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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里科-费米的成长、成就、生活和评价

•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和年青同事们

• 费米在意大利研究组的成长、辉煌和终结的探讨 

• 费米学派的总结

费米和费米学派>>>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说明：

因为时间关系，费米在美国期间指导学生的材料不少、但是比

较零散，全面系统的总结没有见到。

我在私下与几位年长的老师讨论，但不够系统、也没有查证，

因此这里不敢草率行事。费米在美国期间客观环境变化很大，

而他指导学生成就更大，这部分应该以后花力气去分析挖掘。



• 自学成才的历程

• 主要成就 (科学与教育)

• 日常生活

• 后世评价和启发

费米的画像>>>



费米的画像>>> 成长历程

• 他父亲阿尔贝托-费米的同事 阿米代伊 (Adolfo Amidei，工程师) 在1914年

意外发现费米天分很高，先做几何方面，后来其他数理方面，在多方面帮

助费米直到高中毕业报考大学（Page  11-13)。

• 1915年结识恩里科-佩尔西科 (Enrico Persico): 并开始一起在罗马广场上

淘书 (Page 12); 找到一本真正物理课本和二卷的拉丁文数学物理基础 (19

世纪三十年代的神父Andrea Caraffa) 。后来又找到一本五千页百科全书式

的法文物理学专著 (俄国物理学家Orest Kvholson) ; 这为费米打下了很好的

数学和物理基础。[费米的笔记从此开始，那些笔记陪伴他一辈子]。

• 罗马大学教授皮塔雷利（Giulio Pittarelli）在入学考试结束后(1918年) 确认

费米确实懂得他考试中写下的东西，告诉他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这么优秀。

这对于费米自信心是极大的鼓励 (Page 16)



• 费米的博士指导教师路易吉-普钱蒂 (Luigi Puccianti，1875.06.11 – 1952.06.09, 比萨高等师范

学校,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of Pisa): 没有能力教费米新知识，但是从来没有嫉妒费米，他感

激费米选择物理、而不是数学作为职业道路。（Page 17) 

    费米的课本: 庞加莱《混沌理论》、索末菲《原子结构和光谱线》、卢瑟福《放射性物质及

    其辐射》，文献如德文的《物理学杂志》（可能是那时比萨唯一读这本杂志的人)。(Page  18）

• 物理学家、政治家奥尔索-马里奥-科尔比诺 (Orso Mario Corbino, 1876.04.30-1937.01.23) 

1922年认识费米，是费米192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到1936年科尔比诺去世前、在意大利最重要的

“保护伞” 。（Page 22) 

费米的画像>>> 成长历程



四位近乎同龄人(海森堡、泡利、狄拉克、费米) 同时代重量级学者只有费米是自学成才的，而且

身兼理论和实验；其他几位是做纯粹理论的，几乎不懂实验。 

费米的画像>>> 成长历程

为什么一流物理学家中只有费米身兼理论和实验？ 

可能的原因（年轻时通过自学打下的一流基础）：

(1) 在意大利物理被看作纯粹是一门实验课（Page 17)。大三的时候拿到了实验室的钥匙，允许自由使用仪器，与

好友一起做各自的实验，热爱实验，甚至自力更生做设备。尽管他从1919年就有原创性的理论论文，他的博士

学位论文也是实验方面(X-射线，原文1990年才找到, Page 20)。在佛罗伦萨大学时与拉塞蒂用很有限的设备和

预算开展实验研究光谱学。在费米看来，物理学家做实验是很自然的。

(2) 费米学习相关课本、查阅近期的学术期刊，一旦掌握了相关内容就把他认为最本质的部分工工整整抄录的小本

子上；包括加注的方程式（这些是从十来岁就开始做的，后来一直用)，并且特别喜欢计算或估算。在格丁根和

莱顿的访问受到一定的理论熏陶。

这些一流基础使得他得以在理论与实验之间能快速切换 (有资助就做实验、没有条件就做理论)。



恩里科-佩尔西科 (Enrico Persico):

费米哥哥朱利奥的同学，费米的终身好友，他们也是意大利

前二位理论物理学教授。1915年结识、后来与费米合作研

究，他和费米是意大利头两位理论理论教授。 (Page 12)  

佛朗哥-拉塞蒂 (Franco Rasetti，1901.08.10 -2001.12.05):

物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是著名通才. 从1919年起，

是费米的同学和终生朋友。费米大学时经常去他家里蹭饭，

一起爬山。 (Page 18)

1927年，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 1959年获诺

贝尔物理奖)、爱德华多-阿马尔迪（Edoardo Amaldi，意大

利核物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 埃托雷-马约拉纳

（Ettore Majorana，1906.08.05 -1938.03, 著名理论学家，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加入，组成著名的四人团。  (Page 

52-53)

费米的画像>>> 成长历程

他领导的小组在三十年代已经把罗马建成了世界级别的物理

前沿研究中心之一。



GASA Classics

（昨天曹则贤老师的报告）“闲说玻恩学派” 好像有一张片子里出现了费米。

费米在哥廷根并不怎么开心，其实是比较郁闷的。这两天我看到杨先生有一个说

法，就是当时海森堡那些人那时候不大看得起费米。从传记里，作者们可能是为

尊者讳，一笔带过。文学里可以这样，做研究就应该真实。如果把那段历史完整

展示或大体复原起来，其实对于启迪后人也是很重要的。



• 1925年，提出电子气体也遵循泡利原理，是量子统计方面的关键性概念(如理解白

矮星稳定性、绝缘体与导体)。论文先在意大利1926年春天发表、后在《物理学杂

志》发表。这是费米第一篇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论文。（Page 37)

以费米命名的重要物理学名词：

费米子、费米气体、费米面、费米能量、费米黄金规则、托马斯-费米近似、… … 

费米(长度单位)、镄(第100号元素) 

主要成就：科学方面

费米-狄拉克统计

费米的画像>>>



1934年费米发表贝塔衰变理论，这是费米理论方面的代表作 (Page 71)。

• “科学论文应该写成什么样子，这篇文章就是典范… … 没有花言巧语、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

承诺说这是长篇大论的第一步，只有事实。”，其中“没有花言巧语、没有矫揉造作”也是对费

米本人的最好描述。费米在1933年圣诞节向阿马尔迪解释他的贝塔衰变理论，阿马尔迪觉得

泡利的电中性粒子与查德威克的电中性粒子很容易混淆，建议在名称上明确区分，建议称为

大中子、小中子，或中微子。小中子旨在意大利被沿用，中微子称为通用语言。（Page 72)

• 这项成就后来被称为贝塔衰变中的“费米跃迁”（还有一种跃迁成为加莫夫-泰勒跃迁）

主要成就：科学方面费米的画像>>>



GASA Classics



慢中子技术 （很重要）、第一座可控的原子核反应堆

• 费米从1938年底移居美国，1942年12月2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核

裂变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可控的链式反应  (Page 156-161).  “只要

世界上还有故事在传送，第一个原子炉如何燃起的故事就会口耳相传，

因为这肯定是人类在拓展认知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 (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在1954年费米去世时)”， (Page 164).    

芝加哥一号团队部分人员合影

• 在曼哈顿计划中，奥本海默之于费米，就像中国在发展核弹过程中的钱

三强之于邓稼先。奥本海默的贡献主要在于顶层的组织管理、知人善任，

费米则作为其中最顶级、最权威的科学技术专家。

劳拉，《原子在我家中》

主要成就：科学方面费米的画像>>>

1943-1945年，参与核弹研制绝大多数关键环节 (page 164-199). 



宇宙线的星际磁场加速机制 [PR75, 1169 (1949)]

费米-杨振宁 介子复合模型 [PR76, 1739 (1949)] （Page 218）

强子共振态等（52年6篇、53年4篇、54年2篇 Phys. Rev.，共38篇）

Phys. Rev. 期刊上的第一作者论文共 24篇[slow neutron 只有8次citation]

主要成就：科学方面费米的画像>>>



GASA Classics

费米直接指导研究生后来获得诺贝尔奖4人：

塞格雷 (Emilio Segrè)、张伯伦 (Owen Chamberlain)、李政道、

弗里德曼 (Jerome Friedman)

（下面会有费米研究生的详细列表）

给与许多指导的学生：

斯坦伯格 (Jack Steinberger-是泰勒和费米共同学生)、

杨振宁（博士论文导师为泰勒、academic advisor 为费米) 

受到直接影响和启发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芝加哥大学的梅逸 (Maria Goeppert Mayer）

主要成就：教书育人费米的画像>>>



… … 仿佛一夜之间，物理学这门相对晦涩难懂、乏人问津的学科，变

得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极具吸引力，最好的学生纷至沓来… …  费

米的核物理课程讲座笔记在学生中有认真而详尽的手写记录，深受学

生喜爱… … 一传十、十传百，到了1949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影响了讲

座笔记，编订为课本，到第六版发行时已经销售了2万册，而这些版

本的形式都没有变过。费米关于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的讲座笔记也得到

了出版并广受赞誉，令那些无法聆听课堂的物理学爱好者能知其风范。

(Page 219-220)

主要成就：教书育人费米的画像>>>



定期邀请高年级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小聚… … 办公室里没有舒适的沙发或成排的摆满书的书

架，只有一张普通的金属桌子、几把椅子以及存放几堆笔记本的文件柜。这些笔记都有详

细注解，是智慧的结晶、价值连城… … 话题范围很广，从抽象的黎曼几何到电路中电噪声

的实际情况无所不包… …  费米似乎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教学相长的机会，就连吃午饭的时候

他也会和学生打成一片 … … 热烈的讨论肯定会有的，气氛是很随意的，跟教授先生们占尽

风头的欧洲式正襟危坐比起来大异其趣… …费米还将他跟学生的关系延伸到休闲娱乐的世

界，展现初他相当可观的耐力和广为人知的好胜心… … （Page 220-221）

主要成就：教书育人费米的画像>>>



芝加哥反应堆一号成功的时刻：

… … 大家也越来越感到胆战心惊，费米倒是一如既往，保持着静如止水的样子… …  （Page 159)

“… … 就在大功告成的这一刻，他的脸上没有没有兴高采烈的表情。实验结果和预期一模一样，费米的

头脑保持着冷静、镇定，没有停留在刚刚达到的重大成就上，而是在为工作的下一个紧要阶段运筹帷

幄了” （康普顿的描述：Page 159).

费米身患绝症、不久离世前：

… … “告诉我钱德拉，等我死了我会变成一头大象再回来吗？” …. …  费米的玩笑 (Page  243)

… …  乌拉姆对费米宽恕的能力、超人般的宁静和坦然感到惊讶… … （Page 245) 

日常生活-名仕风度费米的画像>>>



• 他担任意大利百科全书的编辑顾问、（1930年）给《数学期刊》写稿、公共长篇文章

等，为社会做贡献，同时也是为了挣钱。当时他(作为罗马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收入一

个月90美元，不足以过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劳拉来自于上流社会，婚后生活期待也是

如此。（Page 56)

• 1928年出版的《原子物理学入门》没有挣到钱；但是高中教材就不一样了。现在他有

劳拉帮助，给意大利高中写一本教材。他们二人每天6页，他们花了2年的假期时间写

完（500多页）。这本书很多年了还在带来经济回报。 （Page 57) 

日常生活-家庭费米的画像>>>



• 夫人劳拉来自意大利犹太族，属于上流社会，父亲是海军上将。

• 女儿内拉学习艺术、在芝加哥大学教书30年。50岁时拿了教育心理

学博士学位。费米很久以前对她说过：拿个博士学位，以防外一。

（Page 247)。

• 儿子贾德青春期阶段，费米是缺席的，因此有一些抑郁和孤立的

倾向。(Page 241)  贾德后来拿了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换过职业，

最后在英国定居。在剑桥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工作。(Page 247)

日常生活-家庭费米的画像>>>



• 体育运动 — 网球、远足、游泳 

         (体能好、顽强、好胜心)，

    (p.46, p.147, p. 220, p.240)  

• “这位意大利人五短身材，姿态远远谈

不上优雅，却被大家看作气势汹汹的

网球运动员，会在正午大太阳地下奔

跑击球，直到把每一位对手打趴下为

止” (Page 221). 

日常生活-个人喜好费米的画像>>>



GASA Classics



• 马约拉纳的计算速度与费米难分轩轾 … … 在此之前他们都认为，没有人能跟费米相提并论 (Page 55).  

• 费米的大拇指通常就是他的现成量尺。把它放在挨近左眼处、闭上右眼，他就能够测出一道山脉的距

离、一棵树的高度，以至于一只小鸟的飞行速度。(Page 8, 劳拉-《原子在我家中》）。 

• “小玩意”在测试场所顺利引爆。费米平心静气计算爆炸能量的故事成了一段传奇 … … 在某种程度上他

也就是把原子弹引爆当作又一次物理实验而已… … 费米后来告诉劳拉，在这次特别“实验”中他注意力

过于集中，以至于到没有注意到爆炸的声响。（Page 198)

• 费米问题：如芝加哥有多少钢琴调音师？有多少个加油站？[为了鼓励学生提高估算技能] (Page 

222)

• 费米方法：将复杂困难问题分解成小的、可以解决的部分,从而以最直接方法迅速解决问题。(Page 221）

日常生活-个人习惯：测量、计算、估计费米的画像>>>



… … 费米协助奥本海默说服鲍勃-威尔逊换岗 … … 费米同意每周五午饭后跟他碰面讨论物理学作为诱

惑，这位不情不愿的科学家立马承认：“这下子就是叫我出卖灵魂我也愿意啊！” （Page 184）

… … 物理学家费曼正在绞尽脑汁去想明白他得到的一些结果，费米刚好路过，停了下来。费曼描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跟费米说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开始讲那些结果。他说：’等一下, 在你

告诉我结果之前，让我想想看。它的结果应该是如此如此（他是对的), 而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般

这般。对此有个极为明显的解释’ – 他正在做的就是我本来擅长的事情，然而还要好上10倍。对我来

说，这可真是领教了” （Page 189)

后世评价费米的画像>>>



GASA Classics



GASA Classics



GASA Classics



在美国他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有人称他为大写的物理学家。费米的影响不在于政

治影响力 (奥本海默曾有政治影响力)；也不在于公众形象，爱因斯坦吸引更多目光。

芝加哥人喜欢费米，声称费米是芝加哥的。（Page 214）

… … “盖尔曼和我被他纯粹的决心和他对物理学的挚爱彻底征服了。有那么些时候，

我们甚至不敢看他的脸” （杨振宁，Page 243-244).  

[象任何英雄和伟人一样]，恩里科-费米既是他所处时代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产物。

“一位造时势的英雄人物，同时时势也早就了这位英雄”。（Page 249）

后世评价费米的画像>>>



GASA Classics

杨振宁

讲到费米，他是特殊的，他具有极强的将抽象的事情具体化的理论分析能力，而且他又

能设计和执行极有效的实验证明。可以简而言之地说，他拥有极不平凡的天才，能将不

同的、极难了解的自然现象都演变成清晰化、明朗化的能力。费米是一位极伟大的理论

和实验物理巨人，他也是一位很善教导很能引人深入的超级老师。李政道

《中国科学报》
 (2012-01-

18 
     B4 人物)



GASA Classics

在朗道心目中，费米属于1.5级别的物理学家（昨天廖玮老师的报

告）；如果加上教育方面的伟大成就，费米应该属于20世纪第一

等的物理学家。

另外，那些大人物臧否其他学者的那些说法, 也不一定太当真。有

些可能也是一时兴起，有些带有个人和时代的偏见。



指导的研究生+青年同事费米的弟子们>>>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1： Emilio Segrè

(1905.02.01-1989.04.22)

1959年 诺贝尔物理奖

  [似乎只有这一个奖… … ]

1928年7月  Laurea degree （等同博士学位，80年代之前惯例）

1939 移居美国 （犹太身份）

曾与吴健雄合作分离出 Xe-135 (反应堆停机因素); 

与 Makenzie 合成鉴别 85号元素；

与Seaborg 等人产生 Pu-239

与 Owen Chamberlain 发现反质子  [Clyde Wiegand 

and Thomas Ypsilantis 没有获奖] 

1939年 Lawrence 给他很低的工资，后来还克扣一部分… … 

喜欢摄影，记录大量事件和人物，去世后捐赠给美国物理研究所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2： Edoardo Amaldi

(5 September 1908 – 5 December 1989) 

中微子neutrino 的命名者

慢中子技术的发明人之一

反质子（几乎同时）发现者

许多院士头衔… … 

大学教授的儿子

在费米1938年全家转借领诺贝尔奖机会去美国之前

一直在费米指导下工作和合作, 是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

和欧洲空间研究组织的创立者之一、

CERN 最早期的秘书长(general secretary)、

引力波研究在欧洲的先驱 

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引力波、粒子物理

200 多篇论文 … … 

中学教材、大学教材、科学史 (如马约拉纳传)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3： Ettore Majorana

1906.08.05-1938.03.25(失踪) –
一说 很可能死于 1959年前后

2006年 设立  Majorana 奖章

1929年 Laurea 学位(相当于博士学位)

共9篇文章(几乎)全部用意大利文发表，因此成果几十年被外界忽略。

Exchange force; Relativistic wave functions;

Majorana fermion, Majorana equation, 

Majorana representation.  

其中，中子的解释(约里奥-居里实验）没有发表

In 1938, Enrico Fermi was quoted as saying about Majorana: 

"There are several categories of scientists in the world; those of 

second or third rank do their best but never get  very far. Then there 

is the first rank, those who make important discoveries, fundamental 

to scientific progress. But then there are the geniuses, like Galileo 

and Newton.  Majorana was one of these."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4： Geoffrey Foucar Chew

(June 5, 1924 – April 12, 2019)

1962 美国物理学会 Hughes 奖

1969 劳伦兹 奖

2008 马约拉纳奖

美国科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的院士

1944-1946  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

1957-1991   UC Berkeley

六十年代十分流行的关于强相互作用的S 矩阵理论

学生 David Gross （诺贝尔物理奖） 

学生 John H. Schwarz (弦论提出者之一)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5：Marvin Leonard Goldberger

(October 22, 1922 – November 26, 2014) 

曾任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

1943-1945  曼哈顿计划中在费米指导下工作

1948年     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

( Interaction of High-Energy Neutrons with Heavy Nuclei)

1957-1977 Professo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8-1987 President of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科学成就：

Crossing symmetry (with Murray Gell-Mann)

Goldberger-Treiman relation (with Sam Bard Treiman)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6：Harold Melvin Agnew

(March 28, 1921 – September 29, 2013) 

1941年底、高中毕业、体育很好；珍珠港事件后本想和女朋友

一起参军打仗，Joyce C. Stearns 劝说他参加芝加哥1号工作。

1943年去Los Alamos 参加核弹研究

1945年作为轰炸机上的现场学者参加轰炸广岛拍摄影带

战后在费米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和夫人一起借住在费米家)

1948年硕士学位、1949年博士学位

[与李先生、杨先生、张伯伦、斯坦伯格先后的同学]

1950年 热核计划、新墨西哥州参议员(1955-1961)

北约总部的科学顾问（1961-1964）

1964年 美国核武器工程部主任

… … 

1970-1979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主任

1982-1989 白宫科学顾问

In a 2005 BBC interview, Agnew stated,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U.S. nuclear arsenal was 

designed under my tutelage at Los Alamos. 

That is my legacy.“

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得过费米奖等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7： Owen Chamberlain 

 (July 10, 1920 – February 28, 2006)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1959

1942  参加曼哈顿计划（跟随塞格雷，伯克利、洛斯阿拉莫斯）

1946   芝加哥大学  导师费米

          费米鼓励他放弃理论物理、做实验物理

1949   博士学位

1955  质子散射实验 发现反质子

          发明时间投影室

反战人士(反对越战)、反核运动

1989    退休(因帕金森综合症)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8： Richard Lawrence Garwin

One of Fermi’s students, Marvin L. Goldberger, 

claims that Fermi said that "Garwin was the only 

 true genius he had ever met".

 (born April 19, 1928) 

1947-1949年   (21岁) 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

1952年    第一枚氢弹的实际设计者  

                第一个间谍卫星设计者之一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明者之一

                引力波、激光打印机、触屏技术

[费米临终前曾去探望费米]

三任总统科技顾问… … 

美国军控和核不扩散咨询委员会主席… …

对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主席、

国际安全与军控国家研究委员会成员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9：李政道（1926.11.24- 至今）

1946-1950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Hydrogen content of white dwarf stars

1953-    哥伦比亚大学

[其中1960-1963年 Princeton 高等研究院]

1964-1984年 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

1984年至今    校级教授

1986年 CCAST 中心主任

… … 

2018年 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

1957年  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科学奖
… … 
1995年  中国政府友谊奖
2007年  日本旭日奖章
2009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10：Sam Bard Treiman (没有照片)
(1925.05.27-1999.11.30)：Oersted Medal (1985):supervising  two dozen+  graduate students; active in CUSPEA 

1949（Bat)  1950 (Mast) 1952 Ph D.  with Fermi;  working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fessor (1958-63); Eugene Higgins Professor of 

Physics (1963-77); Dept Chair (1981-87); Chair of University research board (1988-95); supervisor of Steven Weinberg. 

•1957 (with J. David Jackson and Henry Wyld) - definitive theory of allowed beta decays, taking into account time and parity 

violations

•1958 (with Marvin Goldberger) dispersion relations analysis of pion and nucleon beta decay, culminating in the Goldberger-

Treiman relationship for the charged pion decay amplitude. This work eventually led to the hypothesis of the partially conserved 

axial vector current, known as PCAC and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pontaneously broken chiral symmetry of the strong 

interaction.

•1962 (with C.N. Yang) Treiman-Yang angle test for single pion exchange dominance

•1966 (with Curtis Callan) derivation of the Callan–Treiman relations for K meson decay.

•1971 (with David Gross) scaling in vector gluon exchange theories, coining the term twis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mension and spin of an operator.

•1972 (with Abraham Pais) deriving the implications of weak neutral currents for inclusive neutrino reactions.

在纪念费米的书中没有见到他的名字… … 奇怪… … 【他的导师：费米、John Alexander Simpson】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11：Arthur Hinton Rosenfeld

（1926.06.22-2017.01.27)
“Godfather of energy efficiency”

2005 年  Enrico Fermi Award 
2011 年  Global Energy Prize
2011 年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2016 年  Tang Prize 

1947(?)-1954 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In 1954, after earning his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hysics, 

and with a recommendation from Fermi, Rosenfeld 

accepted a position as a teaching phys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 1957, he became professor of physics, later professor 

emeritus, and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ticle Data Group. He develope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workaholic, arriving to work very 

early, taking a dinner break with his family, and continuing 

to work until 2 a.m.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12： Jerome Isaac Friedman

(born March 28, 1930) 

1990  诺贝尔物理奖(电子-核子散射实验)

俄罗斯移民后裔，犹太族、少年时显示很高艺术天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书吸引转向物理

1956年 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 (导师 费米)

1968-1969   电子-核子散射实验[核子有结构]

无神论者、参与和平运动



费米指导的研究生-13： Mildred Dresselhaus (女)

 the "Queen of Carbon Science“

在 MIT 做教授 57年 ！奖励包括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Enrico Fermi Award 等。

(November 11, 1930 – February 20, 2017)

1958年  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 （但是费米1954年11月去世）

她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的指导下研究磁场如何影响超导体。德雷塞尔豪斯认为费米

训练了她“像物理学家一样思考”。在芝加哥期间，她会和他一

起走进实验室，畅所欲言地谈论研究方向和新机会。费米的

妻子劳拉（Laura）每个月都会为他的研究小组做一次意大利

菜，德雷塞尔豪斯说，“正是那个家庭的氛围和友好让我们真

正喜欢物理学”。虽然她只认识费米一年，但他的教学、学生

监督和公共服务方法给德雷塞尔豪斯“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Mildred Dresselhaus、 Jerome Isaac Friedman 分别是在费米去

世3年以上、1年以上的时间之后完成博士论文的。为此我们请教

了** 专家(比较复杂、不愿具名、不是靠谱)，据说：Edward 

Teller 在这方面代替费米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没有见到相关文件。

[本来希望请教李先生。李先生现在身体尚好、而记忆力则已大不如前。]



其他“准”学生：Jack Steinberger， Chen Ning Yang

(1921.05.25-2020.12.12)

1988 Nobel Prize of Physics

 Academic advisors:  

Edward Teller and Enrico Fermi

(1922.10.01-)

1957 Nobel Prize of Physics

Doctoral advisor: Edward Teller

Academic advisor: Enrico Fermi



GASA Classics

其他“准”学生：John Hinton (寒春)

Joan Hinton with her brother Bill 
at her farm in Beijing

Joan Hinton's great-grandfather was the mathematician George Boole, 

and her grandfather was the mathematician Charles Howard Hinton. 

Joan Hinton was shocked when the US government, three weeks later, 

dropped nuclear bombs o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She left the Manhattan Project and lobbied the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to internationalize nuclear power.

She studied physics at Bennington College and graduated in 1942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natural science. In 1944, Hinton earned a doctorate 

in physics fro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Hinton was in Los Alamos for the Manhattan Projec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Enrico Fermi, she calibrated neutron detectors 

to be used in the Alamogordo test.

1966年，为了表彰寒春对中国畜牧业的贡献，中国相关部门给予她副部级待遇



GASA Classics 寒春（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最早获得在华居住权的外国友人）

The Four Fermi Student Reunions:  October 13, 1991; December 3, 1992; September 29, 2001; December 1, 2001.



GASA Classics

The Four Fermi Student Reunions 



GASA Classics

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她的主要工作转到原子核壳层结构理论方面。这时的实

验数据已经越来越多地表明原子核有壳层结构，然而在理论上还不能充分理解

其机制。突破性进展是在1949年初，在这里她得到了费米很大帮助。这方面

有一段有趣轶事的场景回忆：费米和迈耶在她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时候，费米被

叫出去接一个长途电话；在出门之前转身问了一个与轨道-自旋耦合的问题。

十分钟之后费米回来后，迈耶立即非常激动地开始解释她的想法；而迈耶有一

个习惯，就是一旦激动起来就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不容插嘴而且语速很快)，

而费米则习惯于一个比较慢而详细的解释；因此费米就只能笑着离开了，说：

等你明天不那么激动的时候，你再给我解释解释吧… …[In an account relayed 

by Joe Mayer, Maria Goppert Mayer attained a critical insight while speaking 

with Enrico Fermi.]

Taken from 赵玉民的博客文章：核科学群英谱(7)：核结构标准模型建立者 迈耶和延森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44559.html 

梅逸 (Maria Goeppert Mayer）

非费米学生

受费米影响很大

1949年壳模型理论

1963年诺贝尔物理奖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44559.html


GASA Classics

Book

Taken from 



GASA Classics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在英文维基百科上，有关于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

The Copenhagen School is a term given to "schools" of theory originating in Copenhagen, Denmark. In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scientific discipline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originating in Copenhagen has been so influential that 

they have been dubbed "the Copenhagen School"

•Copenhagen School (quantum physics) — centered on the theories developed by Niels Bohr
•Copenhagen School (theology) — centered 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omas L. Thompson, 

Niels Peter Lemche and others. Also called the School of Minimalist Theology.

•Copenhagen Schoo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 centered on ideas by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Copenhagen School (linguistics) — centered on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developed by Louis Hjelmslev, and later 

formed into the "Copenhagen school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penhagen School (painting)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在英文维基百科和中文百度百科上，有关于格丁根学派的特指 (The Göttingen school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was the original centre of histor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became a major 

centre for globally-orientated anthropology. The school itself was one of the newest universities in Europe, having 

been founded in 1734 by Gerlach Adolph von Münchhausen, and the first to include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and 

publish research alongside lecturing. The historians of this school sought to write a universal history by combining 

the critical methods of Jean Mabillon with that of the philosophical historians such as Voltaire and Edward Gibbon. 

中文搜索：格丁根学派也指：哥丁根数学学派(高斯、黎曼、希尔伯特、外尔、诺特、冯-诺伊曼、柯朗等)。

在《基础教育百科全书·数学卷》(设计书)中，提到的数学学派有：伊奥尼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诡辩学派、
智人学派、埃利亚学派、原子论学派、雅典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格丁根学
派、柏林学派、彼得堡学派、意大利代数几何学派、法国函数论学派、直觉主义学派、逻辑主义学派、形式主义
学派、普林斯顿学派、莫斯科学派、函数论学派、拓扑学派、剑桥分析学派、波兰学派、华沙学派、利沃夫学派、
布尔巴基学派等。

哥廷根物理学派，是建立量子力学的物理学派。是高斯奠定的哥廷根数学学派学术传统适逢物理学具有特殊发展需
求阶段的必然产物。 玻恩与弗兰克是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D%E6%95%B0%E8%AE%BA/98912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中文百度搜索：费米学派

现代物理知识第9卷第5期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费米学生们都盛赞费米之伟大、费米之教导，说他待人包容宽厚、智慧

而不失厚道，大家都感激和喜欢他。费米的学生散布在基础科学、高科

技、政治和文化交流多个领域，每个人非常成功。

费米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在费米后面做那些补遗的事情，都向前进！向前

进也是费米最重要的科学特质。

费米英年早逝：假如再给他20年寿命，那么今天物理学也许有所不同！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费米学派研究对象：罗马大学期间的科研小组、访问者

                                   +  芝加哥大学期间的教学、科研、讨论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这是Gerald Holton 一篇关于费米学派一篇40 页的长文。这里摘录其中个别分析和讨论。

费米属于最低限度的教条主义者、最大程度理性主义者 （the least Dionysian, the most Appollonian)

因此导致他发明慢中子技术的那次灵机一动，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唯一例外[但这是重要的大事]。 

（page 1）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现代历史转折点有时是很神秘的事件。

慢中子技术的发现可以作为核时代的肇始。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4）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4）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费米具有教师和科学家的两种天分

首先是费米对于物理学家的洞察力。他实验技术没得说，一个特点是他一般避免用复杂的大设

备。费米还是理论学家，在1934年之前主要还是理论方面，实验是副业。他的理论很好，包括

他的数学方面也很好；他在21岁时已经发表的关于概率论、广义相对论方面的论文就已经为他

赢得了很大关注。他对于各种物理现象都有很深的思考，他的长处在于“一以贯之”的策略，把

那么多理论变成几条原理和实例。

费米的过人之处不在于实验技术水平，不在于理论的洞察力，不在于他广博的知识，也不在于

他对于简约模式的追求，而在于这些方面微妙的平衡。在此之前的学者，要么这方面强、要么

另一方面强，这些方面对于一般的学者通常是分离的，而费米则做到了统一。现在理想模式的

物理学家更接近于费米这种模式。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费米作为教师和科学家的才气

约里奥-居里夫妇可能正是因为瞧不起理论而错失了发现中子的荣誉。许多

地方也有类似的故事。在费米这里绝不会如此。费米是自学成才的，所以

在教学上就很独特。他在讲课举例时往往具有很宽的题材，而且是在课前

才独立想到的、天马行空式的、但是生动而组织很好的；这也是他与他人

交往最多的场所。这也使得他十分轻松地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生动的

小组。在意大利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5）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6）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7）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7）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7-8）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费米的科学风格

费米的科学风格可能是他的意大利小组成功的关键。这一方面指的是费米

个性与经历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迎合了在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状态下的科

研机构中物理的机会与需求。

费米的特长和个性：整理、区分主次、理顺、简单假设、反例、即兴而起

的数值解与近似，不管什么美学、哲学、形而上学的原理之类，只要简约。

费米不像玻尔那样讲究这个那个的，他属于现实主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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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的科学风格

费米不是宗教家庭长大的，因此对于宗教或哲学都不同感兴趣。而逻辑学

的实证主义在他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言自明，而哲学理论与争议不合

他的口味。

也许，费米实用主义的科学风格中最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实验发展到了风口

之后、他选择恰当时机的能力。例如他在周围任何其他人告诉他相对论和

量子力学代表物理未来而很快就着手工作、他感受新领域重大机会的能力

(而不是去纠缠现有概念的“危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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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费米经过评估，认为量子力学建立后原子光谱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而像物理学科一样高

速发展的学科，那时确实可以说新事物一件接着一件，有些眼花缭乱。因此，一个研究组

选择一个有希望的学科方向是自然的。 费米的进军核物理决定需要每个人付出极大努力、

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当时没有实验和理论的背景(除了费米在卢瑟福实验室做过原子核的

人工裂解以及1930年发表的光谱超精细结构与原子核磁矩有关)。这也是费米不断求新的

特点。

从1929年开始确定要做核物理到1934年取得重大突破这接近5年时间中(1935年研究组开

始解体)，当时的整体计划是分为八个必要的步骤。当然，费米研究组实际上没有很好地

按照规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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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的科学风格

（塞格雷）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期，费米预感到中子不再是下一个时期最

新的东西了，而是其他新东西；就像他从光谱学转到核物理一样，他要

从慢中子相关的事情转到高能物理方面。

“要么转向新事物、要么灭亡”

 永远向前看、走向时代的浪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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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首先整体规划是在科尔比诺这样大人物的指导下做的，而科尔比诺指定费米作为主要

负责人；实际上科尔比诺那篇令人鼓舞的报告是和费米两个人一起写的，在报告中甚

至提到了应该建造加速器，大赞原子核物理的前景。

作为规划后的下一步，要做的是一些验证性的实验，检查设备、研习核物理基础。第

三步是做一些大家看得见的进展，例如开始发表一些核物理理论。

费米从1930-1933年发表了20多篇论文(非核物理方向)，直到1933年才有第一篇核物理

论文，虽然从1929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做核物理研究。他和同事自力更生建造一些用

于核物理实验的小仪器。而在1931年，他又不得不暂时放弃计划，做一些理论工作；

他要送一些人到核物理比较成熟的地方学习核物理技术。那段时间他可能比较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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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第五步属于平台期，他们研究组还没有什么成绩。1931年10月他们主办了核物理国际会议，来

了很多活跃的学者们。 这个会议是一种宣示，说费米研究组也要干核物理了。到了1932年秋天，

每年的运行费提高到2000-3000 USD, 而那时一个物理学平均运行费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他们手

里有了一些东西：大型高质量的云室、gamma 谱仪、盖格计数器等，还测量了一些gamma 射

线能量。实验条件已相当不错。当然那时候核物理发展还处于襁褓期，前景有很大不确定性。

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标志着核物理时代的开始。大家都知道约里奥-居里夫妇错失了这一

发现，而那时在罗马的马拉约纳(Majorana) 已经完整地认识到了！只是他没有发表这个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实验室相继做出了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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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其他实验室条件的巨大进步可能令新研究组感到无助，新的实验结果令人困惑也让人摸不着

头脑。但是费米在1933年突然发表了他的核物理理论杰作：beta 衰变理论。这篇文章确实

很新奇，Nature 期刊很干脆地拒稿了。于是费米就把它刊登在意大利自己的期刊上了。

1934年约里奥-居里实现人工放射性，消息在1934年2月传到罗马的费米研究组。大家都很

兴奋，畅想未来。约里奥居里夫妇用的是alpha 粒子做入射炮弹，费米说：更好的入射炮弹

应该显然是中子，而他们具备了这一条件。

我们必须说，费米这一提议今天看起来比较合理，而换作其他实验室当时则很容易被否决或

忽略，这是当时所有其他人第一反应，因为中子比alpha 粒子要少很多。实际上这种想法忽

略了中子比alpha 粒子更加有效：它不带电，与电子不作用、与原子核没有排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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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他们顺利要到额外的 1000 USD, 寻找中子与各种原子核作用的效应。这时候费米研究组“集

中兵力”的组织形式优点就出来了，这与其他实验室不同：那里有许多实验、每个实验只有

几个人。团队组织形式是制度方面的一个创新，现在许多实验室都采用了这种形式。

费米是团队的中心，负责协调组织各个部分，还作为理论指导；过去许多实验的理论与实

验是分离的，这种团队的做法后来被大家借鉴成为惯例。

1934年初，费米研究组第一批成果是中子轰击氟和铝产生新的放射性核素，随后他们做了

40种元素，几乎每隔几天就发现一次新的人工放射性核素。团队成员回忆说：这也是他们

这辈子最满意、最高光的时期。论文很快出来了。前两篇是费米的，其他有合作者、最多

有6个作者，这也是当时作者最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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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他们另一项创新是预印本方式：他们把寄给期刊的论文、未发表前做成印刷品立即送

给当时四十位著名学者们。他们可以在工作完成几天内就可以做好预印本。当时阿马尔迪

的妻子就在期刊部，还可以走后门式地做得更快。这个做法反响很好。

“慢中子技术”的发现是在半年（1934年10月)之后，不过这可能也是迟早的事情。传统上

大家认为快中子更有效，而慢中子效率低下；这是过去经验和相关实验中看到的。费米过

去可能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所以当看到结果之后几乎不假思索地理解了这种立即引起轰动

的现象。这不仅极大提升了费米研究组的地位，不仅改变了物理学，也使意大利再创辉煌，

甚至世界历史也由此拉开转向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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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的适应

费米的研究能力和个人风格并不足以对意大利物理学产生转变。如果只有那些特点的话，费米

命运估计就像阿米德奥-阿弗伽罗德一样，虽然他对于化学的贡献很有名、但是在当时没有得到

恰当的认可，也没有形成什么学派。费米一开始就指导意大利科学界内的传统，很在意、很急

切地尽快走到最高职位。他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他看着论文目录越来越长，他坚信那些评委

们谁也懒得看那些论文的细节和价值，单纯的数量就很有分量。

费米对于意大利学界传统敏感的一个侧面是他对于数学家的亲近态度、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

在费米之前、1909年伏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有过争议）；1918年他已经意识到，在物理方

面没有人可以教他什么，而且他也只有两个同学。那时意大利数学还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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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政治与国家的理想

费米利用学术政治和国民理想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方面。一般都认为费米很不喜欢涉足政治方面

的事情，但是不管如何，不能不说费米研究组的建立和运行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而这些离不

开大学生活中的政治。费米毕业后回到罗马立刻就去找科尔比诺，很快在心理上成为他的小学

生。科尔比诺为费米在罗马大学设置了理论物理教授的职位、在费米28岁时入选皇家科学院、

为费米研究组每一个人找位置和资助等，从而把整个研究组都保护起来了。

假如没有这些保护，年轻的费米早就凋零了；那时有许多对费米充满敌意的教授。科尔比诺不

仅是保护者、也是经营者。科尔比诺去世后，他的政敌上台是费米决心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尔比诺的影响在费米组内几乎无处不在，他在课堂上为费米组做各种招人广告。

“没有墨索里尼，就没有后来的费米”。意大利学者去从政的比例 比其他国家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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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的国际化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驱逐犹太运动之前欧美物理学界的那种活跃交流当时出现了一个新词

汇“旅行报告”。例如在1930年前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来访者川流不息，有些人仅来两三天给

一个报告，有些人待两三年拿一个学位。

费米似乎一开始就意识到物理学的国际属性，例如他学习外语。阿米代伊建议他直接阅读原文

而不是等着翻译 … … 他早年访问德、荷、美就可以使用外语。国际旅行访问、主办参加国际会

议、接待国外访问者[但是这里没有地方提供给来自国外的长期访客]、给国际专家群邮寄论文

和预印本。费米研究组的论文既有意大利语、也有发表在国外的。

但是，来自国外竞争压力以及为意大利荣誉，与国外合作都是短期的，研究组全是意大利人。

国际竞赛中“赛道选择”：新领域、不做老问题的危机



GASA Classics

科莫国际会议方面的乌龙… …

1927年在意大利科莫举行了科莫会议，除了爱因斯坦、薛定谔和狄拉克以外，

当代最著名了物理学家，包括玻尔、海森堡、普朗克、洛伦兹、德布罗意等都

出席了。但是玻色却没有能够出席，原因很离奇。因为当时大会向远在印度的

玻色教授发出了邀请函，寄往了加尔各答大学，署名“寄给加尔各答大学的玻色

教授”。但是当时玻色已经离开加尔各答大学去了达卡大学，而加尔各答大学还

有一位姓玻色，全名叫做D.M.玻色的教授，而当时的通讯并不如现在发达，于

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玻色就代替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S.N.玻色，参加了众星

云集的科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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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动的社会组织构架

这个组织构架对于科研活动非常适宜、有效率，首先是与外界的区隔和保护方面，这是科尔比

诺的功劳。科尔比诺保护费米、保护研究组的成员，使得年青的费米可以远离政治斗争。费米

来自普通家庭，没有改天换地的理想。这种保护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认知，

意大利社会整体不在意物理学的新发展，学习物理最多去中学或极少地在大学教书，费米研究

组的成员基本都来自于工程专业，这比物理在社会上吃香得多。

研究组 (除了费米之外)都来自于不错的家庭，因此虽然待遇低了一些，也没有什么麻烦。阿马

尔迪说：我们几个在职业发展方面并不着急，我们几个人团结一致、很开心，因此没有想过更

好的去处。我记得我们多次讨论过，有人说，去一个不喜欢的地方找一个好职位的理由安在？

这里多好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该待的地方。我们都坚信我们在做很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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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小分队：当时在欧洲核物理研究还没有“团队”这个词儿呢，一

般的实验都是一个老师带着一两个学生或助手完成。然而在1932年，

费米则建立了一个小(按现在标准)而精干的研究组随时准备做、也愿

意做任何重要的事儿。

费米不喜欢大规模的研究所，而是喜欢在一个小团队里做老板，这样

研究组里所有的事情乃至细节都可以亲自控制。而假如在一个大规模

实验室里，新发现的那种征兆不一定引起注意，很容易忽略。

费米的那个“幸运发现”就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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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和师生友谊而来的凝聚力：这与欧洲其他研究中心

差别很大，如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人来自英、澳、美、苏。

（pag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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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管理模式：费米自己与家庭联系密切，他的命运改变也是因为

父亲的同事阿米代伊建议、安排的。

费米在研究组里是中心和领袖，就像周围有许多卫星的木星一样，或

者像教会组织里的“教皇”一样（在量子物理方面从不犯错）。而整个

系统则是围绕科尔比诺的[全能神(有能力让奇迹上演)]，像太阳系

中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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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与财务应急：财务方面，每分钱都用到了刀刃上，不过必要时也

能有应急资金。与取得的成就相比，工资很低、实验室的资助也不足。

许多东西买不到，也找不到机械价格的地方，这些极大阻碍工作的开

展。研究组在30年代曾梦想过、甚至科尔比诺也在1929年提到过核

物理前沿研究需要加速器，但是那时从未实施。

塞格雷说：“你看看，那是不同的物理学啊，物理是在几个桌子上做

的，上面几条线和封蜡，极为简陋、不花什么钱的。当然，其他地方

也好不了多少，卢瑟福实验室比我们多十倍，但也是杯水车薪。”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page 38）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该文的总结：费米当年在意大利的研究组帮助意大利的物理在三十

年代完成了成年礼，这个成年指的是按照所有标准来说的，如财务

和制度方面的支持，包括招聘、职业机会、国内外的认可。而这一

切都是一个与历史上任何研究组都不同的方式取得的。

这个小组的样子有点像家族式，有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热情和抱负，

其中一个抱负是意大利学者为意大利争光。这个小组的运行使用现

有机构、遵循当地传统但是也有制度方面的创新。研究组规模不大，

在政治和财务有一定保障。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该文的总结】 费米学派>>>

据说, 费米直接带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不包括隔代的获奖者）

费米的风格独特: 现实主义、简约;  

                           实验技术水平-理论洞察力-广博知识-简约模式之间的微妙平衡 

费米的特长和个性：整理、区分主次、理顺、简单假设、反例、即兴而起的数值解

与近似，不管什么美学、哲学、形而上学的原理之类(只要简约)。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说明：

因为时间关系，费米在美国期间指导学生的资料似乎还不够，

材料不少、但是比较零散，全面系统的总结没有见到。我在私

下与几位年长的老师讨论，但不够系统、也没有查证，因此这

里不敢草率行事。费米在美国期间客观环境变化很大，而他指

导学生成就更大，这部分应该以后花力气去分析挖掘。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费米有三类学生：

理论家：李政道、杨振宁、Sam Bard Treiman、Ettore Majorana、Marvin Leonard Goldberger、
              Mildred Dresselhaus、Geoffrey Foucar Chew

实验家：Jack Steinberger、Emilio Gino Segrè、Arthur Hinton Rosenfeld、Jerome Isaac Friedman、
               Owen Chamberlain、Edoardo Amaldi

【再传弟子： Steven Weinberg、 David Gross】 

理论&实验：Richard Lawrence Garwin、Harold Melvin Agnew

应该还有一个学生芝加哥大学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费米传, page 220],  没有找到出处… …：

“费米还有一项独一无二的记录令他鹤立鸡群，那就是他有6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外加一位罗马大学的学生都获得了

诺贝尔物理奖”
营造他在意大利罗马“帕尼斯佩尔纳大道” 的那种氛围，定期邀请高年级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小聚。话题从黎曼几何
到电路噪声，无所不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哪个公式是理所当然的。“物理学是从打地基开始、一砖一瓦、
层层累积起来的。” 他与学生在大条桌上进餐、热烈讨论，气氛随意，并延申到休闲娱乐的活动中。P220

迄今为止培养
诺奖学生最多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对于“外面的”人、没有师承关系或明确合作者提供极大帮助。

例如：钱德拉塞卡、盖尔曼、费曼、戴森(Freeman Dyson, 可你什么都没有) 、

泰勒、乌拉姆

塞格雷、杨振宁、Richard Garwin、泰勒、乌拉姆、盖尔曼、钱德拉等
 [费米临终前曾去探望费米]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 费米学派>>>

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喜欢费米？

                他脚踏实地、思想深刻、知识渊博、富有人格魅力。

                他聪明+厚道，把(各种风格)优秀人才团结在周围、

                用心培养、锐意创新

               短暂而曲折的人生、个人和集体的辉煌



•  什么是费米学派？见仁见智【本次报告的总结】 费米学派>>>

费米学生们都盛赞费米之伟大、费米之教导，说他待人包容宽厚、狡黠

而不失厚道，大家都感激和喜欢他。费米的学生散布在基础科学、高科

技、政治和文化交流多个领域，每个人非常成功。

费米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在费米后面做那些补遗的事情，都向前进！向前

进也是费米最重要的科学特质。

费米英年早逝---假如再给他20年寿命，那么今天物理学有所不同！！！



•  什么是费米学派？【本次报告的总结】 费米学派>>>

     费米培养的学生每个人风格迥异、都不像费米，也没有一个学生沿

着费米过去的具体思路做事情。费米不仅本人是伟大的科学家，他更是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学生风格和类型如此不同（甚至几乎不像一个

导师的学生），而他做到了有教无类，并且很好地挖掘到每个学生心灵

上独特的、最亮的闪光点，让每一个心灵按照各自独特的方式发光。他

名下的每一位学生都在后来职业生涯中非常成功！

费米和在他指教下的学生和青年同事们之众(如果加上在不同时期受教

于他的学者人数就更多了)，足以称之为Fermi school，“有教无类、永远

向前”，可以费米在教育科研方面的风格所在。



谢谢大家！
致谢：

方在庆 研究员                          李志宏研究员                    冯达旋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研究院             Univ. Texas at Dall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