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的导师》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钱学森的导师》

内容概要

1963年2月18日上午，白宫玫瑰园早宾客云集，当代世界航空学界泰斗西尔多·冯·卡门站在一群来自
世界各地的友人中间，等待接受一项美国科学家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殊荣——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在
几十位候选者中，81岁高龄的冯·卡门以其对科学、 技术和教育事业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而获选。
在科学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一次，有人请他把自己跟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们
比较一下。他回答道：“如果说科学家就是具有伟大创见的人，那么，您首先得算上爱因斯坦。因为
他有四大科学创见。科学史上，恐怕只有牛顿比他领先，因为牛顿提出了五六个伟大科学创见。而当
代其他大科学家仅仅只提出过一个，充其量不过两个而已。至于我本人，我提出了三个，或许还多些
，其实，可以算三个半。”
从以其才智解决表面上无法解决的宇宙间难题这一角度来评价科学天才，就应该把冯·卡门列入本世
纪前十名科学巨匠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据说，有人曾把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科学家达·芬奇相
提并论，认为达·芬奇创造了许多新奇的机件，而冯·卡门则培育出大批杰出人才。他的学生遍及五
大洲，人们称之为“卡门科班”。他们中间包括今天肩负着全世界外层空间技术领导工作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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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与天才合作
1  神童
2  明德中学
3  皇家约瑟夫大学
4  乔治亚·奥古斯都大教堂
5  巴黎插曲
6  编外讲师
7  航空科学的开端
8  物理学上的新概念
9  早年在亚琛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
11  匈牙利革命
12  滑翔机
13  在亚琛执教
14  容克和齐柏林
15  初访美国
16  日本
17  紊流
18  在德国的最后日子
19  初到加州理工学院
20  从帕洛马天文望远镜到胶泥模型
21  轻于空气
22  DC-3飞机和飞翼
23  玻尔、费米、爱因斯坦
24  环球使命
25  中国航空发展初期
26  空气动力学的新篇章
27  塔科马大桥的坍塌
28  高速飞行的曙光
29  向超音速迈进
30  火箭和“自杀俱乐部”
31  喷气助推起飞成功
32  航空喷气公司开张营业
33  哈泼·安诺德的视线
34  大战结束
35  苏联和匈牙利
36  美国空军发展蓝图
37  新式空军崭露头角
38  中国的钱学森博士
39  一千二百万美元的损失
40  北约航空顾问团的创立
41  北约航空顾问团的活动
42  北约航空顾问团的教训
43  在“钢环”之外
44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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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7年，俄国人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轨道。不久，我应邀出席一个叫&ldquo;面向全
国&rdquo;的电视节目。采访我的记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空间方面，俄国是否比美国领先。如果是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去。　　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在这样提问。我认为，这正是
很多美国人的短视症的表现，。我请记者按自己的理解先为&ldquo;领先&rdquo;一词下个定义。在我
看来，这词源出于美国人的竞争精神。在错综复杂的技术领域，用&ldquo;领先&rdquo;一词说明不了
什么问题。因为科技领域中某一方面的领先，往往被另一方面的落后所抵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
为俄国人在空间方面并非真比我们领先。　　我还指出，只考虑眼前防务实非上策。我们必须看到，
尽管存在氢弹威胁，我们决不会在几年中就完蛋。因此我们应该花些时间来制订一项长期规划。我父
亲是历史学家。他曾经教导我说，从一年一年的变化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获得真知灼见。要发现
历史经验的真正价值，至少得观察整整一代人。　　我已年过8旬，足可回顾现代空间一超音速时代
在4代人之前的起始点，稍稍归纳一下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或许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一番我们
由那时起所走的路。毫无疑义，回顾4代人并不等于就高明4倍。不过，由于我已经度过了如此漫长的
岁月，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19世纪谈起。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我在弗朗茨&middot;约瑟夫一世
时代出生于美丽可爱的布达佩斯。我依然能看见多瑙河沿岸庄严的政府大楼、一个个整洁的公园和园
中许多英雄塑像。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一辆辆俄式轻便马车驶过布达区小山岗的情景：小山上留有古
代战争痕迹，马车上坐着穿丝绸衣服的妇女和戴皮帽穿红制服的贵族骠骑兵。举目所见，到处有服饰
华丽，风度翩翩的人们；到处是一派异平景象。　　然而，在这大好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
会危机。我外祖父那里的农村，农民照旧在贵族庄园里受苦受难；地主仍然把农民当做农奴。与此同
时，在许多城市，崭新的百货商店和公司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这种情况在多瑙河右岸的佩
斯区特别明显。它标志着商业兴盛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新奇的生活方式开始在这个封建农业国出现。
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权力和尊严，正同封建贵族展开斗争。有识之士一眼就能看出明显的迹象：
贵族正在没落，开始向新兴的统治阶级及其文化让路。匈牙利与许多中欧国家一样，穿着贵族拖鞋，
慢吞吞地走出中世纪；一只脚已跨向20世纪。　　尽管社会阵痛不断加剧，但弗朗茨&middot;约瑟夫
时代还算得上是个昌明盛世，出生在这时候还是不差的。我双亲有识于此，在1881年5月11日将我迎接
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父亲是历史悠久的布达佩斯彼得&middot;派斯马尼大学著名的教育学教授。
母亲海伦&middot;柯恩出身于书香门第。按世系回溯，她家在布拉格王朝曾经出过一个16世纪著名的
数学家。那位先祖因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名叫做哥勒姆的机器人而受到重视。想到血统因袭影响，我
觉得自己一开始就踏上科学道路似乎是合逻辑的。　　话说回来，我走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记
得我6岁时，有一次家里请客吃饭。母亲和一两个女仆像往常一样忙于烹调。两个哥哥和小弟因害羞
站在离客人远，但靠近食品的角落里，不时向桌上做摆饰的甜饼瞟瞟。他们知道，饭后，那些甜饼就
是他们的了。　　哥哥突然发现我从屋里走过，立刻跑来把我拉到客厅中间。一到那里，客人们就来
逗我，办法总是老一套：有个叔叔先让大家安静，随后大声对我说，&ldquo;托多，用脑子算一算
，144567&times;19765等于多少？&rdquo;　　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瞧着我，等我说出答数。
　　母亲后来说，那时我像登台的小演员，略一思索就报出答数。有人用笔验算后，宣布我的答数完
全正确。这种游戏往往要做好几次。老实说，我也不清楚怎样把这些数字乘出来的。当我报出答数时
，客人们总十分惊讶，并鼓掌大笑。不过，父亲对此却不以为然。那天，他独自远远地站在一旁审视
着我，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客人离去后，他把我叫进书房说：&ldquo;托多，这种计算是显显小
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rdquo;　　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次谈话前不久，我
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我问他书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懂0怎么可以被0除
。父亲解释说，%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我想，父亲并没料到我真懂。后来，我把书里的百
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这可使他大吃一惊。　　我以为他会高兴，但我猜错了。几年以后我才知道
，他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
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他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一直到十几岁才重新
开始学习数学。说来奇怪，直到今天，我能用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做加减运算，但乘法的心
算却非要用匈牙利语不可，而且速度也慢多了。童年时代做心算游戏的那种非凡的视觉记忆力已完全
丧失。　　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他感激不已。
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跟他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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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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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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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