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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通往物理巨擘之路
百年中國，知名的科學家、教授不在少數，

但論為人熟知的程度，恐怕楊教授一定在前幾
位，就算完全不諳物理學，以及對科研工作一點
不了解的人，對楊振寧的名字也不會感到陌生。

這是因為，楊教授的九十九載人生，與中
國、與中國人、與中國的科技事業和國際學術地
位，都有着密不可分和具有重大意義的聯繫，影
響非常深遠。

改變國人「己不如人」思想
楊教授在多年前說過這樣兩句話： 「如果說

我這一生有什麼重大貢獻，我想就是我幫助中國
人改變了覺得自己不如人的思想。」

這兩句話言簡意賅，意味深長。
當然，這一改變，首先是來自上世紀一九五

七年當時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所從事
物理研究的楊振寧與李政道，以發現 「宇稱不守
恒」 定律，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這是頭
一次有華人獲得這項科學殊榮。當時兩人都非常
年輕，一舉成名天下知，海內外炎黃子孫莫不覺
得與有榮焉。

一九六四年，楊振寧曾應中文大學之邀來港
演講，排隊的人龍圍了香港大會堂幾個圈。其
後，不少成名和有成就的內地年輕物理學家都表
示，當年是因為楊、李的獲獎而激發了他們學習
物理的決心，本港幾家大學的物理系教授也不例
外。

然而，更令楊振寧三個字產生重大影響的，
並不僅僅是西方的諾貝爾獎，也不只是因為他其
後一直在美國的頂尖大學任教、研究 「規範場」
再創高峰，而是因為他的足跡自一九七一年開始
踏上了新中國，踏上了一個當時尚不廣為人知的
「神秘」 國度，而且絕無僅有地以一個美籍華裔
物理學家、在西方已經得到一切名利地位殊榮的
科學界名人的身份，對新中國作出了幾乎毫無保
留的正面評價，更毫不掩飾地表露了自己一份血
濃於水的中國心和家國情懷，其動人和震撼處在
當年是不可想像的。

十六歲考入西南聯大
楊振寧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於安徽安

慶，父親楊武之當年獲官費留美，依舊例在出國
前先成婚生子，直到學成歸國，楊振寧頭一次看
見父親，已經是六歲的事。

其後，楊武之受聘擔任清華大學數學系教
授，舉家赴京，楊振寧在清華園度過了愉快的童
年，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天，盧溝橋日本侵略軍的

炮火聲驚破了寧靜的校園，楊武之攜家眷幾經周
折抵達昆明。那時，中國最有名的三所大學：北
大、清華和天津南開大學都已撤退到昆明，成立
西南聯合大學，楊振寧先在中學就讀高中二年
級，翌年一九三八年秋天，以十六歲之齡考進了
西南聯大的物理系。

當時西南聯大物理系，集三校師資之長，陣
容鼎盛，物理學家趙忠堯、張文裕、吳有訓、周
培源、吳大猷、王竹溪等，都是楊振寧的業師。
一九四五年，庚款留美恢復招考，已經在聯大取
得碩士學位的楊振寧，成為唯一一位被錄取的物
理考生。同年八月，楊振寧離開父母和弟妹、離
開家鄉、離開中國，踏上了負笈美國紐約的人生
新歷程。

「我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產物」
當然，在美國深造、做研究、教學，以至獲

得諾貝爾獎的大段日子，楊振寧得以跟隨名師費
米、泰勒學習，與奧本哈默等物理大師在普林斯
頓共事，研究當時最前沿的高能粒子物理學，發
表了大量論文、取得了重要成果，都是他人生中
不可磨滅的大事；然而，出生和成長之地的合肥
安慶、清華校園、西南聯大，還有父母兄弟姐妹
的骨肉親情、老師和同學之間的深厚情誼，以及
曾經經歷過的逃難和捱轟炸的日子，在他的心靈
深處始終佔有不能忘卻的位置，他的中國心一刻
沒有停止躍動，體內流淌着的依然是炎黃血脈。

一九五七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獎領
獎大會上，當着瑞典國王和各國政要、科學界大
師、商界名流千人面前，楊振寧發表的獲獎者感
言，是令人意想不到和受到震動的。楊振寧說
到，諾貝爾獎是一九○一年成立的，之前一年，
「八國聯軍」 攻入北京，進行了 「野蠻的屠殺和
可恥的掠奪」 ，清朝政府還要割地賠款。十年
後，美國政府用他們得到的 「賠款」 創辦了清華

大學及 「庚子留美獎學金」 ， 「我就是直接受惠
於這兩項計劃的人」 。

楊振寧接着指出： 「今天站在這裏重提這些
事實，我沉重地體會到，在某一種意義上，我是
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共同產物。一方面我為我的中
國血統和背景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將把我的工
作奉獻給起源於西方的現代科學，它是人類共同
文化的一部分。」

一九七一年七月，已經離開中國二十六年的
楊振寧，首次重踏故土，訪問上海、北京，獲得
周恩來總理會見。而在此之前，楊振寧曾多次把
父母和弟妹接到瑞士日內瓦和香港相聚。楊振寧
一九五○年八月在紐約與杜致禮女士結婚，七一
年訪京也頭一次拜訪了他的岳丈、前國民黨將領
杜聿明。

其後，楊振寧訪華不計其數，彷彿成了中美
之間的一名 「友誼使者」 或 「風向式」 人物。這
過程中，楊振寧向美國人民及其他西方國家人士
廣泛地介紹了他的訪華觀感，對新中國的發展和
成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包括對 「文革」 的一些
看法。其後，有些評語遭到質疑。

對此，楊教授坦誠地表示，當時他對中國發
生的事情並不完全了解，也不可能一件一件事地
去核實查證；但他認為，他的介紹對人們了解中
國、認識中國是有積極作用的， 「我說中國的好
話從不後悔。」

老驥志千里，人間重晚霞。楊振寧的科研成
就和愛國赤子心，永遠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和瑰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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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與香港關係密切。
在獲得諾貝爾獎後，一九六四
年楊教授應中文大學之邀來

港，在大會堂舉行有關高能物理的公開演講，其
實，那是一次楊家的天倫樂聚。

在這之前，楊振寧已經在瑞士日內瓦三次與
父母楊武之、羅孟華見面，但弟妹卻未有機會同
行；楊教授想到，弟妹到香港應比出國容易，於
是向當時的中大校長李卓敏提出了要求。

李校長經驗豐富，知道事態敏感，親自往見
港督戴麟趾商談，港英當局同意了。楊武之夫婦
在三子振漢、女兒振玉陪同下，在六四年十二月
下旬步過羅湖橋頭抵港，入住尖沙咀百樂酒店。
分別十九年的三兄妹再次重逢，自是有說不完的
話，一家人同遊太平山頂、香港仔海鮮舫吃海

鮮，還到百貨公司購物，高興極了。

母子合影成照相館生招牌
不過，在港期間，楊氏兄妹一直覺得身邊有

人跟隨，疑人甚至就住在酒店的鄰房，但只是
「護駕」 、沒有打擾，其 「身份」 也就不言而喻
了。而該段期間，楊教授還接到來自駐港美國領
事館人員的電話，詢問其弟妹是否需要辦理赴美
手續，可以 「提供方便」 。楊教授自然 「婉拒」
了。

此後，楊振寧自一九八六年擔任中大博文講
座教授起，多次把在上海的母親接來香港居住，
還親自駕車帶媽媽遊山頂，只是中途已經迷路，
要勞煩警察叔叔電單車 「開路」 。又有一次，楊
教授帶媽媽到沙田一家商場的照相館拍照，東主

把照片放大了掛在櫥窗作為 「生招牌」 ，途人坊
眾都知道有名人母子在此居住。

楊教授對中文大學有深厚感情，不但常來
講學、居住，一九九九年更把珍貴的諾貝爾獎
章連同一批手稿、照片等捐贈給中大，中大為
此專門建立了 「楊振寧學術資料館」 以作永久
收藏。

楊教授與港另一項淵源，是先後擔任了由愛
國實業家查濟民創立的 「求是科技基金會」 及由
影視鉅子邵逸夫設立的 「邵逸夫獎」 的評審委員
及顧問，親力親為，每年都來港及到內地進行評
審和頒獎，推動中國的科研事業及學術交流，提
拔了大批青年科學家和鼓勵學子投身基礎研究，
得到了高度評價。楊教授與查、邵兩位出資者，
更建立了科學家與企業家之間的深厚友誼，共同

為 「科技興
國」 的理想目標作
出貢獻。

此次為祝賀楊教授百歲華
誕，中文大學籌辦了連串活動，本
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將與清華大學、
中國物理學會合辦 「展望未來一百年的物
理學──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 ，地點
在中大行政樓祖堯堂，可觀看北京會場著名科學
家和學者的講話，中大展覽廳並舉行以 「物理巨
擘 中大摯友」 為題的展覽。

此外，中大並特別建立了一個網站，重播一
九六四年楊教授在香港大會堂的講座錄音，以及
多年來在中大的講學片段，網站並會介紹楊教授
的事跡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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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物理學家、首位華人諾
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教授，今
年九月二十二日將迎來九十九歲
生辰；香港中文大學將聯手清華
大學、中國物理學會，為這位蜚
聲中外的愛國科學家舉辦一連串
百歲華誕賀壽活動，送上一份誠
摯的感謝與祝福。

楊振寧教授目前定居於北京
清華園，陪伴在身邊的是四十五
歲的妻子翁帆。楊教授雖已近百
高齡，但身體仍然十分硬朗，獲
悉香港中文大學將會為他舉辦賀
壽活動，十分高興，親自動手處
理、回覆有關活動事宜的電郵，
反應仍一貫的清晰快捷。

葉中敏 （文、圖）

◀

一九八二年出席廣東從化粒子物理會議後訪京，楊
振寧（右）、李政道（左）獲鄧小平宴請。這是楊振寧與
李政道自獲得諾貝爾獎後的罕有合照。

中大設楊振寧學術資料館

◀

二○○七年，楊振寧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為他舉辦的銅像揭幕儀式。

◀楊振寧對時任中
國科學院院長的著
名物理學家、 「兩
彈一星」 元勳周光
召（左）推崇備至。

◀

八十年代初，楊振
寧（右二）偕同母親楊
武之夫人（左二）出席
大公報報慶酒會，副
社長兼總編輯李俠文
（右一）接待。楊、李
兩人為清華大學昆明
「西南聯大」 校友。

◀在港看京
劇，楊振寧
與梅派傳人
梅葆玖（左）
合照。

◀

二○○二年 「楊振
寧教授八秩榮慶學術
研討會」 座無虛席。

◀

中大出版社為楊教
授八十壽辰出版《人
情物理楊振寧》，作
者為本文作者葉中
敏，圖為該書封面。

▲二○一二年，中大設宴慶祝楊振寧九十壽
辰，楊教授及妻子翁帆一起切生日蛋糕。

▲二○○四年楊振寧在清華大學為本科生授課。 清華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