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瑟福 
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Rutherford,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1871 年 8
月 30 日生于新西兰纳尔逊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并在新西兰长大。他

进入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学院学习。23 岁时获得了三个学位（文学学士、

文学硕士、理学学士）1895 年在新西兰大学毕业后，获得英国剑桥大学

的奖学金进入卡文迪许实验室，成为汤姆森的研究生。1898 年，在汤姆

森的推荐下，担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物理教授。 

 

简介 

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1871 年 8 月 30 日生

于新西兰纳尔逊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并在新西兰长大。他进入新西兰的

坎特伯雷学院学习。23 岁时获得了三个学位（文学学士、文学硕士、理学

学士）1895 年在新西兰大学毕业后，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进入卡文

迪许实验室，成为汤姆森的研究生。 

1898 年，在汤姆森的推荐下，担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在那

儿呆了 9 年。于 1907 年返回英国出任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19 年

接替退休的汤姆森，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1925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

会主席。1931 年受封为纳尔逊男爵，1937 年 10 月 19 日因病在剑桥逝世，与牛顿和法拉第

并排安葬，享年 66 岁。 

 

经历 

卢瑟福 1871年 8月 30日生于新西兰纳

尔逊附近的泉林村，父亲是农民和工匠，母

亲是乡村教师。他在小学就对科 学实验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成绩优秀，学习期间

曾获一系列奖学金。1894 年从坎特布雷学

院毕业时，以该校空前的数学和物理第一名

的成绩获硕士学位，还因在无线电实验研究

方面的突出成绩而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

后，留校工作一年，1895 年考取大英博览

会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学习。 

1896 年春末，卢瑟福接受卡文迪许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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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J.J.汤姆生的建议，把研究方向从无线电转移到放射性上。1897 年卢瑟福用强磁场作用

于镭发出的射线时发现，射线可以被分成几个组成部分。他把偏转幅度小的带正电的部分叫

a 射线，把偏转幅度大的带负电的部分叫 b 射线，同时他还根据实验预言，可能存在一种在

磁场中不偏转，穿透能力更强的射线，这就是后来发现的并由他命名的γ射线。 

卢瑟福 1898 年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研究生毕业后，由 J.J.汤姆生推荐，到加拿大的麦吉尔

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在教学之余，他继续研究放射性，与来自英国的青年化学家 F.索迪合作，

于 1902 年首先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提出放射性是元素自发衰变现象，通过放射性

和光谱实验表明指出原子有一个很复杂的结构。1905 年他应用放射性元素的含量及其半衰

期，计算出太阳的寿命约为 50 亿年，开创了用放射性元素半衰期计算矿石、古物和天体年

纪的先河。 

卢瑟福在放射性研究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使他闻名于世。因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设

备先进的实验室和优越的科研条件，1907 年他谢绝了一些著名大学的高薪聘请，出任该校

物理学教授。卢瑟福对　α、β、γ射线作了大量的研究，1908 年，他测算出β射线的电

荷，1913 年，他提出α粒子的带电量为 2e，原子量为 3.84，认为α粒子失去电荷后应变成

氦原子，1913～1914 年，他与人合作，测定γ射线的性质和波长，确认γ射线是一种比 X

射线频率更高的电磁辐射。 

卢瑟福早就有用α射线探索原子结构的想法。1903 年他就发现α射线的能量比β和γ

射线大 99 倍左右，1906 年他又发现α射线通过云母片时，出现了偏转 2°的小角度散射现

象，1908 年 6 月，盖革发现α射线的散射角与靶材料的原子量成正比，同年 10 月，布拉格

写信给卢瑟福，告诉他用α粒子轰击原子时发生α粒子急转弯的现象。这些现象促使他和盖

革决定用重金属靶进行散射实验。1909 年 3 月，卢瑟福向正在实验的马斯登提出“看一看

你是否能够得到从金属表面直接反射α粒子的效应?”结果，马斯登发现了等于和大于 90°

的大角度散射现象。1911 年，卢瑟福受“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似”的启发，把太阳系和原子

结构进行类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既卢瑟福原子模型。他认为，原子象一个小太阳系，

每个原子都有一个极小的核，核的直径在 10-12 厘米左右，这个核几乎集中了原子的全部质

量，并带有之单位个正电荷，原子核外有之个电子绕核旋转，所以一般情况下，原子显中性。

1912 年，盖革和马斯登用实验证实了带正电的原子核的存在。1913 年莫塞莱用元素特征谱

线与原子序数的关系证实了核外电子环的存在。 

1918 年，卢瑟福继 J.J.汤姆生之后，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领导，将卡文迪许实验室发展到一

个新的高峰。将物质微观结构的研究推向崭新的阶段，同时也培养出了许多青年科学家。 

卢瑟福是 20 世纪初 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他 1908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一生发表论文约

215 篇，著作 6 种，培养了 1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37 年 10 月 19 日患肠阻塞并发症逝世，

葬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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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瑟福是本世纪 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在

放射性和原子结构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 

1、他关于放射性的研究确立了放射性是发自原

子内部的变化。放射性能使一种原子改变成另一

种原子，而这是一般物理和化学变化所达不到

的；这一发现打破了元素不会变化的传统观念，

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研究进入到原子内部这一

新的层次，为开辟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原子物

理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2、他通过α粒子为物质所散射的研究，无可辩

驳的论证了原子的核模型，因而一举把原子结构

的研究引上了正确的轨道，于是他被誉为原子物

理学之父。由于电子轨道也就是原子结构的稳定

性和经典电动力学的矛盾，才导致玻尔提出背离

经典物理学的革命性的量子假设，成为量子力学

的先驱。 

3、人工核反应的实现是卢瑟福的另一项重大贡献。自从元素的放射性衰变被确证以后，人

们一直试图用各种手段，如用电弧放电，来实现元素的人工衰变，而只有卢瑟福找到了实现

这种衰变的正确途径。这种用粒子或γ射线轰击原子核来引起核反应的方法，很快就成为人

们研究原子核和应用核技术的重要手段。在卢瑟福的晚年，他已能在实验室中用人工加速的

粒子来引起核反应。 

 

趣闻轶事 

1、有个外号叫“鳄鱼” 

 卢瑟福从小家境贫寒，通过自己的

刻苦努力，这个穷孩子才能完成了

他的学业。这段艰苦求学的经历培

养了卢瑟福一种认准了目标就百折

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后来学生为

他起了一个外号——鳄鱼，并把鄂

鱼徽章装饰在他的实验室门口。因

为鳄从不回头，他张开吞食一切的

大口，不断前进。 

 2、摇身一变成为“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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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 年，卢瑟福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他对自己不是获得物理学奖感到有些意外，

他风趣地说：“我竟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化学家了。”“这是我一生中绝妙的一次玩笑！” 

 3、杰出的学科带头人  

  卢瑟福还是一位杰出的学科带头人，被誉为“从来没有树立过一个敌人，也从来没有失去

一位朋友”的人。在他的助手和学生中，先后荣获诺贝尔奖的竟多达 12 人。1912 年度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玻尔曾深情地称卢瑟福是“我的第二个父亲”。 科学界中，至今还传

颂着许多卢瑟福精心培养学生的小故事。 

  4、是我制造了波浪 

 卢瑟福属于那种“性格极为外露”的人，他总是给那些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个

子很高，声音洪亮，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并且极不谦虚。当他的同事评论他有不可思议的

能力并总是处在科学研究的“浪尖”上时，他迅速回答道：“说的很对，为什么不这样？不

管怎么说，是我制造了波浪，难道不是吗？”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这一评价。 

 

科学贡献 

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

1937）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1871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新西兰南岛纳尔

逊城南明水村一个农民（苏格兰移

民）家庭。小时就聪慧好学，勤于

动手。12 岁就对大学教授 B．斯图

瓦特写的教材《物理学入门》写下

批语：一信息并不太多…竭力锤炼

人的心智”。他喜好数学和巧于实

验，设计过测量快速交变电磁效应的仪器。各科成绩优秀，得过多次奖学金。18 岁进人新

西兰大学坎特伯雷学院，后在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大学时代就在地窖内开展无线电讯号收

发的实验研究。1895 年获剑桥大学首批研究生奖学金，同年进人卡文达什实验室，成为人

J．汤姆孙的研究生。1898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聘任 27 岁的卢瑟福为物理学教

授。1907 年他回英国担任曼彻斯特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1919 年应邀到剑桥接替 J．J．汤

姆孙担任卡文达什实验室主任。1925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1931 年受封为纳尔逊男

爵。1937 年 10 月 19 日在剑桥逝世。 

卢瑟福对科学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放射性的研究。继 1898 年贝

克勒耳发现放射性现象后不久，卢瑟福发现了铀放射性辐射的不同成份棗α辐射和β辐射。

1900 年提出了重元素自发衰变理论。1904 年总结出放射性产物链式衰变理论，奠定了重元

素放射系元素移位的基本原理。他的发现打破了元素不会改变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对物质结

构的研究进人了原子内部的深层次，为开辟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棗原子核物理做了开创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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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于他“在元素蜕变及其放射化学方面的研究”而荣获 1900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第二

方面是 1911 一年提出了原子的有核结构模型。1908 年卢瑟福用实验证明了 c 粒子就是氦离

子。此后，他通过 C 粒子被物质散射的研究，从理论和实验验证上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原子

的有核结构模型，从而把原子结构的研究引向正确的轨道。因此，他被誉为“原子物理学之

父”。以上两条详见“放射性的发现及放射现象的研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过程”条目。

1919 年人工核反应的实现是卢瑟福的第三项重大发现。这一发现过程可以作为卢瑟福科学

方法与作风的典型例证之一。1915 年，他的学生马斯登（Marsden，1889 一 1970）发现用 C

粒子轰击空气时出现一些粒子，它们具有不寻常的长射程。卢瑟福决心利用业余时间长期而

耐心地搞清楚这些粒子到底是 N、He、还是 H 原子、Li 原子？他设计了图 2－2－12 所示的

装置，为了使他的结果绝对可靠，花了 3 年时间他于 1919 证明：这是α粒子轰击 N 之后使

之衰变放出了氢原子核即质：这一装置的成本极为低廉，但用显微镜观察屏上闪烁的工作极

为艰苦！这一实验的成功引起了一场热烈争论， 后以云室照片证明了卢瑟福的正确而告终。

这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实现了改变化学元素的人工核反应。古代炼金术士转化元素的梦想终于

变成了现实！ 

此外，他还预言了重氢和中子的存在，这在后来都得到了证实。他同查德威克和艾利斯

合作，于 1930 年出版了巨著《从放射性物质发出的辐射》，这部著作是早期核物理学的总结

并具有当代水平。 

在 20 世纪初叶物理学革命迅速发展时期，为什么卢瑟福能取得其他人难以取得的一连串巨

大成功，成为第一个深入原子宇宙的成功探索者？大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1）紧紧抓住关键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一系列准确而简单的实验。卢瑟福一生的许多重大

成就贯穿着一条红线：透彻地研究α粒子的本质，并利用其巨大的能量与动量作为“炮弹”

去轰击原子和原子核，揭开原子组成与变化的奥秘。他极其热爱实验，允许助手和学生们大

胆提出设想，但实验时必须一丝不苟，提倡自制和利用 简单的仪器，实验结果必须绝对可

靠。在 19QS 年诺贝尔化学奖受奖演说中，他描述了他和盖革长时间利用低倍显微镜在暗室

中“枯燥地”计数 a 粒子击中硫化锌屏上的闪烁次数，并与其他方法比较。结果使 顽固的

怀疑者不得不心悦诚服。这样的工作精神也导致大角度散射即原子有核结构的发现。正是在

这些目的明确、烦琐、单调的常规工作中，实验者的耐心和毅力导致了辉煌的成就。 

（2）理论与实验的紧密结合。卢瑟福在 1929 年皇家学会曾以“理论与实验”为题说过：“每

一个新的实验观察立即被抓住，以检验它是否能被现有的理论所解释。如果不能，就要寻求

理论图式中的改正……过去十年中物理学明显的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理论与实验的密切结

合”。卢瑟福的 c 粒子散射公式的推导及有核模型的提出，就是一个光辉例证。 

（3）特殊的勤奋、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伪科学直觉。他能在 易于被人们忽视的新一现象

出现时洞在它的本质，分辨某些假说的正误。例如也位子大角度散射瑰象出现未引起其学生

盖革够的注意时，他就意识到原子内部可能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核。马斯登偶然发现 0 粒子

轰击氢原子产生类氢光谱的带正电粒子，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从氢原子内打出的氢核…等等。

卢瑟福惊人的工作毅力与极度勤奋，从他几十年两百多篇论文和三本专著中可以看出，他的

学生前苏联卡皮查回忆说：“卢瑟福无休止地工作，总是在研究新的课题──他发表的只是



占他工作的百分之几，其余的有的甚至他的学生也不知道。 

天才来源于勤奋，卢瑟福也证明了这一点。 

（4）卢瑟福善于识别、选择和培养人才，并能团结一大批卓越的物理、化学和技术人才一

起工作，他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热情关怀，精心培育。在 J．汤姆孙和他两代领导下，卡

文迪什实验室英杰辈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这是他对科学事业的又一项

贡献。他的学生在剑桥皇家学会蒙得实验室的大门右侧墙上，刻了一条鳄鱼（这是卢瑟福的

绰号人以此来赞誉他勇往直前的坚毅性格和勉励来者。 

卢瑟福曾大声疾呼，组织国际声援抗议法西斯德国对爱因斯坦等的迫害，站在科学家反法西

斯斗争的前列。 

 

相关内容 

苏格兰农民的憨厚造就了一代

伟人的高尚品德 

欧内斯特·卢瑟福祖籍苏格兰，

祖辈皆务农，1871 年 8 月 30 日欧内

斯特?卢瑟福出生了。卢瑟福兄弟姐

妹一共 12 人，他排行老四。 

自然是美丽的，农村的生活是

艰苦的。12 个兄弟姐妹的生计全靠

父母的劳作。卢瑟福的父亲作过车

轮工匠、木工和农民，他不停地劳

动，再加上母亲作小学教师的收入

养活这样一个庞大家族是非常吃力

的。卢瑟福的兄弟姐妹从小就知道

生活的艰难，无需什么人教育，他们都知道要想生活得好一点就得自己动手、动脑去创造，

需要踏踏实实的做事。春天耕地、播种，秋天收割庄稼都是全家出动：每一个成员都要分担

一些责任，卢瑟福通常都去干农场上的一些杂务像劈柴、帮忙挤牛奶以充当差使等。全家人

在劳动中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很少发生争吵，劳动成果作为作家收获的一部分，谁也不会据

为已有。卢瑟福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养成了相互协作、尊重别人的良好品质。后来卢瑟

福成名之后，他的这种品质仍然保留着。他被科学界誉为“从来没有树立过一个敌人，也从

来没有失去过一个朋友”的人。在他的助手和学生中，先后诺贝尔奖的竟多达 11 人。 

  1921 年，卢瑟福的助手索迪获诺贝尔化学奖； 

  1922 年，卢瑟福的学生阿斯顿获诺贝尔化学奖； 

  1922 年，卢瑟福的学生玻尔获诺贝尔物理奖； 

  1927 年，卢瑟福的助手威尔逊获诺贝尔物理奖； 

卢瑟福 



  1935 年，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获诺贝尔物理奖； 

  1948 年，卢瑟福的助手布莱克特获诺贝尔物理奖； 

  1951 年，卢瑟福的学生科克拉夫特和瓦耳顿，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1978 年，卢瑟福的学生卡皮茨获诺贝尔物理奖。 

  有人说，如果世界上设立培养人才的诺贝尔奖金的话，那么卢瑟福是第一号候选

人。  

俄罗斯物理学家、1978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卡皮查，曾在卢瑟福领导下工作了 14

年。卡皮查是个能干而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卢瑟福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两人情同父子。卢瑟

福专门建立一个叫蒙德的实验室用于研究强磁场，任命卡皮查为实验室主任。卡皮查在实验

室的墙上雕了一条大鳄鱼，因为卡皮查非常敬重卢瑟福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精神而在英国

“鳄鱼”一词，就含有这种意思。在背后卡皮查经常把卢瑟福叫做“鳄鱼’，师徒之间就用

这种玩笑来表示敬重和亲密无间。 

但是，1934 年秋，卡皮查回国探亲时被苏联政府留在国内不许他再回英国了。没有实

验室卡皮查的才能就发挥不出来，一连 3 年卡皮查无事可做。卢瑟福决心帮助卡皮查，他利

用自己的威望说服了苏、英两国政府，把蒙德实验室的全部设备和仪器从英国搬到莫斯科，

并派一名得力助手帮助卡皮查安装。卢瑟福就是这样帮助别人的。 

1937 年，卢瑟福去世时，卡皮查万分悲痛。他在一篇悼念的文章中写道：“卢瑟福不仅

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在他的实验室中培养出如此众多杰出物理

学家，恐怕没有一位同时代的科学家能与卢瑟福相比。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科学家不

一定是一位伟人，而一位伟大的导师则必须是伟人。”而这位伟人的伟大品格就是在苏格兰

的农舍中培育出来的。 

父亲的心灵手巧，母亲的乐观向上、勤劳、朴实是卢瑟福的榜样。卢瑟福的父亲是一个

聪明又肯动脑子的人，他勤奋又有创造性。在开办亚麻厂时，他试验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浸渍

亚麻利用水力去驱动机器，选用本地的优良品种，结果他的产品被认为是新西兰 好的一类。

他还设计过一些装置能提高工作效率。 

卢瑟福的父亲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也喜欢动手动脑，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创造天赋。

他家里有一个用了多年的钟，经常停下来，很耽误事，大家都认为无法修理了。但是卢瑟福

却不肯轻易把它丢掉，他把旧钟拆开，把每一个零件重新调整到位，清理钟内多年的油泥，

重新装好。结果，不仅修好了，而且还走得很准。  当时照相机还是比较贵重的商品，卢

瑟福竟然自己动手制作起来。他买来几个透镜，七拼八凑居然制成了一台照相机。他自己拍

摄自己冲洗，成了一个小摄影迷。卢瑟福这种自己动手制作、修理的本领，对他后来的科学

研究工作极为有用。在很多场合显得高人一筹。 

当卢瑟福远渡重洋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引进成绩后，他应邀到英国学术协会作

报告，正当他以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时，仪器突然出了故障。卢瑟福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

对观众说：“出了一点小毛病，请大家休息 5 分钟，散散步或抽支香烟，你们回来时仪器就

可以恢复正常了。”果然几分钟后又能看他的实验了。没有多年培养起来的动手能力和经验

是很难有这样的自信心的。当时在场的一位一流物理学家对此颇有感慨：“这位年轻人(指卢



瑟福)的前程将是无比远大的。” 

卢瑟福的母亲出身于知识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数学家，母亲也是一位教

师。 

作为教师的母亲对孩子们的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她的一举一动始终影响着孩子们的情绪。

所以在生活的重负面前，她始终都保持乐观的母亲任劳任怨，以自己对待生活中困难的态度

教育孩子们，正是这种行动的教育使得卢瑟福始终保持刻苦学习和热爱劳动的本色。即使在

成名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纯朴的本色。难怪有的记者在采访他之后称，卢瑟福除了那双充

满智慧的眼睛之外，其余的地方和典型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幼年的卢瑟福与他的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喜欢

思考、喜欢读书。 

在卢瑟福一生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一本书，便是他 10 岁的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得到的、

由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巴尔佛?司徒华写的教科书《物理学入门》，这本书开始把他引上研究科

学的道路。这本书不单单给读者一些知识，为了训练智力，书中还描述了一系列简单的实验

过程。卢瑟福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并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即从简单的实验中探索出重要的

自然规律，这些对卢瑟福一生的研究工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读完书之后，卢瑟福将自己

的年龄和名字歪歪斜斜地写在书页上，那时他差 1 个月满 11 岁，推算起来是 1882 年 7 月。

卢瑟福的母亲一直珍藏着这本教科书，并且常常自豪地捧着这本书向孩子讲述当年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物理学入门》一书的作者恰巧是汤姆逊在曼彻斯特时的老师，而汤姆逊

又是卢瑟福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的导师。  读书和思考一直伴随着卢瑟福一生。他成为一

个硕果累累的大科学家之后，仍然很重视读书和思考。有一天深夜，卢瑟福看到实验室亮着

灯，就推门进去，看见一个学生在那里，问道：“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学生回答说：

“我在工作。”当他得知学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时，很不满意地反问：“那你什么时间思考问

题呢?” 

靠奖学金读书的孩子 

卢瑟福 5 岁时上了泉林村小学，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曾在此任教，后来由于家庭搬迁，

他又转学到福克斯希尔村小学。 

卢瑟福的父母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尽管家庭收入仅够糊口还是钱供他读书。为此一家人

节衣缩食，在生活上非常刻苦，一直供他念完大学。许多年后，在一个很隆重的宴会上，卢

瑟福十分感慨的说：“如果不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永远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由于家庭的收有限，相当一部分学费要靠自己来解决。上小学的时候，卢瑟福就利用暑假参

加劳动。兄弟几人一个期就赚了 13 英镑。这些钱差不多够一个学期的学费了。卢瑟福深深

地理解父母的困难。他知道，要想上学就要靠自己劳动挣钱，后来他听说学习成绩优秀就可

以得到奖学金，就更加努力学习。他学习的时候特别专心致志，即使有人用书本敲他的脑袋

也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离开小学之后，卢瑟福大部分的学费要靠奖学金了，他参加了竞争一项州政府奖学金

的考试获得奖学金就可以进入纳尔逊学院读书，可以免交学费并提供食宿，结果卢瑟福以

580 分(满分 600 分)的成绩赢得了这项奖学金。在纳尔逊学院学习期间，他获得了很多奖励



并在 后一年获得进入新西兰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在获奖的 10 人中，他名列第 4 名。 

进入新西兰大学坎特伯雷学院之后，卢瑟福更加努力学习，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都是名列前

茅。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大学毕业时卢瑟福获得了文学学士、理科学士和硕士学位，要想

挣钱养家已经是足够了，但是卢瑟福决心在科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校学习的时候他

已经申请了进入剑桥深造的奖学金，因为该项奖学金是隔年一次的，所以他大学毕业后又在

学校里继续研究一年。卢瑟福申请的是大英博览会奖学金，它是由 1851 年在英国伦敦海德

公园水晶宫举办的国际博览会所赚来的钱设立的奖学金。这项奖学金的目的是授予学习成绩

特别出色，具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使他们能够进入久享盛名的英国高等学府深造。凡属英联

邦国家的学生，都有机会得到这笔奖学金。 

卢瑟福参加了这项考试，结果卢瑟福和一个叫麦克劳林的人都具备了录取条件，但名

额只有一个。基金委员会经过争论决定把奖学金授予麦克劳林。卢瑟福只好回家等待以后的

机会了。1895 年 4 月的一天，卢瑟福正在菜园里挖马铃薯。母亲高兴地向菜园跑去，手里

拿着电报纸，并在空中不断摇动，用劲地叫喊：“你取上啦!你取上啦!”卢瑟福不明白母亲

在干什么，“谁取上了?取上什么了?”卢瑟福不解地问道。等他看到了电报才明白，基金委

员会改变了主意把这项奖学金授予他了。他立即扔下手中的铁锹，高兴得跳起来：“这也许

是我要挖的 后一个马铃薯吧!” 

原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麦克劳林已经结婚，而基金会所给的奖学金无论如何也不能养活两个

人，麦克劳林决定留在新西兰。 

这年 9 月，卢瑟福筹借了路费，告别了双亲，登上了开往英国的客轮，开始了他献身科

学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