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3 心智與科學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是世界上最具有公信力的報紙之一，它有一

個很特殊的版面－訃聞版；由名稱就可以知道這個版面是專門刊登重要名人的訃

聞。在 2010 年 6 月 11 日，物理學家辛頓(Joan Hinton)的死訊被刊登在《紐約時報》

的訃聞版上。 

 

 

 

 

 

 

 

 

 

 

 

 

 

 

 

 

 

 

訃聞的標題「物理學家 Joan Hinton 享年 88 歲，她寧願選擇中國而不願選擇原子

炸彈」。訃聞的內容則在敘述，辛頓((Joan Hinton)女士曾經參與發展原子彈的曼哈

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但她多半的人生是在中國的農場工作的，而且她還是

「毛澤東主義」的信徒。 

 

在 1944 年時，辛頓還是位研究所生，被征召參加曼哈頓計畫。在曼哈頓計畫中，

她跟費米是同事。在長崎廣島被投擲原子彈之後，她變成了積極的和平主義者。 

 

在 1948 年之後，她感受到即將來臨的冷戰；她放棄了物理，跑到中國去工作。

她非常仰慕中國共產黨，她說：我不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在核子武器的工作裡，

我想要做的是如何幫助人們有一個更好的人生。在中國，辛頓碰到她未來的丈夫

(農業專家)。在文革時間，他們夫婦就在北京當任編輯跟翻譯的工作。 

 



在麥卡錫(McCarthy)時代(恐共時代)，約是 1950 年初，因為辛頓跑去中國，所以

美國認為她有可能將原子彈研究的內容傳給中國，所以辛頓曾經被懷疑是個間諜。

辛頓在 2008 年訪問日本的過程中提到「如果毛還活著多好，也說他是百分之百

支持文化大革命」。 

 

核子武器的出現是歷史大事，對全人類都有重大的影響。儘管辛頓不是重要科學

人物，但是因為它可能涉及與原子彈機密的傳播，又具有特殊信念，她過是的消

息就成為了新聞。 

 

  真正提供過核武資料給中國的人是傅克斯(Klaus Fuchs)，是一位出色的德裔英

國理論物理學家，同時也是蘇聯間諜。傅克斯的間諜身分在 1950 年曝光，在英

國服刑九年。根據核武史家的說法，傅克斯在 1959 年的夏天，給錢三強(中國原

子彈計畫負責人)上了關於鈽彈的「一整套課程」。 

 

 

 

 

 

 

 

 

 

 

 

 

 

 

Klaus Emil Julius Fuchs 

 

傅克斯 1911 年出生於德國，大學時期加入德國共產黨。在二次大戰爆發後，取

得英國公民，同時被網羅參與英國核子計畫；這時他開始為蘇聯傳送情報。1944

年夏天，成為了英國參與曼哈頓計畫的代表團成員，派駐美國洛沙拉摩斯國家實

驗室。有了傅克斯提供的情報，蘇聯的原子彈技術很快地追上美國。這促使杜魯

門決定加速氫彈的研發。傅克斯被形容是「少數真正改變人類歷史人物之一」，

他是全球核武的擴散的關鍵人物。 

 

  科學沒有所謂的好與壞，心智決定了科學使用的方向。在辛頓和傅克斯的故事

裡讓人想起了哲學家休謨的名言：「理智是、也應該僅是熱情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