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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缺少科学家，特别是大科学家。
20世纪终于在古老的中国诞生了一位空前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
不论在海内还是海外，杨振宁这个名字在华人中都十分响亮。
那是因为杨振宁做了三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一是35岁获得诺贝尔奖；二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籍华人
学者；三是82岁时迎娶28岁的翁帆。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领奖台，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无不为自己的同胞在世界
科学殿堂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
“中国人在国际科学坛上有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自杨振宁始。
”继杨振宁、李政道后于1976年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丁肇中教授这样说道。
不过，当有人问他一生最大贡献时，他的答案却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
在1971年春，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不久，他毅然率先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紧闭了三十多年的科学大
门，意义重大。
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
和友谊的桥梁。
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以来，他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
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受北京清华大学邀请搬到清华园居住。
杨振宁说：“人生走了一个大圈子不一定都是最快活最成功的，而我是很幸运的，是一个很Happy的
圈子。
”杨振宁东方的人生从80岁才开始。
在讲到自己80岁人生的回忆的时候，杨振宁风趣地改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莎士比亚曾经这样写过，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其中最后一幕就像回到童年，一切茫然，无牙齿、
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而我现在是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一切，是非常幸运的。
”2003年12月，从美国退休的杨振宁定居清华大学。
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发展清华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工作上，他为清华大学请来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科学
家。
他还帮助清华大学设立了两个基金会，捐款1000多万美元。
2004年12月，82岁的杨振宁教授再次结婚。
而他的新婚妻子、被杨振宁形容为“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的翁帆只有28岁，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
译系硕士班的学生。
杨振宁的婚事，成为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
而作为事件的主人公，在20世纪的理论物理学界具有重要地位的杨振宁教授，其实值得关注的地方远
比眼下的“花边新闻”多得多。
当杨振宁的婚姻和言论不断地激起舆论的热潮时，他却像一个率性的孩子，无所顾忌地、畅快地向前
走着。
杨振宁曾经对翁帆说，“不管现在别人怎么讲，过了三四十年以后，大家一定认为我们这个结合是一
个美丽的罗曼史”，面对有些文章他们甚至会积极回应：“我们是骂不倒的。
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英国诗人艾略特曾说过：“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不应该停止寻索
，寻索的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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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最后画了一个圈，线条从粗到细，“这是代表我的人生。
”可以说，杨振宁的一生是进取的人生，是完美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
如今的他已经成为当代成功男人的符号。
人们常说，要有效策划自己的人生，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必须跟高人走，跟名人走，才能步人捷径。
可是，即便我们与大师朝夕相处，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回答是否定的。
人生的成功，关键在于找准方向，以更好地发展。
近年来有很多家长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时，总是强迫自己的孩子学舞蹈，学钢琴，学绘画⋯⋯家长们，
你们考虑过没有，你的孩子真的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虽然杨振宁的天才非同一般，曾获得许多老师的赏识，然而，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工作并不顺
利，因为动手能力差是杨振宁最大的弱点。
据说笨手笨脚的杨振宁小时候曾经用泥捏了一只鸡，拿给父母看，杨振宁的父母为了鼓励他，夸奖他
“这只藕捏得真不错”。
在芝加哥大学，“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的笑话流传至今。
对于杨振宁这样的天才，该如何取长补短，因材施教呢？
杨振宁的人生导师泰勒教授不愧是大师，针对杨振宁实验能力的不足，提出了符合其个性发展的人生
定位：转攻理论物理学。
最终，杨振宁接受了泰勒教授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
自此，他把主攻方向转到理论物理研究。
杨振宁的朋友们称这次转变为“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更是理论物理学的大幸”。
确实，杨教授的一生充满传奇，他人生的旅程也可谓故事多多。
本书汇总杨振宁的人生传奇故事：“诺贝尔”杨振宁、爱国杨振宁、平民杨振宁、性情中人杨振宁、
风趣杨振宁、诗人杨振宁。
你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到大师的风范，获得更多的人生启发。
杨振宁的成功之路就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够看到个人在如何对待人生的差距。
同时，也能看到每一个人均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一旦获得恰当的开发并发展，就能够使人们在不
同的领域里做出重大的成就，甚至是不同凡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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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振宁教授的一生充满传奇，他人生的旅程也可谓故事多多。
苏建军编著的《杨振宁人生传奇》汇总杨振宁的人生传奇故事：“诺贝尔”杨振宁、爱国杨振宁、平
民杨振宁、性情中人杨振宁、风趣杨振宁、诗人杨振宁。
你从《杨振宁人生传奇》中的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到大师的风范，获得更多的人生启发。
杨振宁的成功之路就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够看到个人在如何对待人生的差距。
同时，也能看到每一个人均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一旦获得恰当的开发并发展，就能够使人们在不
同的领域里做出重大的成就，甚至是不同凡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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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5.生活中的平常人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系和超导研究中心教授朱经武说：在遇见杨振
宁之前，“我认为只有两类科学家，一类是只告诉别人他做什么，另一类是只问别人正在做什么。
但我发现杨振宁教授属于极少数的第三类。
他总是慷慨地让人分享他的激动人心的成果，同时又对别人的科学领域的工作有强烈的好奇心，仔细
倾听其他物理学家的工作并提供有益的建议，以增强他们的信心。
”杨振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仰，不仅是因为他对物理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还因为他的谦逊、乐于
助人、真诚、正直的人格。
1971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杜聿明将军设宴款待，在座陪客都为东北军中同事——郑洞国、范汉杰、侯
镜如、覃异之等几位将领。
席间，范汉杰将军提到他有一个儿子叫范大年——台大物理学毕业如今在美国教书，请杨振宁帮忙寻
找，以便取得联系。
这是在当时一个不很容易的事情，需要依靠幸运之神相助才能完成的任务。
没过多久，杨振宁通过当时在纽约州水牛城校区的友人找到了范大年，才知道实际上他毕业于台大工
学院。
当然范汉杰将军请杨振宁帮忙也基于一个小小的美丽误会，认为杨振宁与他的儿子同为物理学人而自
然相识。
第二年范大年返北京与其父团聚。
父子相隔数十年之后又相聚，这场景非常感人。
没过多久，了其一生心愿的范汉杰将军与世长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杨振宁在香港乘坐出租车时，与女司机聊天。
这个女司机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杨振宁便夸了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她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念过中学。
接着，这位女司机问杨振宁从事什么职业。
杨振宁便告诉她，他是美国某物理研究所的教授。
女司机当即向他请教说，她有一个儿子去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他很想出国深造。
最近儿子通过美国的一个机构联系了一所大学（这个大学的名字杨振宁从未听说过），但需要花七至
八万港币。
女司机问杨振宁，该怎么办？
到目的地之后，杨振宁给女司机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我叫杨振宁，我有两点看法：一是，复旦大学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你在复旦念物理比美
国任何本科念物理，可以说只会好，不会差；二是，你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很多美国大学会接受你做
研究生，并提供助教的位置，不管你是公费去还是自费去，因为复旦在美国是相当有名气的。
我认为这是你学物理的最好的道路。
现在匆忙随便进一所美国大学，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1996年1月14日，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深圳举行前，担任大会秘书长的王渝生收到了杨振宁从
香港中文大学发来的一份亲笔传真，传真中说：“我定于1月15日下午4时半在罗湖口过海关，请在过
海关后右边第一个卖茶叶蛋的摊头与我见面。
”杨振宁应大会组委会主任路甬祥和席泽宗的邀请，专程来深圳出席于1月16日到21日在深圳大学举行
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的。
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年愈古稀的老人，竟然这么谦逊地以一个普通与会者的身
份，自己从香港步行过海关来深圳。
在接到消息之后，会议组织者向深圳市委书记汇报，杨振宁来深圳不能以暗号接头的方式跟他见面，
况且卖茶叶蛋的小摊到时也可能不复存在。
结果，第二天深圳市委派专车到香港将杨振宁接来。
杨振宁这位物理大师，具有精细和谦逊的品质，他一直是把自己视为生活中的平常人，并认真对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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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
16.浓浓的故乡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2001年10月24日，杨振宁再次回到故乡合肥。
年届八十岁的他，从六岁就离开，到抗战初期返乡短期住了六个月，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漂泊在外—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啊！
故乡给他的感觉是太亲切、太亲切。
“我是小玲，表叔家女儿，您可记得我了。
”“噢！
那三宝呢？
他到哪里去了？
”“三宝现在在外地。
”这是故乡人来到杨振宁下榻的宾馆看望杨振宁时的一段对话。
见到家乡人，杨振宁十分高兴。
宾馆大厅里，杨振宁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一大摞的杨振宁明信片，高兴地为乡亲们签名。
他一边签名，一边高兴地与乡亲们说着往事，始终乡音不改。
这次回到故里，杨振宁自己记不清是第几次了。
杨振宁回忆当年说道，他出生在合肥大西门的一条街上。
抗战刚开始时，他叔叔家住在小东门的老油坊巷，房子的后面是一条小水沟，他同小伙伴们在那里玩
过。
杨振宁出生于合肥城内西大街（今安庆路）四古巷家宅。
对于小时候合肥的印象，杨振宁依然记得有城墙、护城河，城内范围很小，东北角没什么人住，军阀
混战，常常十室九空。
杨振宁是杨家长房长子长孙。
童年的他在合肥生活了六年，其中后五年父亲杨武之到美国留学去了。
四岁，他在母亲膝下“开蒙”，一年多后居然识得汉字三千。
1928年夏天，父亲回国，杨振宁随母亲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接船时，他已经能熟背《龙文鞭影》，尽管
还不能完全理解文章中的意思。
杨武之高兴地将儿子抱在怀里，送给他一支钢笔。
这种“自来水”的洋货令小振宁非常惊讶，更爱不释手。
杨振宁六岁时离开合肥，然而家乡往事难忘。
他说，当他第一次返回祖国的时候，便急切地来到合肥，那时叔叔家后面的小水沟不见了，看到的是
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四层楼房，以后来过多次，每来一次都发现家乡的新变化。
“不过，合肥变化最大的则是最近几年，这次看到的合肥同6年前相比又有了新面貌，马路宽阔，高
楼林立。
听市领导介绍合肥的远景规划、东向发展战略等，才知道合肥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他遗憾地说，听说滨湖新区非常美，参照了国内一流标准建高档居住区等，可惜这次没有机会去看
一看。
留点想头吧，下一次有机会再来欣赏合肥的美丽。
凡少小离家的人，都有一份永远也化不开的浓浓的乡情。
岁月之河流淌着念乡之情。
在美国的时候，杨振宁对家乡魂牵梦萦，他曾经写信问：“赤阑桥今在何方？
”每次回来，他总是问着家乡的情况，忘不了称为“龙龙节”的烧饼⋯⋯杨振宁是一个很重亲情的人
。
除了回乡寻根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望他的叔叔。
在安徽合肥，杨振宁仍有不少亲友生活在故乡，其中感情最深的应该算是唯一的叔叔——杨振宁的父
亲的亲兄弟。
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好，杨振宁本人也非常尊重这位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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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杨振宁全家回到三河居住，约半年后离开并前往昆明，就是叔叔从三河将他们送到桃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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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在国际科学坛上有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自杨振宁始。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全世界几十年来，杨振宁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
一。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推翻旧科学理论与建设经得起考验的新科学理论，这
与城市重建或国际政治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破坏总是比建设来得容易。
革命家可分为两种：罗伯斯庇尔属破坏多于建设型；富兰克林和华盛顿则属于建设多于破坏型。
毫无疑问，振宁是属于后者。
振宁是一位保守的革命家，与富兰克林、华盛顿的想法一致。
他非常珍惜传统，总是希望把破坏降到最低。
　　——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杨振宁的同事兼好友）如果简要地说明杨振宁的为学
为人，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儒者风的科学家”。
正像我们说“儒医”、“儒将”。
这里的用法，“儒”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宽广的，是一种中国文化所酝酿出来的，而有普遍价值的“
人文主义”。
　　——法籍著名雕塑家、画家熊秉明（杨振宁儿时的玩伴）书中记录了一个天才式杨振宁、率真式
杨振宁、风趣式杨振宁、诗人式杨振宁、爱国式杨振宁、平民式杨振宁。
假如今天有人问我，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
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状态。
　　——杨振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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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振宁人生传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缺少科学家，特别是大科学家。
20世纪终于在古老的中国诞生了一位空前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
不论在海内还是海外，杨振宁这个名字在华人中都十分响亮。
那是因为杨振宁做了三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一是35岁获得诺贝尔奖；二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籍华人
学者；三是82岁时迎娶28岁的翁帆。
苏建军编著的《杨振宁人生传奇》记录了一个天才式杨振宁、率真式杨振宁、风趣式杨振宁、诗人式
杨振宁、爱过式杨振宁、平民式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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