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个人的观点，在当
今，一个成年人会自己的
母语外加两门外语，仅仅
是扫盲标准。”“凡是不以
干活为目的的上班都是装
模作样，把这句话翻译成
热机的语言就是：凡是不
以干活为目的的传热都叫
浪费。”“说物理难学，这不
仅是造谣，而且是诬蔑，是
恶语中伤。”曹则贤在讲座
中金句频出，对物理学史
上的人物、公式、定理信手
拈来、旁征博引，为鼓励青
少年学物理大声疾呼。他
说这次来宁波的主要任务
是拍摄天一阁的窗棂，窗
棂的格子设计是二维晶体
的结构，根据群论的知识，
二维晶体的形状只有17
种，“天一阁的窗棂基本上
把这17种方式都表现出
来了，各位如果没学过数
学的群论，没学过固体物
理，可能就看不出宁波的
工匠是多么独具匠心。所
以说学物理有多重要，旅
游的时候你也会比别人看
到更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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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物理很难学，曹则贤说：“那些说物理难学的，一定是
自己不好好学、学不会，然后又不想在孩子面前丢面子，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堪，
只好诬蔑物理学。”

曹则贤给大家看了一张老照片，那是清朝末年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们使
用的教科书，是英文和法文的原版书！“福州船政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建立
的学校，当时的学生也就10岁出头，但这书上的内容比现在一些大学里的数
学还要深。翻翻我们高中的数学书和物理书，知识点浅得让人想哭，为什么还有
人认为它难呢？是现在的孩子比清朝的孩子笨吗？我们的学习条件比那时候差
吗？”曹则贤自问自答，因为清末的时候，中国非常落后，被侵略者打得体无完肤，
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救国，“所以尽管很难，孩子们也要冒
着困难学习！”

曹则贤认为，物理学是最成体系的科学，它犹如一条思想的河流，懂的人
顺着那条河流学习是很容易的。“从学习的角度说，孩子首先要聪明、刻苦。作
为一个老师，我这些年没看到谁家孩子笨的，孩子们都太聪明了，但是否刻苦
就不好说了。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好的老师，一个老师如果学富五车，如果能
像阳光一样温暖孩子们，使他们在学不会的时候也不受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得到热情帮助，这样就不会有哪个孩子学不好物理的情况。”

“150年前，英国的开尔文爵士就给少年下了一个定义，即能把‘高斯积分
公式’看得和‘2+2＝4’一样容易的人，那才是合格的少年。人生不是只有高
考，孩子们将来生活的世界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作为父母，我们能够帮
助他们的，就是让孩子保持学习的兴趣，到有学问的地方去，到有学问的人身
边去。”曹则贤总结说。

曹则贤：

人物名片：

曹则贤，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央视《加油！向未
来》栏目科学顾问。
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物理系，在德国
凯泽斯劳滕大学物理
系获博士学位，编、
译、著有《物理学咬文
嚼字》《一念非凡》《惊
艳一击》《量子力学
（少年版）》《相对论
（少年版）》等专著多
部，现为中国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
学院大学授课教师。

8 月 24 日，曹则
贤做客宁波图书馆新
馆“天一讲堂”，主讲
了《21世纪的少年，你
怎可不学物理》。

曹则贤荐书

一、《惊艳一击——数理史
上的绝妙证明》

作者：曹则贤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推荐理由：证明是最重

要、最见功夫的数学与物理
研究活动。本书选取了 30
个数理史上重要问题的证
明，向读者介绍重要数学、
物理问题是如何提出又是
如何证明的，旨在培养读者
解决高深问题的能力。本
书与曹则贤教授的《一念非
凡——科学巨擘是怎样炼
成的》是姐妹篇。

二、《相对论的意义》
作者：爱因斯坦
译者：郝建纲、刘道军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
推荐理由：相对论是近

代物理学的支柱之一，是人
类智慧最辉煌的成就。本
书是爱因斯坦本人撰写的
通俗读本，旨在向公众介绍
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创造
相对论的思路。作者以其
特有的论述才能，精辟介绍
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
论的基本内容，对相对论的
成就及其发展中存在的关
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译本忠实于原文，使用现
行规范的名词，具有极大的
启发价值。

讲座预告：
一、《对于人工智能热的哲
学冷思考》

时间：8月 31日（周六）
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
一楼报告厅（鄞州区宁穿路
2100号）

主讲人：徐英瑾，复旦
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
者。曾在意大利与美国各
进修一年，专长为人工智能
哲学、知识论、认知科学哲
学。

二、《历史离我们有多远
——由溥仪〈我的前半生〉
说起》

时间：9 月 1 日（周日）
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永丰
馆三楼报告厅（永丰路 135
号）

主讲人：钱茂伟，复旦
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宁波大
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
系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古代史硕士生导师，宁
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主任，宁波大学史学理论与
史学史学科带头人，兼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博士生导师。

本版撰稿 记者 俞素梅
摄影 记者 周建平

在一个技术已高于神话的年代
学物理和每一个青少年相关

你是不是觉得物理有学霸去学就行了？曹则贤提醒：“如果说几十年前，
学物理还可以是别人的事，那么今天，学物理已经是每一个少年都要面对的事
情了。因为你出生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年代，生活中到处是高技术产品。”

小时候看《西游记》，觉得千里眼、顺风耳都是神话里的想象，如今，大型望
远镜可以看到几千几万光年以外的地方，天上飘满卫星，我们随时可以语音、
视频通话……“在这样一个技术已高于神话的时代，你怎么可以不学物理？日
常生活中都在进行高技术活动，你不学也得学。举个最现实的例子，5G就要
来了，你要用5G手机吧？你知道5G是什么吗？有人问，5G会有辐射吗？这
就是没学过物理的表现，学过物理的人稍微一想就知道了。”

物理学是所有技术的理论基础。曹则贤举例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
有了蒸汽船和火车后，迅速成为“日不落帝国”。“其实，最先感受到英国人压力
的是他们的邻居——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如果不想被碾压，就必须深刻思考
火车、轮船、蒸汽机背后的科学原理。而这个原理是由法国一位叫卡诺的年轻
人想明白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所蕴含的科学内容，彻底改变了人类
生活，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可见科学有多大的威力。”

卡诺凭借一篇《关于火的驱动能力以及发挥此以能量之适当机械的思
考》，成了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他写这文章的时候，才20多岁。爱因斯坦
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也才26岁。曹则贤介绍，卡诺关于火的驱动力文章
里的根本思想其实很简单，在座的小朋友都能听懂，那就是：凡是不以干活为
目的的上班都是装模作样。翻译成热机的语言就是：凡是不以干活为目的的
传热都叫浪费。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应当成为青少年的知识标配

“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会如何发达，我们今天想象不出来，但是我们要让孩
子幸福，重要的是让他有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而不是高考多考三五分。”曹则贤
说，一个人一生所学的知识，真正能用到的是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知识是用
来塑造人格和气质的。物理学家的信仰和追求是理解世界、理解自然的伟大
和神奇，一个长期从事这项事业，并且能够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外部动作和内
心世界都能显示出一份从容、深邃和祥和。“不是物理学家刻意去追求深邃，而
是真正的物理学家想浅薄已经不可能了。”

互联网技术发源于物理实验室，最初是物理学家为了传输物理实验数据
用的，后来才走向社会；体检用的X光，又叫伦琴射线，伦琴是物理学家，他因
为发现X光而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医院里用的CT扫描、核磁共振、
伽玛刀等，最初都是从物理实验室里发明的……伽利略的落体定律、牛顿的万
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和一帮物理学家一起定义的量子力学
等等，这些是构成人类社会技术基础的基本知识，从思想上、物质上改变了人
类社会，“你可以不知道它特别深刻的东西，但是不能对它一点都不知道。”曹
则贤甚至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20世纪的伟大成就应该成为21世纪青
少年的知识标配。”也就是说，能够轻松跟人聊麦克斯韦方程组、薛定谔方程、
狄拉克方程，才是当今及格的少年。

那些说物理难学的
都是对自己不努力的借口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是当今少年的知识标配

曹则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