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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物理本

质或物理规律
,

建立科 学的物理理论
#

客观事

物的运动和相互联系是错综复杂 的
,

而人们的

认识又有很大 的局限性
#

因此
,

人们的认识总

是由初步的
、

探索性的猜测
,

逐步提高到对事物

本质的认识
#

在这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中
,

物理假说是 非常重要的一种 认识形式
#

物理假

说是人们根据 已知的物理理论或科学事实
,

对

未知事物及其规律性所作 的假定性解释
#

它往

往预言可能出现 的某种物理现象或规律性
,

成

为新的科学体系的先导
#

它对物理学理论的形

成
、

发展以及物理实验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一
、

物理假说是物理理论诞生的前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札记 中指出
∃

“

只要 自然科学在思维着
,

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

说
#

一个新 的事实被观察到 了
,

它使得过去用

来说明和它同类 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 了
,

从这

一瞬间起
,

就需要新 的说明方式 了

—
它最初

仅仅是 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
,

进一

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
,

取消一些
,

修

正一些
,

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
# ”

恩格斯的

这些论述揭示了假说在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和作用
,

分析了一些假说形成的过程
,

以及它怎

样转 化为科学定律
#

的确
,

物理学理论 的形成

往往经过这样的步骤
∃

先在 自然界 中
,

生产过程

中或科学实验中观察到一些事实
#

为了要 了解

这些事实
,

就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
,

参考 已

有的科学 知 识
,

提 出一个粗糙 的假说
#

如果这

个假说能够简单地说明观察到的事实
,

或甚至

与进一步的实验符合
,

这个假说有可能成为新

的理论体系的基石
,

就可以从这个假说出发推

究 比较深人的理论
#

从这样发展的理论义可 以

推测其它情况下的实验结果
,

于是再进行实验
,

实验 的结果 可能证实理论的正确性
,

假说就发

展为理论
#

如果 实验 的结果 与理论不符
,

就要

考虑放弃或修改假说
#

就需要提 出新的假说
,

直至较完满地解释事实
#

本世纪初量子论的诞

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

众所周知
,

到 %& 世纪末
,

经典物理学 已经

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论
,

这就是以牛顿三定律和

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的经典力学
∋ 以麦克斯韦

方程组和洛仑兹公式表述 的电磁场理论
∋ (俪对

于热现象则有以热力学三大定律为基础的宏观

理论
,

又有用统计 物理学所 描写 的微观理 论
#

因此到 %& 世纪末
,

不少物理学家认为
,

物理学

理论的骨架 已经完成
,

今后的工作只不过是扩

大这些理论的应 用范围以及提高实验的精确

度
#

正如开尔文所说
∃ “

%& 世纪已将物理大厦全

部建成
,

今后物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修饰
、

完美这

所大厦了
” #

不过在物理学的天边
,

还有两朵小

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
,

一朵是热辐射的
“

紫外灾

难
” ,

另一朵是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
#

它们连 同

%& 世纪末 电子的发现
、

放射性 的发现
、

光 电效

应
、

原子光谱线系等一起酿成物理学的一场伟

大的革命风暴
,

最终导致 了量子理论和相对论

的建立
#

为了解释黑体辐射现象
,

%& !! 年 %� 月 � )

日
,

普 朗克在德 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提出 厂能

量子假说
∃

电磁辐射的能量交换只能是量 子化

的
,

即 ∗ + , − . , , + (
,

�
,

/#
· ·

⋯
,

这里的 − 后来

称为普 朗克常数
#

普朗克根 据这一假说
,

完全

解释了黑体辐射的规律
,

并得出了与实验结果

符合的黑体辐射公式
#

由于能量子的假说同经

典理论严重背离
,

因此在普朗克公式正式提 出

后 的 五年 之 中
,

没有 人 对其 加 以 理 会
#

直到

%&!  年
,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爱因斯坦看到 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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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克假说的重要性
#

他从普朗克的能量子假说

中得到了重要启发
,

进一步发展 了能量子假说
,

提出了光量子理论
#

认为光是 由光子组成的粒

子流
,

每个光子具有的能量为 ∗ 二 − .# 爱 因斯

坦根据光量子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
#

光

量子理论显示 了光不仅具有波动性
,

而且又具

有粒子性
,

即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

光的粒子性

被康普顿效应所证实
#

为了克服经典理论在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

问题上的困难
,

玻尔在原子有核模型的基础上
,

创造性地把普朗克
一爱因斯坦 的量子化引人原

子内部
,

于 %& %/ 年大胆地提出了稳定态及量子

跃迁两条基本假设
#

建 立了氢原子的玻尔理

论
,

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光谱的规律
#

定态假

设被夫兰克一赫兹实验所证实
#

玻尔理论虽然突破了经典理论的框架
,

但

它在处理原子 问题时
,

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经

典理论
#

他仍将 电子看成是经典粒子
,

具有轨

道的概念等等
#

实质上
,

玻尔理论只不过是 以

经典物理为基础
,

加上了一些量子化条件限制
#

正因为如此
,

玻尔理论所能解释的原子现象是

有限的
,

它对诸如谱线强度
、

多电子等问题则无

能 为力
,

其理论本身是 自相矛盾 的
#

在这种情

况下
,

人们迫切希望找到一种既能统一地
、

普遍

地解释微观世界 的物理现象
,

而本身又是协调

的新理论
#

量子力学就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

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

这个理 沦开始也是以假说

的形式提出来的
#

在光的波粒二象性 的启示

下
,

%& � ) 年
,

德布罗意提 出了一切微观粒 子都

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物质波的假说
#

不久之后这

一假说被戴维孙
一革末的 电子衍射实验所证实

#

薛定谬在爱因斯坦建议下
,

对德布罗意的假说

进行 了仔细研究
,

终于在 % &�0 年提出 了薛定愕

方程
#

薛定愕方程的提出
,

标志着波动力学
,

即

量子力学的建立
#

量子力学的建 立
,

是 �! 世纪

物理学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
,

它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旧有的物理观念
,

使人们对物质世界

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

量子力学在解释原子
、

分子
、

固体以及原子核的性质等方面取得了极

大的成功
,

从 而成为人们研究微观现象和物质

结构问题的 个强有 力的理论
#

它不仅是物理

学的基本理论之 一
,

还促进了其它学科 的发展
,

例如
,

量子化学和量子电动力学
,

就是在它的推

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

从普 朗克的能量 子假说
,

经过爱因斯坦光

量子理论到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
,

最后到量子

力学的建立
,

充分体现 了假说在物理学理论的

建立中的重要作用
#

二
、

对物理假说的争论是物理学发展的动

力

普朗克曾经说过
∃ “

在科学史中
,

一个新概

念从来都不会是 一开头就以其完整的最后形式

出现
,

象古希腊神话雅典娜一下子从宙斯 的头

里跳出来那样
# ”

的确
,

物理学的基本理论是在

许多物理学家研究和论争的基础上
,

经过 千锤

百炼 才逐渐形成的
#

在物理学研究 中
,

不同假

说之 间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

对同一物理问

题
,

在研究初期往往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假说
#

这是 由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研究者看问题的角

度不 同
、

思想方法不同决定 的
#

它必然导致研

究者之间的争论
,

并 由此促使研究者千方百计

从物理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寻找根据
,

不断充实

自己的假说
,

寻求解决问题的真缔
#

因此
,

不同

假说的争论
,

使 人们能够从更广泛的领域
、

更多

方面
、

更深刻地揭示物质运动的本质
,

加速物理

学发展 的进程
#

例如
,

贯穿物理学发展的整个

历史过程 的关于光的本性 的假说 的争论
,

就是

一个生动的例子
#

早在 %1 世纪
,

物理界就开始了对光的本性

问题的讨论
,

并逐渐形成了关于光的本性的两

种学说
—

微粒说与波动说
#

荷兰物理学家惠

更斯是波动说的主要代表
,

大名鼎鼎 的牛顿则

是微粒说的创始人
#

两种学说均可解释光的反

射与折射现象
#

但争论 的焦点在于
∃

对折射现

象的分析得 出了绝然相反的结论
#

微粒说得 出

密媒质中的光速大 于疏媒质中的光速
,

而波动

说则得 出密媒质 中的光速小于疏媒质 中的光

速
#

由于 当时实验条件 的限制
,

无法在实验室

中用测定光速来进行判 断
,

以致两派之争持续

了几个世纪之久
#

由于牛顿的威望
,

在整个 %2

%!卷  期 �总 &期 ∀



世纪
,

微粒说占据着统治地位
#

但是
,

% 2! 】年
,

英 国学者托 马斯
·

杨首次

成功地进行 了光 的双缝干涉实验
,

并对薄膜干

涉现象作 出了合理的解释
#

%2 ! 2 年
,

马吕斯偶

然发现光在两种介质 界面上反射时 的偏振现

象
#

%2 %0 一 %2% 2 年期 间
,

菲涅尔和他的积极 支

持者阿拉果在共 同实验 中
,

发现相互垂直的偏

振光不相 干涉 的现象
,

最 终证实 了光 是横波
#

这些实验事实
,

使波动说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

%2 ) & 年菲索和 %2 0 � 年傅科相继在实验室 中测

定了水 中的光速
#

证实了水 �密媒质 ∀中的光速

小于空气 �疏媒质 ∀中的光速
,

由此波 动说得到

了判决性的实验确证
#

因此 %& 世纪前半叶
,

波

动说在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 中
,

上升为统治地

位
#

但是波动理论是把光看成连续介质中的机

械性振动
,

这就必须假设存在一种传递振动的
“

以 太
”

媒质
#

因为光速很大
,

故
“

以太
”

的弹性

很大而密度却要极小
#

但是
“

以太
”

媒质的存在

始终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
#

% 2)  年
,

法拉第发现 了偏振光的振动面在

磁场 中会发生旋转现象
,

揭示 了光和电磁之 间

的内在联系
#

%2 0  年
,

麦克斯韦创立了电磁场

理论
,

推算 了电磁波在真空 中是 以光速传播的
#

于是他大胆断言
,

光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
‘

到 了 %2 2 2 年
,

赫兹用 实验证 实了 电磁波 的存

在
,

建立了光的电磁理论
#

从 而使光 的波动说

摆脱 了机械波观点的栓桔
,

从菲涅尔等人的弹

性 以太 中的波动说解放出来
,

走上 了一个新 的

阶段
,

这是人类对光 的本性的认 识的又 一次深

化
#

%& 世 纪风行于物理学界的光的波动说在

光 电效应 中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 ! 年
,

爱 因斯坦提出了光量子假说
,

圆满地解释了光

电效应
#

因此光的粒子说又以新 的形式复活 了
#

但是爱 因斯坦的光量子说不是简单地回到牛顿

的粒子说
,

而是 认为粒子说和波动说各 自反映

了光本性的一个侧面
∃

对于统计的平均现象
,

光

表现 为波动
∋
对于 瞬时涨落现象

,

光 表现为粒

子
#

这是人类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客体 的波动性

和粒子性的对立统一
,

即波粒二象性
,

人们从

粒子说和波动说的争论开始到波粒二象性理论

的建立
,

是 认识 上的伟大飞跃
#

这个过程 中的

一系列重大的研究和发现
,

很多都直接或间接

地来源于粒子说和波动说的争论
#

纵观在光的本性 问题探讨中争论的史实
,

我们看到
,

不同学派的争论
,

使物理学理论的发

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

争论是物理学发展

的内部动 因
,

在争论中
,

各派都有 自己的杰出代

表
,

他们都有独到的见解
、

风格和思想
#

通过争

论
,

使各种思想得以广泛的传播
,

而相互话难又

促进了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
#

正是这些争论才

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物理学发展史
#

三
、

物理假说对物理实验研究的导向作用

物理假说能否成为理论
,

最终还是以 实验

来验证
#

一个物理假说形成之后
,

接着而来 的

是根据假说的要求设计实验
#

而验证这此假说

的实验往往是物理学发展 中十分重要的
、

关键

性的实验
#

例如
,

%&  0 年李政道
、

杨振宁针对所谓! 一3

之谜
,

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

4和 ∃ 是

同一种粒子的假说
#

同时
,

他们认为可以用 5衰

变等实验检验这种推断是否正确
#

这些实验原

理都一样
∃

安排两套实验装置
,

它们互 为锐像且

包含弱相互作用
,

然后检查这两套装置仪表上

的读数是否总是相同
#

如果读 数不 同
,

就证 明

左右对称不成 立
#

%&  0 年底
,

著名 的美籍华裔

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等人根 据杨振宁
、

李政

道 的建议
,

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低温实验室做

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极化 冈 6 7 的 5衰变实验
#

首

次证实 了杨振宁
、

李政道的预言
#

不久
,

加温等

人测量了 二 土
、卜

土
一4 士

衰变中放 出电子的角分

布
,

发现在这些弱作用衰变 中宇称也不守恒
,

再

次证实了杨振宁
、

李政道的假说
#

于是
,

弱相互

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得到确认
#

综上所述
,

物理假说在物理学理论的形成
、

发展 中起着桥梁作用
∋ 在物理学的研究及物理

实验 中起着定向作用
#

可以 相信
,

随着物理学

的深人发展
,

还会出现更多的新的物理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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