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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理论
,

不但要能说明已有的事实
,

还应有预测功能
#

它总是用 已形成的理论框架

去套用新的事实
,

这是一个理论得以自立的基

础
,

体现了理论的相对稳定性
,

在科学史上也得

到了极好的印证
#

但是
,

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

深化
,

客观世界的多样性不断地展现在我们面

前
,

理论的局限性也就越明显
#

所以在理论无

法囊括新事实的时期
,

理论就要发生一定程度

的修 正
,

有些 理论甚 至会因此 而被历史所扬

弃
#

这种理论自身要求的稳定性及客观世界多

样性要求的变通性之间的矛盾
,

实际上是理论

过程中稳定的变化
、

变化的稳定之间不断连续

统一的原因
#

牛顿是经典力学的综合者
,

他以

科学的头脑和勤奋的探索
,

把前人的经验和理

论加以吸收和改造
,

形成了完整的经典力学理

论
,

并且使理论与数学高度统一
,

使得天地和

谐
,

大到恒星
、

小至尘埃均能用牛顿理论求解
,

且与经验一致
,

导致人们对物理学特别是力学

产生 了无限的敬仰
,

牛顿理论成了最权威的科

学范式
,

以致于在二百年 间无人对牛顿力学提

出质疑
#

正 因为此
,

机械 自然观也就完整起来
,

成 了支配人们的工具
#

牛顿力学思维的影响
,

已远远超过物理学本身
,

因为力成为一切 问题

终极的原因
,

成了现实对象的统一体
,

这种统一

性
,

不但从理论上
,

而且从经验上充分体现了客

观世界的和谐
,

这正是人们千百年以来一直寻

求的东西
,

所以以后不论是什么理论
,

人们都在

寻找这种统一的力
,

力成 了理论的起点
,

也成了

人们追求现象和原因的终点
#

万有弓∃力定律具

体反映了二质 点间的相互作用
,

使得天地统

一 牛顿力学对科学家具有无限的魅力
#

在电

现象研究的初期
,

就明显地留下了牛顿力学的

痕迹
#

库仑定律采取的定 比的方法
,

得出的库

仑力的表达方式就与牛顿万有引力的形式完全

相同
#

在量子力学发展早期
,

也能看到力学的

影子
,

原子结构与太阳系结构的类比
,

使得卢瑟

福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
#

玻尔设想的电子分

布在不同的能级土
,

在没有能级变化时是稳定

的
,

电子不向外发射电磁波
,

这就是与惯性的类

比
,

而电子发生跃迁时
,

才发射和吸收电磁波
,

这就是物体受力作加速运动的类比
#

显见
,

从

中可 以看出理论发展的惯性作用
,

但是对这种

惯性作用应如何理解呢 % 作为一种理论
,

它总

是建立在对已有事实的解释基础上
,

重要的一

点是预测未知
,

检测已知
,

是抽象化阶段
,

所 以
,

这种惯性作用
,

不应认为是一种消极的被动
,

它

应该是一个理论自我完善和发展 的重要阶段
,

是 自洽阶段
#

当然
,

惯性作用只是从旧理论的角度去修

改
、

筹划新理论
,

或只是一种旧理论的扩充
#

但

当理论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时
,

人们就要进行必

要的修改补充
#

牛顿引力作用是一种瞬时超距

作用
,

法拉弟引人力线反对牛顿的观点
,

这样把

物质与时空联系起来
,

才解决了光的时间传播

问题
#

本世纪初
,

一些著名物理学家仍死抱牛

顿力学不放
,

不断地给其辅加一些条件
,

这是理

论完善的一个重要步骤
,

但一 旦发现旧理论的

局限性时
,

将理论合理外推
,

新的途径也就出来

了
,

新理论的障碍也就被清除了
#

例如
,

当人们

发现光速沿各个方向一样时
,

那么牛顿统治了

几百年的经典时空的观点也就动摇了
,

爱因斯

坦的相对性原理指明了宇宙的一切位置都是等

价的
,

所有可能的观察者都能获得对方同样的

知识
,

不存在一个特殊的以太 参照系
#

这实际

上就成了新理论的起点
、

突破
,

正是这种突破
,

带来了牛顿力学范围的确定
#

另外
,

客观世界的本质总是体现在多样性

之中的
,

理论的探讨有时只局限在某一个或几

个方面
,

那么这种理论只能反映局部
,

因而是不

完善的
,

随着认识的深化
,

理论才会得到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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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受温度的影响
,

一般表现为热胀冷缩
#

然而
,

最近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具有截然相反

性质的材料一
一一当温度升高时

,

这种材料的尺

寸随之缩小
#

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
“

负膨胀
” #

以斯莱特为首的研究小组发现
,

钨酸错

�) ∗
+

), −∀在绝对温度 !
#

(. 到 &!  !. 的广大

范围内都具有负膨胀性质
#

它在这个范围内总

共收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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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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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
,

一些研究者曾获得过具有负膨胀

性质的氧化物
#

但是那些材料只在某一个方向

上产生负膨胀
,

而在其他方向仍保持伸长 3 并

且这部分负膨胀特性
,

还只是在一个窄小的温

度范围内才能发生
#

据中子衍射得到的数据表明
,

新发现的钨

酸错在它可以承受的温度范围内
,

其负膨胀特

性在各个方向上都是相同的
#

斯莱特说
,

这是 一种奇特的珍 品
#

把它和

其他材料混合
,

有可能制成在温度变化时既不

伸长又不收缩的复合材料
#

这种材料对于从电

路板到望远镜等许多对温度敏感或对尺寸要求

苛刻的产品是有价值的
#

从几年前开始
,

研究者们就开发了计算机

模型
,

以模拟各种材料的性质
#

在实验中偶然

碰到了这种受热时在各个方向上都产生负膨胀

的物质
#

从那时起
,

他们就在更大的范围对材

料进行观察
#

根据膨胀仪测得的数据
,

研究者们还发现

了具有负膨胀性质的另一种材料 4 4州鸿酸铅

�5阿
1 ! ∋∀

#

这种材料的特性与钨酸错基本相

同
#

这项研究的详细结果
,

研究者们在 & 60 年

� 月  日的《科学》杂志上作了报告
#

报告中还

用钨酸错的分子结构模型解释了它受热收缩的

内部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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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钨酸错的温度与膨胀率关系图
!

空心圈为膨胀仪所测的数据 ∀

实心黑点是中子衍射得到的数据
!

研究者用膨胀仪和中子衍射的方法测量了

该物质的负膨胀
,

测量的结果绘于图  
!

这 两

种测量方法各有它的温度限制
!

然而从图中可

以看出
,

在它们能够共同测量的范围内
,

这两组

数据非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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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二光是粒子还是波
,

争论 了几百年
,

人们都

只是片面的
、

局部的看问题
,

只是到近代才得知

其具有波粒二象性
,

光既是波
,

又是粒子
!

如果

单纯用波动理论解释波动现象
,

或用力学理论

去解释粒子现象
,

都是片面而不能令人满意的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 理论过程是

一个稳定中有变化
,

变化中有稳定的渐变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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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间断性的飞跃
,

这是由理论与客观存

在的矛盾决定的
,

同时理论过程又是 一个内容

深化而形式上循环的过程
!

所以理论过程也就

是一个理论扩展与更新的过程
,

这实际上体现

了人类认识过程的途径
,

物理学的发展即是一

个极好的例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