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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为纪念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 院士和前任主任

陈佳洱院士都希望我对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20 年写

一些文字
。

我想
,

作为祖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建立

的一个关心者和参与者
,

同时也是 20 年以来的支持

者
,

应该把了解的一些 事写出来
,

让后人知道
,

这样

做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会有重要意义
。

我后来倡

导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持续得到了 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
,

因此
,

我也是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受

惠者
,

就更应该把这个基金的重大作用报告给大家
。

在祖国 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建立 20 年的历程中
,

所发生的事情很多
,

我想只选取几个时间节点
,

以我

与自然科学基金发生的联系为主线
,

简要回顾 中国

自然科学基金和 自然科学基金委随同中国基础研究

的发展而发展的历程
,

作为对祖 国自然科学基金委

成立 20 周年 的祝 贺
,

同时结 合当今科学 发展的走

势
,

对祖国基础研 究事业 的发展和 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工作提出一点期望
。

上世纪 8 0 年代初期
,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

全面推行经济
、

教育
、

科技体制改革
,

消除
“

文化大革

命
”

造成的消极影响
。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

迎来 了
“

科学的春天
” 。

然而在遭受
“

文化大革命
”

破坏极为

严重的基础研究领域
,

拨乱反正的任务依然十分艰

巨
。

当时的情景是
,

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 向和研

究工作需要恢复和建立
,

研究队伍青黄不接
,

研究经

费相当匾乏
,

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继续

拉大
。

这种局面引起 许多有责任感 的科学家的忧

虑
。

19 81 年
,

89 位学部委员致函中央领导
,

建议借

鉴科学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
,

设立面 向全国基础研

究的自然科学基金
,

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

究资源方面的作用
。

此议 得到 中央领 导同志的首

肯
。

从 1 9 8 2 年起
,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开始实

施
。

出于促成建立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愿望
,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

我便尽力收集了一些发达

国家有关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
,

提供给科

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
,

并且 多次向中央领导提

出 了有关的建议
。

记得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

前近一年的时候
,

在 19 8 5 年 7 月 3 日和 7 月 12 日

两次给小平先生的信中
,

我都提出了成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意见
。

1 9 8 5 年 7 月 16 日小平先生接

见我时
,

我又向他面陈建立 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

要性
。

我觉得
,

从吸引国外优秀华人科学家 回国的

角度看
,

那时在国外的许多人在 今后十年
、

二十年
,

都将会成为科技界的领袖
。

这是祖国的财产
,

要 吸

引他们回来
,

重要的办法之一
,

就是要加大对基础科

研的投入
。

对国内的科学人才
,

要鼓 励他 们做创新

性的工作
,

也要有基金的支持
。

为此
,

我建议尽快建

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基金应该完全用在 自然科

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
,

委员会必须

要有浓厚的学术意识
,

必须有独立性
,

不能属于现有

的任何国务院的行政机构
。

委员会负责人必须是第

一流的科学家
,

对基础科学
,

应用基础科学有个人经

验和全面
一

r 解
。

必须把权交给科学家
,

不是上面还

有个行政机构来管
,

不然很难行使公正的评价
。

重

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想

法
,

方针不能老改变
,

要稳定下来
。

小平先生和其他

在场的中央领导都明确表示
,

赞成成立这样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小平先 生说
,

这是个新生 事

物
,

先干起来再说
。

此后不久
,

国务院便正式设立 了

管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机构—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

事情 已经过去 20 年
,

但至今回想起来
,

我仍为

小平先生等中央领导同志广纳进言的高风亮节所感

动
。

在这一时期
,

中国在科学技 术管理体制方面发

生了若干重大改革
。

自然科学基金制 的实施和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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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委的成立
,

无疑是其中意义极为重大
、

影响

极为深远的事件
。

自然科学基金肩负支持基础科学

研究的使命
,

系统地引入同行评议制度
,

坚持科学家

自由选题
,

自由申请
,

平等竞争
,

择优支持
。

这 一制

度的建立
,

不仅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 了稳定的经 费

来源
,

还有利于科学家在感兴趣的方面 自由探索
,

激

发科学家的首创精神
; 有利于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科

学人才脱颖而出
。

正 因如此
,

从中国科学院科学基

金开始实施起
,

基金制度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

全

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建立更给中国基础研究事业带来

r 勃勃生机
。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科学基金制为推动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

到了 9 0 年代初
,

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展得蓬蓬勃

勃
,

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硬道理
。

在发展科学

技术方面也确定 了
“

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

术面向经济建设
”

的基本方针
,

后来又提 出了
“

攀登

科学高峰
”

的 口号
,

围绕这一方针形成了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
”

三个层次的总体布局
。

但是
,

在科学传统和科学基础本来就 比较薄弱的中国
,

对

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和技

术开发之间的关系
,

全社会在认识上难以形成共识
,

在实际上也难以对基础研究给予切实的重视和强有

力的支持
。

以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自然科学

基金为例
,

1 9 9 2 年
,

总经 费仅有 2
.

2 6 亿 人民币 (按

当时汇率约折合 4 0 0 0 万美元 )
,

而当年美 国哥伦 比

亚大学的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经费就有 8 00 万美元
。

人均经费差距更大
。

国内科学基金支持的人均强度

为 3 7 0 0 元人民币 (约折合 6 84 美元 )
,

哥伦比亚物理

系人均研究经费则高达 4 7 万美元
。

然而
,

在这样困

苦的情况下
,

自然科学基金坚持 支持基础研 究的方

向不动摇
,

资助项 目获得许多高水平的成果
,

在推动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

取

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令人钦佩的
。

1 9 9 2 年 5 月
,

恰

好 自然科学基金委举行科学基金实施 10 周年纪念

活动
,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了一个座谈会
。

记得不少

优秀科学家出席 了会议
。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

家宝先生也到会作 r 报告
,

高度评价 了科学基金所

取得的成绩
。

我荣幸地应邀参加了会议
,

并 作了题

为
“

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
,

就没有 明 日的科技应用
”

的演讲
,

分析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及其与应用研究
、

技术开发的关系
,

把基础研究比喻为
“

总机关
” 。 “

总

机关
”

一动
,

下面的整体就要发动
。

呼吁加大对科学

基金的投入
,

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在发展基础研究

方面的作用
。

从 1 9 9 2 年到现在
,

又过去了十多年
。

全社会对

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很大提高
,

对基础研

究的投入有了较大增加
,

研究环境不断改善
。

2 0 0 5

年
,

科学基金经费达到 27 亿元
,

约为 19 9 2 年 的 12

倍
。

在政府有力的支持下
,

经过 自然科学基金委
、

国

家有关部门和全国科学 界的共同努力
,

中国基础研

究的整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

在一些学科领域
,

如

人类基因组
、

纳米材料
、

全球变化
、

古 生物等方面取

得的不少成果
,

在国际 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

尤

为可喜的是
,

基础研究 队伍年龄结构不断优 化
, “

青

黄不接
”

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
,

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成为中坚力量
。

这些都为中国基础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中国有句成语
“

未雨绸缪
” ,

意思是 凡事要加强

预见性
,

提前作好准备
。

思考 中国今后基础研究的

发展和科学基金工作
,

有必要把握世界科学发展的

走势
。

当今的科学
,

日新月异
,

异彩纷呈
,

正孕育和

涌动着新一轮革命的浪潮
。

以物理学为例
,

对客观

世界的探索与认识 不断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拓展
,

从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
、

纳米尺度的介观世界到星

系的宇观世界
,

从飞秒瞬间到宇宙时标
,

从生命起源

到人类的自我认识
,

构成一个 又一个色彩斑斓的研

究方向 ;在诸多领域涌现出现有知识理论体 系所不

能解释的实验现象和观测事实
,

包括暗物质
、

暗能量

等
,

酿成物理学大厦上空的
“

一团乌云
” 。

如果说历

史上被称为 20 世纪物理科学大厦上空
“

两朵 乌云
”

的黑体辐射谱的
“

紫外灾难
”

和光速不随运动参考系

而变的实验
,

催生了量子论和相对论
,

形成 人类新的

时空观
、

运动观和物质观 ;那么对于 目前这
“

一团乌

云
”

的最终认识必将对整个自然科学
、

哲学乃至人类

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

去年 4 月 巧 日
,

我在 由中国科协
、

科技部等联

合主办的世界物理年纪念大会上有一个讲话
,

提到

宇宙总能量中仅是约 5 % 属于我们一类 (由质子
、

中

子
、

电子
、

原子核
、

原子
、

分子组成的物质 ) 已知物质

的能量
,

另外约 25 % 为暗物质的能量
,

约 70 % 为暗

能量
。

暗物质对所有我们能测量 的光
、

电场
、

磁场
、

强作用 (核力场 )都不起作用
,

可是它和引力场有作

用
,

通过引力场我们能测量到 暗物质的总能量约为

已知物质总能量的 5 倍
。

暗能量能产生一种负压力
。

最近 几年
,

通过哈

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发现
,

我们的宇宙不仅是在膨

胀而且是在
“

加速地
”

膨胀
。

从膨胀的加速度可以推

算出
,

宇宙是 由于一种负压力
,

也就是暗能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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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膨胀的
。

我于 2 0 0 4 年在 《物理快报》 (第 21 卷第 6

期 )上发 表 了一篇文 章
,

题 目为
“

暗能 量的可 能来

源
” ,

表述了
“

夭外有天
”

的观念
,

就是说
,

因为暗能

量
,

我们的宇宙之外可能有更 多的宇宙
。

另一篇是

我发表在 2 0 0 5 年 N u c ze a :

外笋 i e 、 A 7 5 0
,

z
,

的文

章名为
“

强相互作用夸克
一

胶子等离子体及未来物理

学
”

( T h e S t r o n g l y i n t e r a e t i n g q u a r k
一

g l u o n p l a sm a a n d

flt ut er p h ys i c s )
,

试探和解释了最近美国高能核物理

的新发现和暗能量的关 系
,

提 出了
“

核天相连
”

的观

念
。

所谓
“

核天相连
” ,

是 指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

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

最近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

室由极高能量的 10 0 G e v /核子金核与 10 0 G e V /核

子金核对撞产生和发现了新的核物质
。

这种新的物

质
,

我称它 为
S
Q G P (强相互 作用夸 克胶子等离子

体 )
。

这篇文章的 目的是探索
S
Q G P 和 暗能量的关

系
。

可见
,

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将是 21 世纪科学面

临的大挑战
,

也是对全世界年轻物理学家的大挑战
。

去年是纪念爱因斯坦的世界物理年
。

一百年前

一个迫切的科学之谜是太 阳能的来源
。

那时候
,

所

有地球上的能量均来自太 阳
。

可是
,

太阳如何能似

乎无尽地发光 ? 如何能成为如此庞大的光源 ? 这就

引起 20 世纪初物理学家对光的研究
。

1 9 00 年德国

理论物理学 家普朗 克 ( lP an ck )大胆地 做 了量子假

设
,

写下了普朗克方程说明了物体在不同温度时
,

发

出的光的能量是怎样分布的
。

但是
,

量子假设和经

典力学的原理是矛盾的
。

1 9 0 5 年
,

爱因斯坦根据迈

克尔逊
一

莫雷测量光速的实验结果提出 了狭义相对

论
。

因为有了普朗克方程的量子假设
,

1 9 2 5 年海森

伯 ( H e i s e n b e r g )
、

薛 定 鄂 ( S e h r o d i n g e r )
、

狄 拉 克

( iD ar c )
、

费米 ( F er m i) 等就提出了量子力学和量子统

计学
。

从那时起
,

从狭 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理论

的应用
,

就产生了原子结构
、

分子物理
、

核能
、

激光
、

半导体
、

超导体
、

超级计算机等理论和应 用
。

几乎

2 0 世纪相当大部分 的科技文 明
,

都是从狭 义相对

论
、

量子力学来的
,

都是从研究光速和地球旋转之间

的关系
、

研究热的物体发出的光的光谱而来的
。

没

有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

就没有今 日的这些科技

文明
。

19 世纪的人很难 想象我们的激光
、

半导体
、

超导体
、

超级计算机等应用
。

20 世纪如果没有这些

基础科学
,

就不会有 20 世纪的这些科技成果
。

2 1 世纪初我们面临的科学挑战
,

绝对是和一百

年前我 的老师和前辈们面临的科学挑战是 同一级

的
。

暗物质是什么 ? 暗能量是否能被我们了解和掌

握 ? 21 世纪的基础科学的成果将引起一大批新科

技观念和文明的革命
。

这些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也

会是 20 世纪的人类很难想象的
。

新一轮科学革命
,

对于人类和世界各国一样
,

既

是一个挑战
,

也是一个机遇
。 “

机遇 只垂青于有准备

之人
” 。

面对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的挑战
,

许多国家

纷纷制定对策
,

包括调整科技发展战略
,

确定优先领

域
,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等
。

据我所知
,

美国国会

已通过了在未来 5 年内实现科学基金会经费翻一番

的动议
。

对于中国而言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们曾丧失

了 2 0 世纪大半世纪科技发展的很多历史机遇
,

现在

一定不能再错过
。

尽管我们的基础研究整体水平还

不是最高
,

但完全可 以在某些学科领域取得
“

点
”

上

的突破
,

并以此带动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

我们应该

树立这样的信心
。

同时要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
。

其

中重要的是政府继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

使其

占全国用于研 究与发展 ( R& D )的总支出的比例从

现在的 5 % 左右逐步提高到 15 % 以上
。

同时进一步

发挥 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
。

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应发

扬光大 良好的工作传统
,

珍惜 已经获得的崇高声誉
,

发挥引领未来的作用
,

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迎接新一

轮科学革命挑战的神圣使命
。

我们中华民族不乏聪明睿智
。

我们的祖先曾以

辉煌的科技成就影响和推动了全人类的文 明进步
。

只要我们抓住机遇
,

埋头苦干
,

中华科技伟大复兴的

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