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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大师》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包括：杨振宁的学术生涯、杨振宁的科学贡献、杨振宁的思维创新、杨振
宁的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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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大师》

作者简介

　　刘大椿，1944年生，哲学硕士。曾任哲学系主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科学活动论》、《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互补方法论》、
《科学哲学》、《科学哲学通论》、《知识经济：中国必须回应》、《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
大撞击》、《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发现与创新之路--科学技术的研究
方法》、《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等。
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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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大师》

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杨振宁的学术生涯
　一、难忘的少年时光
　　1.风雷激荡：天生我才必有用
　　2.母爱如江河之水，润物无声
　　3.杨武之，中国第一位代数学博士
　　4.杨家“龙文”，自强不息
　二、联大的峥嵘岁月
　　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2.名师云集育英才
　　3.进入物理学的对称领域
　　4.撞开统计力学的大门
　　5.西南联大与物理学的爱与憎
　三、芝大的全新境界
　　1.初识世界大师风采
　　2.艾里逊实验室的轶事
　　3.泰勒与博士论文
　　4.费米的伟大及其风格
　四、普林斯顿的岁月
　　1.大师汇聚的科学圣地
　　2.杨振宁与奥本海默
　　3.与粒子物理学同步成长
　五、石溪：国际理论物理学的新中心
　　1.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
　　2.到石溪后的研究
　　3.“杨氏帝国”
　六、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
　　1.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籍华裔科学家
　　2. “我应为中国科技发展作贡献”
　　3.在香港未来发展中贡献力量
　　4.在香港为内地教育事业募捐
　　5.挥之难去的中国情结
第二章 杨振宁的科学贡献
　一、世纪理论：杨一米尔斯规范场
　　1.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
　　2.杨一米尔斯场的实验检验
　二、统计力学的辉煌
　　1.，统计力学的第一个严格成果
　　2.杨振宁一李政道相变理论
　　3.杨一巴克斯特方程：统计力学的最高成就
　　4.对凝聚态物理学的贡献
　三、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1.对称与宇称守恒
　　2.θ-ι之谜：黑房子里的摸索
　　3.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4.震惊物理世界的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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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大师》

　　5.物理学思想史上一大转折
　四、当代卓越的物理大师
　　1.微观世界的伟大探索者
　　2.深邃的基本物理学思想
　　3.物理学对数学的贡献
　　4.杨振宁科学成就的影响
第三章 杨振宁的思维创新
　一、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
　　1.一个迄今最普适原理的问世
　　2.对称性：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认识主流
　　3.与玻尔互补原理的异曲同工之妙
　二、物理学几何化思想
　　1.规范场的几何化及其对数学的影响
　　2.终极理论不会是人为的对称破缺
　三，数学与物理：“二叶理论”
　　1.物理学家有关数学的两则笑话
　　2.数学对物理学的影响
　　3.物理学对数学的影响
　　4.阴阳互补的“二叶理论”
　四、物理学新趋势：理论等待实验
　　1.实验：科学的基础
　　2.理论与实验必须时刻保持一致吗
　　3.理论对实验的等待期
第四章 杨振宁的方法创新
　一、数学的美和力量
　　1.数学概念规定了物理结构
　　2.规范场奠定了新思维结构的基石
　　3.杨振宁的“宇宙宗教情感”
　　4.对称性支配：真与美的统一
　二、科学绝对不是只有逻辑
　　1.非逻辑方法：直觉
　　2.非逻辑方法：灵感
　　3.直觉和灵感的思维特点
　三、“三阶段说”：知识、品味与风格
　　1.知识(knowledge)与科学创造
　　2.品味(taste)与科学研究
　　3.风格(style)与科学创造
　四、审美能力与科学创造
　　1.美与科学美
　　2.审美与科学创造
　五、做学问的“3P”方法
　　1.面对原始问题要始终不渝
　　2.坚持不懈与相机行事
　　3.做学问要有力量，走自己独创之路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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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泰勒比较注重学科精神，而不注重细节。比如，他可以直接领悟到数学与物理学关
系的精神，而不太注意两者的细节问题，这对杨振宁当时来说是很受启发的。在中国学习时，老师比
较强调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教学中往往以演绎为主，这样教给学生的是一个成熟的逻辑体系，而不
是学科真实的历史过程，更不是创造本身。所以学生学到的只是熟练的推理、演算技能，而不是创造
的意识和手段。 杨振宁曾指出：“从书本上一篇篇、一页页地念出来的知识，一个定理、一个定理念
出来的知识，先要有个定理，后来有个证明，这是一种念法。”从这个念法念出来的学生，在科学创
造的时候，必须要有观念的更新，否则难有突破性的贡献。泰勒则不强调这种按部就班的方法。他注
重直觉的想法。他把触角伸得非常远，往往在没有看清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抓住了它的精神。泰勒的课
也非常有特色，他从来不做准备，一走上讲台，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起来，然而
不到10分钟，准有错误出现，待他发现后，胡乱改一改，便又埋头做下去，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
个人存在似的。开始，杨振宁很不习惯，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位老出差错的老师，确有惊人的
“乱中取胜”的本领，他教给学生的思想过程与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极为接近。仅此一点，杨振宁就
受益匪浅。 泰勒也非常推重他的这位学生，不仅满意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卓越表现，而且赞赏杨振
宁日后的作为和成就。 1982年，为祝贺杨振宁60诞辰举办的规范场讨论会上，泰勒说：“有时我们会
迷惑地问自己，这位物理学家是怎么想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如果在此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假若你
想到杨一米尔斯把规范不变性推广到同位旋和非交换变量那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就无法讨论弗兰克的
工作。现在，这篇文章几乎成为每次深入讨论的基础。为此，我建议他应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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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大师:杨振宁》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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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国积极吸收自然科学，由来至今，已届树人之年。国人在国际科学坛上有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自
杨振宁始。 ——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 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
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它使他，正如使爱因
斯坦和狄拉克一样，对自然的神秘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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