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 

人類的好奇心是基礎研究的原始動力 
 

本校 7月 8日邀請 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院士，以「國際空間站上

AMS實驗最新結果」進行專題演講。丁院士表示，「人類的好奇心是基礎研究的

原始動力」，有好奇心、對自己有信心，並且努力去做，才可能實現目標。也希望

社會不要將自己侷限於技術轉化，因為「基礎研究才是新技術和工業發展的原動

力」。 

 

當天超過 400人到場將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不少晚到的學生，乾脆直接坐在會議

廳走道上。不少高中生也藉著這個機會，一睹大師風采。 

 

丁肇中院士在 1976年因發現 J/ψ粒子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1995年在他的倡導下

開始長達 10多年的阿爾法磁譜儀（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簡稱 AMS）

實驗計畫，2011年成功將 AMS送到太空站，進行暗物質研究，尋找反物質存在的

證據。他認為，宇宙中暗物質、反物質研究是近代物理的基礎。 

 

他主持的 AMS計畫，超過 16國家一同進行跨國團隊合作，長達 16年的努力，最

後終於將重達 7.5噸的儀器送上太空，探索自然界未知的世界。AMS是探測未知

的一項實驗，可直達宇宙邊緣的訊號，這些研究未來都可能化為另一種形式，影響

人類的生活。 

 

丁肇中院士整合跨國團隊的態度是「小心謹慎」，聽不懂就承認，確實理解才能下

決定。他表示，每次開會時，一定鼓勵大家參與發言、仔細聆聽，不能私下交談。

他認為「科學不是少數服從多數」，不能用多數決投票解決，少數人將多數人的決

定推翻，科學才會有發展。 

 

回憶當年 AMS升空前夕，丁院士請所有人先離開實驗室，一步一步思考 16年的

實驗歷程，如果有環節出錯，仍需立刻停止。即使是箭在弦上的壓力，他還是花了

整整四個小時的時間，獨自一人，思考從 AMS計畫開始的所有技術細節，每個步

驟都不放過，一直到確認沒有問題了，才發現自己一身冷汗。他說，當時的壓力很

大，「因為儀器上了太空就不能修改，而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人類的好奇心是基礎研究的原始動力」，丁肇中院士也在演講中分享自己對科學

的看法，他認為物理的進步，就是不斷推翻他人假設，科學的結果，由實驗說了算！

他分享自己研究多年經驗，大部分的實驗都受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就像當年獲得

諾貝爾獎的 J/ψ粒子實驗，當時科學家認為世界上只有三種夸克，而這三種夸克就



能展示所有的物理現象，對他的研究不以為然。面對外界質疑，他不為所動，不斷

的實驗，最後成功發現第四種夸克，甚至之後陸續發現第五種、第六種夸克。 

 

「基礎研究才是新技術則和工業發展的原動力！」現今社會存在一個爭議：到底應

將資源集中於技術的轉化和應用研究，還是應支持「無用的」基礎學科？丁院士認

為，如果一個社會將自己侷限於技術轉化，顯然經過一段時間，基礎研究不能發現

新的知識和的現象後，就沒有東西可以轉化了，所以技術的發展生根於基礎研究之

中。 

 

  

馮達旋副校長(左)代表本校致贈紀念品給丁

肇中院士(右) 

諾貝爾大師在清華，請到丁肇中院士分享最

新研究成果，吸引眾多學生到場聆聽，將現

場擠得水洩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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