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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和书讯·

博广真美，奇人奇书

———评秦克诚所著《邮票上的物理学史》

一本四百六十多页的大书摆在面前，随便翻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又一张精美的彩色邮票，似乎是一本精美的集邮

书’ 仔细读下去，全书 (( 个题目，说的全是物理学的历史、物理学的事件和物理学的人物’ 从古希腊认为“ 万物源于水”的自然

哲学家泰勒斯、中世纪的“光学之父”伊本·海塞姆，一直到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相对论的提出者和现代宇宙论的奠基人，古今

数千年物理学从幼稚期到成熟期发展的历史，物理学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基本内容，纵横五大洲各民族涌现出的优秀物

理学家的贡献，都被作者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充分表述，引人入胜’ 物理学的各种规律是如何发现的，这些规律又如何被发明家

利用来造福人类，物理学家探索自然的艰辛历程，人类掌握自然规律后变革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威力，既在一幅又一幅

邮票上显现出来，又被作者用严肃的科学考证和娓娓动人的物理学家故事加以叙说’ 评者自认读过的中外物理学书籍不在少

数，但像秦克诚教授所撰的《邮票上的物理学史》这样的书，却是第一次看到，并深为其吸引，忍不住为之作评，将这本博、广、

真、美的奇书介绍给爱书的朋友’
所谓“博”，说的是本书收集的与物理学有关邮票之博，中外未见有与其比肩者’ 就数量而言，全书共收集 )% 多个国家和

地区发行的 $$%% 多张邮票，票票皆与物理学或其发展历史有关’ 就时间而论，从上世纪 $% 年代苏联发行的纪念波波夫的邮票

（*+$&）和意大利发行的纪念伏打的邮票（*+$,）起，到祝贺中国神州五号飞船试验成功（蒙古，$%%& 年）止，)% 年内出现过的有

关物理学和物理学家的邮票，几乎全收书中’ 而且邮品类型多样，单张、套票、版张、小型张，一应俱全’ 如此之多的邮票，居然全

被作者按物理学历史发展的线索分类排列、有序置放，做到博而不乱，实乃匠心独具’ 集邮爱好者不可不读’
所谓“广”，讲的是这本书读者群和用途之广泛，远超一般集邮书和物理学史所及’ 就读者群说，从被书中精美邮票吸引的小

孩到对邮票或科学、技术有兴趣的耄耋老者，皆可为读者’ 就用途而论，则本书至少有四大用途：一曰利学，二曰辅教，三曰助研，

四曰促科普’“利学”者，指的是各种程度的学生都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他们学习物理学的课外读本，从中或学物理知识，或学历代

物理学家或发明家的奋斗精神，诱发其探索自然奥秘的愿望；“辅教”则指本书对中学和大学物理教师教学之辅助功能’ 可以毫不

夸大地说，经过认真选择使用，本书的任何一章乃至其中的几张邮票，都足以助一位物理学教师的课堂讲授生色，课外活动诱人’
“助研”有泛指、特指两说’ 泛指谓各领域物理学研究者可借助书中有关邮票作为介绍自己研究结果的插图，吸引听众或读者’ 特

指说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叙述和表现方式，打破了传统物理学史书籍纵或严格、科学，却难以吸引广大读者的局面，创造了撰写物

理学史书籍的一种新方法，有助于推动物理学史的研究，当然会极大地促进物理科学在全社会的普及，是谓“促科普”’
秦克诚教授这本书花七年功夫用心写出，其写书作文之认真态度，其探求科学史实之求真精神，其对待读者的真诚心情，

令人感动’ 为了解决对一张邮票说明的怀疑，他可以多次与发行国邮政总局书信联系，以求其真；为了一件史实之确凿，他不

惜时间，或查找有关资料，或与友人商榷，以保其真’ 例如，电话、无线电到底是谁发明的？卡匹查是如何保朗道出狱的？人们

为什么从来看不见德国出有爱因斯坦肖像的邮票？为什么西德只纪念夫兰克而东德只纪念 -’ 赫兹？苏联的阿里哈诺夫和阿

里哈年是什么关系？物理学史或邮票发行史上这些或各国相争、或仅有传闻、或存疑多端、或不甚了了的问题，在他求真求实

的不断探索下，都一一求得确切证据，写在书中’ 秦克诚此书，确为一本“三真”之书’
艺术求形象之美，物理探妙理之美’ 秦克诚之书将邮票构图设计之美与物理学家探索物理之美的历史叙述相结合，加之

本书每张邮票又用精美的彩色印出，可谓三美’ 称本书为“三美”之书，量不为过’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秦克诚教授的成长历程，同其他物理教师或研究人员不同，颇为奇特，故我称他“ 奇人”’ 奇特的经历反

映或造成了他的特殊性格，执着、好学、深思、厚实，热爱物理学’ 正是这样一位奇人，为我国物理学界特别是我国广大的青少

年读者写出了这本厚实的奇书’ 不同职业、不同爱好、不同年龄的人可以带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角度去阅读、欣赏和使用这

本书，这本书系统讲述了数千年来人们探索物理的历史，生动地再现了建筑近代物理学大厦的英雄们的业绩和不同经历，叙

述了从达·芬奇以来那些幸运的或者不幸的发明家用物理规律为人类造福或者造祸的故事，阐述了近代物理学各个领域和

交叉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兴起过程’ 而他在用文字描写这一切时，邮票，一张又一张构图奇妙、不同文字的邮票，始终伴随着他

的绕有趣味的讲述，吸引着读者’ 孰谓此书不奇’
《邮票上的物理学史》（英文译名为 !"#$%&$ ’() !"#$%&%$*$ +( ,*’-.$）$%%& 年 # 月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彩印出版，作为对

$%%& 国际物理年的献礼/ 本书是一个创举，国际上还没有同类书可与之相比，故我敢断言本书必将走向世界，受到更多国家读

者的欢迎/ 基于以上理由，在中国物理学会为世界物理年向公众推荐的近 &% 本书中，笔者以为本书当拔头筹/
写书不附参考文献目录，不加检索索引，是我国科技出版界的一大弊病/ 秦克诚书备了索引，忘了文献，美玉存瑕/ 故提请

克诚同志注意，把书中重要史实参照的文献目录早日编出，以更为完美的形式向国际读者献礼/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0 刘寄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