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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本来是个哲学概念
,

是笛卡儿首先将

它引人科学
∃

他从不存在超距作用
,

只有物质

相接触才能产生运动
,

因而不存在所谓
“

真空
”

的观点出发
,

认为天体之间有一种本原物质
,

它

看不见但充满空间
,

这就是以太
∃

多少年来
,

以太伴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几经

兴衰
,

但它像个顽强的黑色幽灵
,

始终在物理学

的上空徘徊
∃

直到近几十年
,

才似乎被人们
“

完

全
”

冷落了
∃

以太的兴衰构成了一部物理学的发展史
∃

它

经历了哲学以太
、

力学以太
、

光以太和电磁以太等

等
∃

每种以太模型的建立
,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 但同时也都

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

直到麦克斯韦一赫兹

电磁理论的建立
,

抛弃了以太实物的各种力学性

质
,

统一了光以太和电磁以太
∃

特别是到了洛仑兹

的电子论
,

以太说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但是也有人认为
,

洛仑兹的电子论虽然很

成功
,

但它除了作为电磁波的载荷物和绝对参

考系外
,

已失去了所有其他生动具体的物理性
∃

质
∃

特别是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又否定了绝对

参考系的存在
,

而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狭义相

对论的创立
,

人们接受了场本身就是物质存在

的一种形式的概念
,

场可 以在真空中以波的形

式传播
∃

波动性已成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属性的

一个方面
,

因而不需要再讨论什么电磁波的载

荷物
∃

这样
,

以太说似乎可以完全抛弃了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量子力学中
,

把波函数作

为基本量
,

在狭义相对论中
,

把场作为基本量
∃

的确用不到以太
∃

但是
,

把场作为物理实在
,

这

是客观存在的二元论
∃

就连创建狭义相对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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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一生功勋卓著
,

他的英名与牛顿同辉
∃

他对诺贝尔物理奖的提名
,

显示出他对现代物

爱因斯坦本人也说 ∋
“

当时在失败的压力下
,

逐

渐把电磁场看成是终结的
,

不可还原的物理实

在
,

并不再把它进一步解释成为以太的状态
∃ ”

“

迫于事实而只得认为物质和场有区别
,

我们希

望后代将能克服这个二元论概念
” , “

从而不再

视场为独立的物理实在
∃ ”

这实际是鼓励人们去

研究场的微观机制
∃

那么
,

能传播电磁场的
“

真空
”

是什么呢 (

)∗ � + 年
,

狄拉克从相对论电子运动方程出发
,

认为真空充满具有负能量状态的电子
,

它们不

能被观察到
∃

如果有足够的能量
,

使真空 中的

一个电子从负能态跃迁到正能态
,

将会使真空

中出现一个空穴—
正电子

∃

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狄拉克的说法
,

直到

三年后
,

安德森发现了从宇宙射来的正电子
,

人

们才佩服狄拉克
“

真空不空
”

的惊人分析
∃

)∗ , − 年
,

物理学家进一步发现
,

真空不但

充满物质
,

而且还会由于外界电荷的影响
,

使真

空物质的正负电荷偏离—这就是真空极化
∃

兰姆的微波氢原子光谱实验和朝永振一郎的计

算
,

都证实了这点
∃

由此可见
,

场确也有微观机制
∃

有人认为

可以把狭义相对论看成是客观事实 �结果#
,

而

以太论是微观机制 �原因#
∃

爱因斯坦也多次强调真空不空
,

他说 ∋
“

我们

千万勿因为以太一词而把以太
,

像 )∗ 世纪物理学

那样
,

理解为某种类似于有重物质的东西
∃ ”

即以

太不会由可以被观察到的微粒所组成
∃

那么为什么物理学发展至今
,

以太遭受如

此冷落呢 (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

因为欧氏几何

无需以太
,

而经典物理学和狭义相对论都是在

惯性系中讨论问题
,

即都是使用欧氏几何学
,

因

而不需要 以太
∃

那么对于广义相对论呢 ( 北京大学教授曹

昌琪先生说 ∋
“

以太的某些精神 �不存在超距作

用
,

不存在绝对空虚意义上的真空#仍然活着并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 “

真空不空
”

已被人们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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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进展的准确判断
,

这对于我们回头寻觅现

代物理学发展的足迹当会有所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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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的必 , 树 . 树的脸辞勺

/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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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粉 . 沂、、 & 、 . 必 诸 天文学家已发现了八个

“

新太阳系
”

已发现的
“

新的太阳系
”

除本刊 )∗ ∗0 年第

, 期报道的有三颗围绕脉冲星 12 3 ) �∀− 十 )� 运

转的行星和一颗围绕飞马座 ∀) 运转的行星外
,

还有下列六个 ∋三个系统的主星和飞马座 ∀) 一

样都是与太阳类似的恒星
,

它们分别是大熊座

,−
、

室女座 −! 和巨蟹座 4
’ % 第四

、

第五个系统

的主星是比太阳稍大稍热的 5− 型恒星牧夫座
6 和 仙 女座 7% 第 六个 系统 的主 星 大 熊 座

89: 9 ; <= � ) )+∀ 是一颗红矮星
,

是八个系统中最

靠近太阳者
,

距离太阳仅 +
∃

�∀ 光年
∃

)
∃

一颗质量下限为木星 �∃  倍的行量在

圆轨道上绕大熊座 ,− 运转
,

轨道周期为  年
∃

如果该行星出现在我们太阳系内
,

其位置应介

于火星与木星之间
,

此行星 白天的平均温度为
一+!℃

∃

大熊座 ,− 为 ∀ 等星
,

晴朗的夜空 肉眼

可见
,

它距离我们约为 , 0 光年
,

�
∃

一颗质量至少是木星 0∃ ∀ 倍的行星在

长椭圆轨道上 �轨道偏心率 = > !
∃

 + #绕室女座

−! 运转
,

轨道周期为 ))0
∃

− 天
∃

它与主星 的距

离要比木星与太阳的距离小得多
∃

此行星白天的

温度可达 +∀ ℃
∃

室女座 −! 也是 ∀ 等星
,

晴朗的夜

空肉眼也可见到
,

它距离我们不到 +! 光年
∃

 
∃

巨蟹座 4
’

为 0 等星
,

距离我们约 , !

光年一天文小组在它的近旁发现两颗行星 ∋

靠主星很近 �日
?

地平均距离的 : ≅ )! #的一颗其

质量约为木星 的 + ≅ )!
,

在近乎圆形的轨道上

绕主星运行
,

轨道周期为 ),
∃

−0 天
,

此星白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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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
,

只要不承认超距作用
,

就不能否定 以

太
∃

而超距作用说早在场的观念建立之际就 日

趋衰败了
∃

爱因斯坦说 ∋
“

理论物理决不能没有

以太
,

因为广义相对论排除直接的超距作用
∃

每一种接触作用的理论都认定要连续场的
,

因

而也就认定有一种以太存在
∃ ” “

可变曲率几何

学这样一种理论使用 了以太假说
∃

和 物质一

样
,

这个以太也该是物理实在
∃ ”

温度平均至少为 −! !℃ % 另一颗距主星 为日地

距离 ∀ 至 )! 倍的行星其质量 至少是木星的 ∀

倍
,

初步估计其轨道周期为 �! 年
,

但天文小组
·

才积累 了 ∗ 年的观测数据
,

故对其轨道周期的

精确测定尚需 ∀ 至 ΑΒ 年
∃

,
∃

一颗质量至少是木星  ∃ +− 倍的行星围绕

着牧夫座
∋ 运行

,

轨道周期为 主 天
,

它与主星的

距离不到 日地平均距离的 ) ≅ �! �只有 0∗�# 万公

里#
∃

牧夫座
6
是 ,∃ ∀ 等星

,

距离我们约 印光年
∃

∀
∃

一颗质量至少是木星 0 ≅ ΑΒ 的行星围

绕着仙女座
Χ 星运行

,

该行星的轨道基本上是

圆形 的
,

每 ,∃ 0) 天绕主星运行一周
,

距主星与

上述行星一样也只有 ) ≅ �! 的 日地平均距离
∃

仙女座 7 星距离我们约 ∀∀ 光年
∃

0
∃

大熊座 8 9饭; < =� ))+∀ 为 −∃ ∀ 等星
,

天文学

家在它附近发现两颗行星
,

一颗质量为木星 )
∃

∀
一

一
一

� 倍的行星
,

绕主星运行一周约需  ∀
一一∀! 年

,

该

行星与主星的距离相当于土星与太阳的距离% 另

一颗行星的质量稍小于木星
,

它与主星的距离相

当于我们太阳系的小行星带与太阳的距离

天文学家认为可能有行星绕行的恒星还有

太阳型恒星绘架座 刀
、

鹿豹座脉冲星 12 3 Δ Ε犯∗

Φ ∀ ,
、

Γ Η ), ∗∗ )  
、

Γ Η � ∗ ∀ + −
、

Γ Η : :, − 0 � 及天龙

座 Ι ϑ �一个蚀双星系统#
,

Γ Η ::, −0� 行星的

质量至少是木星的 )! 倍而天龙座 Ι ϑ 行星的

直径约为木星的 +∀ Κ
∃

�许 梅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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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

以太就像孙悟空的脑袋
,

长了砍
,

砍了长
,

怎么也不能斩尽杀绝
,

每砍一次就长出

一个新头
∃

以太之所以总是被否定不掉
,

就在

他的物质性
∃

以太每长一次新头都有它新的内容
,

这些

新的内容中还有哪些物理性质
,

还远没有弄清
,

仍然有许多谜
∃

这必将促使物理学家去探讨
、

研究
,

有人预言
,

物理学的发展将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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