科以及同志社中学。
后来两所都考上了，但由于我留恋京都，还是选择了邻近自家的同志社中学。
 可就在此前不久，我家却突遭巨变，以至于家财倾尽。
原来当时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浪潮已经汹涌袭来，父亲的事业也在这场浪潮中受到了冲击，终至山穷水
尽，濒临破产。
我们这些孩子对事情细节固然一无所知，只知道再不能让家长为我们买这买那了，对生活水平如何一
落千丈，倒是有了切身的感受。
此后，父亲迫于生计，不得不远走他乡，母亲则需留守家中，在无比艰难的经济状况中抚养我们长大
。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步入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也开始了自己的“贫困”体验。
这样的感受自然是不愉快的，但回头想想，这份体验却决定了我的人生观，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极大
的转变。
 “失败乃成功之母”，我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遭遇失败，所以不得不重新站起，寻求活路，凭着直觉与灵感，在黑暗中摸索，与困难作艰苦斗
争，承受错误尝试带来的挫败感，如此循环往复，百折不挠。
这才是成功得以实现的基础，才是培育创造性的最佳环境。
同理，“贫穷是富裕之母”也可以成立。
这样的绝境反而会赐予人们机会，发掘出创造性的生路。
 10年前，我收到过一份邀请函，邀请方来自十分罕见的地域。
那是加勒比国家科学院发来的邀请，请我为格林纳达、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多巴哥等西印度群岛各地
的大学老师们进行巡回演讲。
那里的居民多为黑人，曾经沦为欧洲诸国的殖民地。
近年来，那里的不少国家已纷纷独立。
 我的演讲结束后，有人提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重要的研究欧洲和日本既然已经全都完成了，我们还剩下什么研究可做？
 二、我们这里一贫如洗。
您获得诺贝尔奖的这项研究当时花费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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