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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一直为祖国在经历了“文革”十年

动乱造成科学界知识断层和青年科学人才的缺乏

担忧。他在1979年后，设计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

研究生计划（CUSPEA）将祖国的近千人青年学子

引入到美国学习。这种走出去的举措尚不能满足

对科学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为此，李先生又想到

了请进来的做法，也即请国外顶级物理学家来祖国

为全国物理学家和青年学者讲课。

1986年夏，政道在CERN访问，遇见光召，他们

面对祖国基础科学研究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情况，非常担忧，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一个途径来

缩小差距。为此，他们设想借助世界实验室的帮

助，在国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与世界

科学家的交流，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以至快速

发展。任务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较

宽松的、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干涉的、面向科学新

发展的研究环境，资助国内科学家进行前沿性的基

础研究，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和交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有世界水平的

研究成果。这就是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简称

CCAST)的来历。CCAST 的成立得到邓小平和有

关部门迅速批准，并且得到了周光召先生的全力支

持。政道担任中心的终身主任，光召任副主任，

1998年，甬祥也担任了副主任。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成立，当时在全国物

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热情地支持中心

的成立，对中心寄予厚望。成立以来，中心在国内

外学术交流，沟通信息往来，赞助科学研究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心在建造相对宽松、自由讨论

的环境方面给全国物理研究所和高校物理院系做

出了榜样。许多科研人员在中心举办的高水平的

国际科学研讨会上得到了当时各自领域的前沿知

识，开阔了眼界，制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35 年来，中心举办了近二十次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百个国内工作研讨会。每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选题都是由政道亲自选定，力求涵盖当时在物理

学和其他学科最前沿的重大课题。涉及的领域包

括高能物理、粒子物理与场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

核物理、相对论重离子物理、凝聚态物理、超导物

理、强关联体系、纳米科学、加速器物理、数学物理、

非线性科学、计算物理、复杂性科学、环境科学，光

学与激光、新技术及其应用、环境科学与人文科学

（科学与艺术）,以及与物理学科相关的各交叉学术

领域等。来做报告的学者也是由政道提名，并亲自

出面邀请，被邀请的学者都是世界上这一领域内第

一流的专家。由于选题得当，一直追随着国际一流

前沿项目的足迹，面向科学发展的研究环境，促进

国际一流科学家与国内科学家，研究生的联系和合

作，为祖国科学家在国内也能做出有世界水平的工

图1 李先生与CCAST顾问委员一起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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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出贡献。中心的学术活动提供了一个学术交

流的平台，增进了国内各科研单位，各相关交叉学

科，以及与国外科研单位间的交流合作，促进了新

兴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特别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

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例如，中心积极支持全国灰色系统理论学术会

议。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

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它是基于数学理论的系统

工程学科。主要解决一些包含未知因素的特殊领

域的问题，它广泛应用于农业、地质、气象等学科。

这是一门边缘学科，在国内资源支持力度不足的情

况下，得到了中心的大力支持。该全国系列会议从

2006年开始，每隔一年在中心召开一次。会议的召

开，对展示灰色系统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促进灰

色系统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巩固我国在灰色

系统理论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计划在上海建设同步辐射光源培养人才，

为此，中心与美国加速器学校联合创办“1998中国

加速器物理学校”，叶铭汉担任了中方校长。加速

器学校设立之目的是帮助计划在上海建造的同步

幅射装置培养设计、建造和运行方面的人才。经过

挑选的学生在四个星期内接受超强度课程训练和

学习。学习采取面对面交流和答疑，布置课后作业

并举行小测验等形式促进学生积极性。同时也鼓

励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相接触，鼓励学生之间的合

作。这种形式的密切交流和学生积极性的调动最

大限度地发挥了加速器学校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这个学校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各方面特别

是上海市和中科院的好评。

针对当年国内科研人员收入偏低的情况，在20

世纪80年代末，政道还设计了聘请中心特别成员和

一般成员制度。共聘请了特别成员56人，一般成员

72人，要求成员在担任期间主要在国内的岗位上工

作。特别成员获得科研资助金6000美元，其中自己

可以自由支配 5000美元。一般成员获 4000美元，

其中自由支配3000美元。许多朋友回忆，当年靠这

笔资助“脱贫”，用这笔款子购买了电视机、冰箱和

洗衣机等电气设备，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精力旺

盛。中心还鼓励中心的协联成员在政道指定的国

外重要杂志发表论文，每篇论文奖励100美元。

中心的计算机系统在 20世纪 80、90年代也起

了不小的作用。计算机免费向全国科研人员开

放。许多科研人员甚至从上海、合肥和广州等地来

到中心，使用在当时很先进的计算机，为促进祖国

的科研工作做出了贡献。

中心还负责李政道大课题的组织工作，李政道

大课题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理论物理专款下

的一个重点项目。目前有 11 位高级科研人员参

加。该项目注重于现代物理前沿课题的创新性研

究。研究主要方式是密切关注国内外实验结果，从

物理的最基本原理出发，在国际前沿物理领域展开

研究工作。

政道对中心的各项工作，事无巨细，都一直关

心指导中心的运行。他非常希望中心在划归高能

所管理之后，能够继续遵循中心成立时的宗旨，在

高能所的领导下，在各位学术委员和顾问委员的协

助下，为增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交流，做出

更加杰出的贡献。

图2 李先生在中心召开的格点规范理论会议上致辞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