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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费曼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非常有名。
这两种特质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有些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或海森伯。
但也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专业领域之外鲜为人知，例如：狄拉克、泡利、昌德拉塞卡等人。
这两种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费曼会那么有名气？
当然，有时候外在的环境会决定该把聚光灯打在哪个人身上。
虽然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对量子力学非常重要，却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他的学说正好
和当时哲学与心理学对于理性的不确定性，激起强烈的共鸣，这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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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曼的抽屉里，长年摆着一封从未寄出的信。
信纸泛黄破旧，因为费曼经常拿出来展读。
那是费曼在妻子阿琳过世一年后（1946年），写给亡妻的信。
费曼在信末写道：“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
我不知道妳的新地址啊。
”　　2004年，这封信和其它费曼亲笔写的信，都来到费曼的女儿米雪手中。
米雪说：“看着看着，我着迷了。
写这些信的人展现出思路清晰、体贴、谦虚、风趣而又迷人的魅力来。
”米雪于是选出415封信和家藏的照片编辑成这本书：“关于我父亲的书很多，不过那些书都取材于口
述的数据。
但现在你看到的这本书，都是他亲笔写的信，这些信自己会说话。
这些信综合起来，展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费曼的特质。
”　　1988年，费曼与世长辞。
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死亡太无聊了，我可不愿死两次。
”　　伟大喜剧演员的幕后，往往是一段历尽沧桑的人生；科学顽童的心底，透过这些纸页，浮现的
是一个真挚高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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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理查·费曼（Richard P．Feynman），1918年，费曼诞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194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设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服务，参与
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当时虽然很年轻，却已经是该工程中的重要角色。
随后，他任教于康乃尔大学以及加州理工学院。
1965年，由于他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与朝永振-郎（Sin-Itiro Tomonaga）、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两人，共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费曼博士为量子电动力学理论解决了不少问题，同时首创了一个解释液态氦超流体现象的数学理论
。
之后，他跟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合作，研究弱相互作用，例如β衰变等，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
。
后来数年，费曼成为发展夸克（quark）理论的关键人物，提出了在高能量质子对撞过程中的成子
（parton）模型。

    在这些重大成就之外，费曼还把一些基本的新计算技术和记法，引入了物理学。
其中包括几平无所不在的“费曼图”，因而改变了基础物理概念化与计算的过程，成为可能是近代科
学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一种表述方式。
费曼是一位非常能干有为的教育家，在他一生所获得的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奖赏中，他特别珍惜
在1972年获得的厄司特杏坛奖章（Oersted Meclal for Teaching）。
《费曼物理学讲义》（The Feynman Lectures on Hhysics）一书最初发行于1963年，当时《科学美国人》
杂志的一名书评家称该书为“⋯⋯真是难啃，但是非常营养，尤其是风味绝佳，为25年来仅见！
是教师及最优秀入门学生的指南。
”为了增长大众的物理知识，费曼博士写了一本《物理定律的本性》（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
以及《量子电动力学》（Q.E.D.：The Strange Theory of Light and Matter）。
他还写了一些专精的论著，成为后来物理学研究者与学生的标准参考资料和教科书。

    费曼是一位建设性的公众人物。
他参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调查工作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他当众证明橡皮环不耐低温的
那一幕，是一场非常优雅的即席实验示范，而他所使用的道具不过冰水一杯！
比较鲜为人知的事例，是费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加州课程审议委员会所做的努力，他非常不满
当时小学教科书之庸俗平凡。

    仅仅重复叙说费曼在于科学与教育上的无数成就，并不足以说明他这个人的特色。
正如任何读过他最专业性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里外都散发着他鲜活的多彩多姿的个性。
在物理学家本职的工作之余，费曼也曾把时间花在修理收音机、开保险柜、画画、跳舞、表演森巴鼓
，甚至试图翻译玛雅古文明的象形文字上。
他永远对周围的世界感到好奇，是一位一切都要积极尝试的模范人物。

    费曼于1988年2月15日在洛杉矶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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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  普林斯顿  为什么我要结婚？
  这件事和所谓“高贵的情操”无关。
  我要和阿琳结婚，因为我爱她，我要照顾她。
第2部  洛斯阿拉莫斯  我爱我太太，但我太太已经羽化升天了。
  附笔：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
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第3部  从东岸到西岸  物理学也有本身的价值和发展的权利；即便国家仍处于非常时刻，外头的战事还
没有完全结束。
第4部  美国国家科学院  我们怎么能大声地说，只有最好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之中？
  参加这个自我标榜的团体，让我很不开心。
第5部  费曼物理讲座  如果你有任何才干，或任何工作吸引你，就全力去做吧。
  把整个人投进去，像一把刀直刺入到刀柄。
第6部  诺贝尔奖  听到你得诺贝尔奖，我们又激动又高兴。
  到了斯德哥尔摩，可别去天体营和裸体女郎鬼混第7部  科学教育  科学并不比别的学科重要，不应该
凌驾一切。
  好东西太多，也会让人消化不良而倒胃口。
第8部  鼓声咚咚  对我来说，打森巴鼓从来都不能算是一种音乐。
  我只是打着好玩，制造一些有节奏的噪声。
第9部  不改其志  得奖后10年内，如果费曼没染上“做官症”，维斯可夫就算赌输了，须付10美元给费
曼。
第10部  电视新星  如果你觉得我有点疯疯癫癫的，我现在有借口了，因为我的脑壳钻了两个洞。
  你摸摸看，就在这儿。
第11部  最后一幕  死亡太无聊了，我可不愿死两次。
附录　附录一  我有一种信仰  费曼接受“观点”节目的访谈　附录二  失礼的重力　附录三  物理学的
未来　附录四  《加州科技》杂志号外：费曼博士荣获诺贝尔奖　附录五  新数学的新教科书　附录六  
两个寻找夸克的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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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费曼致康乃尔大学物理系吉布士亲爱的吉布士教授：当我在几个星期之前，听说贝特先生几乎已经决
定不来康乃尔，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着急。
我也尽力挽留他，希望他能维持原意到康乃尔来。
你知道，我在一年前之所以选择来康乃尔，是因为本校在核物理的研究上，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研究
团队。
这样，我可以保持在这个领域的前进队伍里，随时提出一些和实验有关联的理论性问题与想法。
贝特先生将是这个实验团队的灵魂人物，其他的成员还包括巴克、罗西、派瑞特、葛里森，当然我们
也想到麦克丹尼尔和贝克。
但是，如果贝特没有来康乃尔，马克和葛里森也不会来（罗西已经决定不来了），这样一来，以我们
这样的阵容，怎么能吸收其他的年轻科学家来康乃尔？
我决定11月还是先依照原订的计划到康乃尔来。
因为现在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我事先答应你来，你也把我计算在内了。
但如果真是上面说的情况，我也不会待太长的。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年轻人是康乃尔需要的，我也和他们谈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当提起贝特、巴克和葛里森都不来康乃尔时，我很难说动他们前来。
另一方面，如果上面那些人都能来，同时我们又能描述我们打算进行的计划，他们都非常有兴趣。
不幸的是，他们都有其他机会，而且对方又催促得很紧，因此，这些人对于康乃尔的混沌未明，失去
了等候的耐心。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已经损失掉一位非常优秀的电子人才了。
因此在我看来，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一是贝特（当然连带也包括巴克、葛里森和其他年轻人）到康乃尔来，使康乃尔的物理系变成全国最
好的系所之一。
另一是康乃尔的物理系处在很不利的窘境，无法吸引一些从军事研究中释放出来的优秀年轻物理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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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拥有当代最具原创力的心智。
　　——戴森，理论物理学家，《宇宙波澜》作者他是一个最真诚的人⋯⋯也是任何敢于敲出不一样
的鼓声的人心目中首屈一指的典范。
　　——施温格，理论物理学家，与费曼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他是所有人梦想期待的科学家。
完满魅力、凡事抱持怀疑、爱开玩笑、又聪明得让人目眩。
　　——《卫报》若说费曼的一生有如链式核反应，并不为过。
他的才智达到临界质量，向四面八方爆裂，并散发出光和热。
　　——《时代》杂志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擅长引人注目，并且十分务实的思想家⋯⋯世上几乎再也找
不到像费曼这样的人。
　　——戴维斯，理论物理学家，《上帝与新物理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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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查·费曼一九一八年生于纽约州的一个小镇法洛克卫。
一九三九年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1942年获颁博士学位并开始进行研发
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88年2月15日，与癌症搏斗十年后与世长辞。
费曼先生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更是二十世纪最杰出、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是其的书信集。
杰克与克莉丝：“听到你得诺贝尔奖，我们又激动又高兴。
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讲，表现真是不错、到了斯德哥尔摩，可别去天体营和裸女郎鬼混。
”费曼：“非常感谢你们的贺电，但你们为啥要限制我在瑞典的探险呢？
我在这里请求你们允许，可以不理会你们在电报里的告诫。
”助教哈特：“我忽然觉得很难用简单的话，来把这个问题说明白，让这么笨的学生也听得懂。
我忽然觉得很泄气，觉得现在的高中教育相当失败，这种程度的学生也能毕业，进大学来。
你是不是帮个忙，告诉我该怎么说，才能让这种学生也能懂。
”费曼：“笨学生问的简单问题，常常有非常复杂的答案。
只有聪明学生才被训练得会问那种复杂的问题，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老师都知道答案。
而只有当老师的，才想得出那种答案简单的简单问题。
”你们眼中的天才，是我真挚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老爸是个“万事通”。
《全知》杂志曾推许他，是当代“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我祖母很有幽默感，也经常以自己这个天才儿子为做。
听到这番赞词时，她夸张地张开双手，说：“如果理查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神呀！
请救救我们吧！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我老爸不但聪明绝顶，对生命津津乐道，而且非常喜欢教导别人。
他对生命和我们的世界，有非常风趣而深刻的看法，同时又有很大的热诚与耐心，肯真切聆听。
我怀抱无比的热诚来处理《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
因为我想再一次亲近他。
能够和老爸再度相逢是很有意思的。
我深信即使在今天，他仍然能教导我一些事理，只是猜不透会是些什么事罢了。
他这家伙总是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清底细。
费曼的抽屉里，常年摆着一封从未寄出的信。
信纸泛黄破旧，因为费曼经常拿出来展读。
那是费曼在妻子阿琳过世一年后（1946年）。
写给亡妻的信。
费曼在信末写道：“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2004年，这封信和其他费曼亲笔写的信，都来到费曼的女儿米雪手中。
米雪说：“看着看着，我着迷了。
写这些信的人展现出思路清晰、体贴、谦虚、风趣而又迷人的魅力。
”米雪于是选出415封信和家藏的照片编辑成《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关于我父亲的书很多，不
过那些书都取材于口述的资料。
但现在你看到的《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都是他亲笔写的信，这些信自己会说话。
这些信综合起来，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费曼的特质。
”1988年，费曼与世长辞。
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死亡太无聊了，我可不愿死两次。
”伟大喜剧演员的幕后，往往是一段历尽沧桑的人生；科学顽童的心底，透过这些纸页，浮现的是一
个真挚高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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