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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昂内斯意外地发
现，将汞冷却到4 . 2K时，汞的电阻突然消失。
两年后，他的这一“超导”发现获得诺贝尔
奖。

2017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赵忠贤
凭借超导领域的研究站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领奖台。

半个世纪以来，赵忠贤的名字一直与我国
超导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我国最早提出要探索
高温超导体，最早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
他在高温超导研究中两次实现重大突破……荣
誉等身，赵忠贤从未自满。

低调的赵忠贤，从事的是超导研究，保持
超导状态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一路走来，许多
人看到的是鲜花，其实他的科学之路不乏阻
力。研究物质世界超导现象的他，在生活的世
界也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超导状态。他能把每
一次遇到的绊脚石，都当作不断攀升的垫脚
石。

在许多人眼里，赵忠贤就是个带着东北口
音的逗趣老爷子。走近赵忠贤，对“超导”、
对“生命的阻力”会有新的认识。

“北京的赵”崭露头角

通常状态下，导体中的自由电子都是“单
兵作战”、单独行动，这时候就有了电阻；如
果电子们紧紧地手挽着手，联结成对子，联结
得越多、越紧密，就越通畅，电阻就越小，最
终达到零，也就是超导。超导临界温度很低，
广泛应用受到影响。正因如此，超导竞赛一直
在全世界悄悄进行着，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
光。

令科学家困扰的是，超导体的转变温度有
一个极限值。科学家麦克米兰根据获1972年诺
贝尔奖的BCS理论计算，认为超导临界温度最
高不大可能超过40K（K为开尔文温度常用符
号，40K约为零下233摄氏度），他的计算得到
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40K也因此被称作
“麦克米兰极限”。

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我国一批年
轻学生和学者被派往国外学习。次年2月，赵忠
贤借此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冶金与材料科学系
超导组进修。在剑桥大学，他的指导老师艾维
兹博士提出了一个供他选择的研究范围，于是
他开始了有关第Ⅱ类超导体中磁通流动问题的
研究。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忠贤发现了第Ⅱ
类超导体量子磁通线在不可逆运动过程中，从
非线性区到线性区转变的临界点和临界电流呈
线性关系。最初他的导师艾维兹博士对这一结
果很怀疑，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作过测量和研
究，怎么别人没发现。为了证明普适性，赵忠
贤又从实验室可以找到的其他类型的材料作实
验，这是被很多小组已经研究很透的合金，能
否看到他在上述系统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个考
验，结果成功了。“北京的赵”在国际著名科
学刊物上崭露头角。

对此，艾维兹博士说：“如果我的博士生
能在三年内作出这样的研究结果，那就会令我
非常满意了。”艾维兹推荐赵忠贤到第十四届
国际低温物理学会上作报告。

终于震动世界物理学界

1975年9月，赵忠贤回国。随后几年，他的
研究几度受阻，项目批不下来，甚至连“摊
儿”都被解散了。但梦想总在冥冥中召唤，指
引赵忠贤历经万难，初心不变。

他的工作就是在与阻力作着无休止的抗
争。消灭阻力，不断地寻求克服阻力的条件和
方法。当一个温度极限被突破，电流畅通无阻
地流动起来，而就在此时，另一个阻力极限又
已经在等着他了。伴随着科研的进行，总是在
关键时刻有一些磕磕碰碰，好像就爱给他制造
点小麻烦，来一点障碍。而他在不断地寻找阻
力和消灭阻力。

事业追求与科研的对象，于他竟然在一种
阻力的辩证统一中达到了和谐。

1977年，赵忠贤在《物理》杂志上撰文，
指出结构不稳定性又不产生结构相变可以使临
界温度达到40K—55K，并提出复杂结构和新机
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80K。挑战由经典
理论推导出的麦克米兰极限，以至于当时不少

人认为“赵忠贤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那场争分夺秒的超导竞赛中，赵忠贤团队

在极端落后的实验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撸
起袖子加油干。没有设备，赵忠贤就带领团队
用“淘”来的闲置品改造，他戏称为“土
炮”，连烧样品的炉子都是自己动手制的。
“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尽管条
件艰苦到在被窝里捉老鼠，但赵忠贤仍旧乐观
地认为，自己的相对劣势没有那么大。

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极大毅力的工作。也
许是对“阻力”有更深刻的了解，赵忠贤不喜
欢渲染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难。“相对于其他科
学研究来讲，超导材料探索不需要特别高级复
杂的仪器，我愿意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去研
究。”

多少个不眠之夜，反反复复地试验——— 累
了，赵忠贤就在椅子旁和桌子上靠一靠；饿
了，就煮个面条充饥。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和
团队成员相互鼓励：“别看现在这个样品不超
导，新的超导体很可能就诞生在下一个样品
中。”

终于，1986年底，赵忠贤的团队和国际上
少数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在镧钡铜氧体系中获得
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颠覆被奉为圭臬
的“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
克米兰极限！传统理论崩塌，世界物理学界为
之震动。

刮向世界的超导体旋风

与此同时，赵忠贤团队还发现了70K的超导
迹象，这已经离77K液氮温区不远了。由于当时
没人能够重复70K迹象，海外有学者质疑中国的
结果，来信和打电话施压。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试验，赵忠贤意识到：
由于实验样品用的原料含有很多杂质，70K迹象
的出现可能是杂质发挥了某种作用。顶着巨大
的压力，赵忠贤并没有放弃，他开始主动“引
入杂质”。赵忠贤清楚地记得，就在1987年2月
19日深夜，他们团队在钡钇铜氧中发现了临界
温度93K的液氮温区超导体！23日，他们研制出
第二批样品，由此证明了制造工艺的可重复

性。24日，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了这一发现，并在世界上首次准确公布
了材料的组成成分。

他成功了！赵忠贤等人的发现使得超导体
低温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替代为便宜
而好用的液氮。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刮起了液
氮温区超导体的旋风。赵忠贤所在集体因此荣
获198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他也作
为团队代表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无论是经历辉煌，还是面对低谷，赵忠贤
都能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继续潜心研究，厚
积薄发。也是这种对科学的孜孜以求，让赵忠
贤在20年后再次引领世界热潮，收获了超导研
究的第二次突破，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最
高临界温度纪录并保持至今。

搞科研就要远离杂务

1987年，为适应国际超导研究的迅速发
展，赵忠贤与其他科学家联名向国务院建议成
立国家超导研究开发中心和国家超导实验室。
1987年国家计委批准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建立
国家超导实验室(后改为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于1988年开始筹建，1991年4月通过验
收，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系列。从1991年4
月至2000年10月，赵忠贤担任超导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

从1994年到2000年，赵忠贤一直担任数学物
理学部的主任和常委委员。2004年，中国科学
院成立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赵忠贤当选为首
届主任。该委员会承担着向国家提交咨询报告
的重任。讨论题目、听取院士的意见、组织院
士们就中长期科学规划作咨询……当主任的他
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当天晚上到一个地方，
第二天上午听取意见后就乘飞机离开。可赵忠
贤觉得很充实，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

与此同时，身为著名的超导专家，赵忠贤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国家超导实验室的研
究工作也没有放松。

多年来，赵忠贤感到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
视的，就是一线科研人员负担太重。

“虽然经常加班加点，但真正能用在科研
上的时间还是太少。”

赵忠贤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
的：一是科研管理要一线科技人员成为“多面
手”。科研人员什么都得会干，如采购、财
务、统计等。二是客观环境需要应付各种非学
术的事情。

“各种非学术会议，很多杂事也需要一线
人员去办，包括鉴别发票真伪。我们都知道搞
科研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要废寝忘食才能有
所成就，甚至需要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怪
人’，能连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是极为必要
的。太世俗了，很难作出原创性的成果。”赵
忠贤说，如何为科技人员服务、减轻他们的负
担、激发潜能、调动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希望国家认真研
究，完善科研管理，创造让科研人员不受干
扰、潜心研究的宽松环境。

意外“落选”背后的担当

2006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常
委会的换届选举上，常委会委员候选人赵忠贤
意外“落选”了。

其实，他的“落选”是“自找”的。
3天前，在向大会报到时，他得知自己将被

学部的院士们推举为常委，于是给学部写了一
封“陈情书”，请求院士们不要推选自己当常
委。赵忠贤的理由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时
间。

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不论物理学界热点
如何变换，赵忠贤都一直初心不改，只踩着超
导发展的节律前行。自上世纪80年代的铜氧化
物高温超导浪潮到本世纪初的铁基高温超导热
流，他总是能在其突破点上迅速斩获，引人注
目，让人敬畏。

赵忠贤非常注意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使他
们能有机会脱颖而出，包括尽可能地相对独立
地开展工作，参加国际交流，学术平等、宽
松，加强与所内外，国内外的合作等。每位参
加国际会议的人都要总结会议情况并给全室介
绍。

“超导研究经常要自己磨样品，在毫米量
级甚至更小的材料上接引线，这些活年轻人才
能做。”赵忠贤解释说，自己眼也花、手也
抖，要说还在科研一线工作已不符合实际。他
风趣地跟团队成员们开玩笑说，在老年痴呆之
前他还能帮着他们出出主意，探讨一下科研方
向，一旦发现他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前兆必须马
上提醒他闭嘴。在他衣兜里，时常揣着一个小
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现在年纪大了，有
什么想法得赶紧记下，怕忘记了”。

如今，赵忠贤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年轻
人把握科研方向和营造好的科研环境上。他
说：“虽然超导研究的两次热潮我都赶上了，
而且也都做出了成绩，但仔细分析我也错过了
好多机会。我希望将自己的这些经验教训分享
给年轻科研工作者，让他们能少走些弯路，取
得更大的成绩。”

赵忠贤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也时常
去实验室，但“原则上只出出主意”，期望帮
助年轻人找到研究超导机理问题的切入点。

人生的“超导”境界

赵忠贤在国际超导界享有盛誉：1997年担
任第5届国际超导大会主席，2011年担任第26届
国际低温物理大会主席，2018年还将担任第12
届国际超导大会的主席。赵忠贤自己从未想
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国际物理学界代表中国的
符号，并且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常
客”。

在赵忠贤看来，得奖从未被当作研究的目
的。“我作研究从来没想过拿奖，从来没有。
至于诺贝尔奖，有这个情结也挺好，但别太过
了，毕竟诺贝尔奖并不是惟一的科学标准，不
能把它当作科学研究的惟一目的，也不是所有
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都能拿到诺贝尔奖。”多
年从事超导研究，赵忠贤在不懈的追求中体验
着人生的“超导”状态。对于他而言，超导已
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更是人生旅程

的一种超然境界。
有人问赵忠贤：你搞的高温超导研究很枯

燥吧？他说，我没感到枯燥。因为我每研究一
段时间后就能看到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崭新
的世界。“每个人的幸福感觉不一样。我能够
看到崭新的世界，我就感到很幸福，很高兴。
虽然有时生活苦一些，干活累一些，但做我自
己愿意做的事，我就感到很快乐。”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在中关村开了家公司，
生意很红火，也挣了不少“银子”。突然有一
天，这个年轻人感觉腻了。大学里他读的是物
理系，他辗转找到赵忠贤，说：“赵老师，我
不想在生意场上混了，我想跟着您搞科研。”
赵忠贤笑了笑，说：“搞科研可是一件很苦很
累的事情呀，你能坚持吗？”这个年轻人很坚
定地说：“放心吧，赵老师！给我三个月时
间，我会做给您看！”赵忠贤用质疑的目光看
着他，说：“不用三个月，你能坚持一个月就
可以了。”随后，赵忠贤让他做一个简单的小
课题，结果是不到20天他就受不了，临阵脱
逃。原来，每天他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实验室里
重复着枯燥、单调的实验程序——— 很快他便烦
了，又没个人陪他说话、聊天，他自然也就干
不下去了。赵忠贤清楚，搞科研不可能成为这
个年轻人的最佳选择。

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里透着东北人
的直爽和幽默。如今，年已高龄的赵忠贤头发
花白，科研仍然是他的一项乐事。即使在周
末，也时常能在实验室里看见他的身影。别人
说赵忠贤为科学付出了一辈子，赵忠贤却说，
“没有觉得自己做科学是在付出，因为我喜
欢”。

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公认，随之而来的是他
的处境完全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当国务院领
导过问他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却对领导说，
我没什么困难，吃喝照旧，工作照旧。

有情趣的科学家

赵忠贤是个很有情趣的科学家，他喜欢诗
词，喜欢书法。他收集了诗词、书法和考古方
面的书籍——— 这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我喜
欢书法，更愿意欣赏别人的字。在外出差，有
时会抽空买几本字帖，也是一种享受。”在诸
多书法大家的作品中，他偏爱米芾的字。问其
缘由，他笑言：“可能是自己不喜欢写得整整
齐齐的字吧”。

“我在念书的时候，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
小学，都喜欢玩儿。小学时候我吹号，就是解
放军号兵吹的那种号。到了高中我就吹西洋的
号。”他爱好音乐，喜爱莫扎特、威乐第的音
乐，也喜爱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王
立平创作的《红楼梦》曲，而且很自豪地将中
国的民族音乐推荐给外国朋友听，“有些人觉
得好听，有些人……我看他也听不懂”。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
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
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就像作科学研究，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 前几年身体状
况比较好时，对于滑雪、漂流等年轻人喜欢玩
儿的刺激运动，赵忠贤有时也会去体验一把，
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还很年
轻”。他说，我作的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
题带来的挑战。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
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
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
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
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他不仅在科学研究的领域给我们的社会创
造了许多财富，而且他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
同那深奥的超导理论一拍即合，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到底是科研成就使他的人格更有魅
力，还是他的个性魅力使那些看上去枯燥的科
学理论平添了感性的光彩，或者二者彼此相得
益彰,不得而知……

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马蒂亚斯奖，陈嘉庚科学奖，
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诸多荣誉的背后，站着一位朴实无华的老人，他在超导研究领域一干就就
是一辈子。

赵忠贤：忠于初心的“超导”贤才
□ 余玮

赵忠贤，著名超导物理学家，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奠基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历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超导体材料研究室副主
任、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上图为2017年1月9日他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发
言。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坐轮椅参选
世界小姐的美女

2 6 岁 美 女 J u s t i n e
Clarke是世界上第一个坐着
轮椅参加世界小姐选美的
女孩，小腿畸形的她称自
己这样做是因为不希望别
人用残疾一词来定义自
己，同时她希望自己的举
动能够鼓励广大女性。

特朗普新财政部长
明星未婚妻成网红

54岁的斯蒂芬·努钦拥
有数亿美元的身家，他刚刚
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财政部
长。而他的美艳性感的未婚
妻（左），今年35岁，曾和
汤姆·克鲁斯、罗伯特·雷德
福等大腕同台演出，最近走
红网络。

朴槿惠私人教练晒
火辣私照身材爆表

韩国运动教练Areum
Jung曾经是朴槿惠的私人
健身教练，她还身兼高尔
夫球手、运动生活设计师
和电视运动健身节目主持
人等工作。她的火辣私照
身材爆表！

三星掌门人李在镕
陷“干政门”遭批捕

韩国正式批捕深陷韩
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韩
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
镕。李在镕被指控5项罪
名。独检组指控他涉嫌向
朴槿惠行贿，并为此挪用
公款，违反《特定经济犯
罪加重处罚法》。

科学研究无代沟。图为赵忠贤与他科
研团队里的年轻人共同探讨超导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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