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寂 说 的 兴 衰 与 社 会 影 响

热寂说是哲

学上的一个原则

问题
,

也是物理

学上无法直接验

证 的 问题 它 的

意义关系到包括生命物质在内的万物生长
、

发

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以及人类和宇宙的未来

本文力求对热寂说的历史进行较系统的考察
,

并对其社会影响作些探讨和阐述

一
、

热寂说的提出

在一般的物理书 卜
,

热寂说都是和克劳修

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是 年 月

日
,

在苏黎士举行的自然科学家协会的会议上
,

克劳修斯在讲演中得出了
“

宇宙基本原理 宇宙

的能量是一个常数 宇宙的嫡趋于一个极大值
”

年 月 日
,

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 届

德国 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
,

克劳修斯

在讲演中进一步提出
“

宇宙越是接近嫡为极大

值的极限状态
,

它继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

小 当它最后完全达到这个状态时
,

就不会再出

现进一步的变化了
,

宇宙将是一种永恒的死寂

状态
”

这就是著名的克劳修斯热寂说的来历

实际上
,

在克劳修斯之前
,

就已有人提出热

寂说 最早提出热寂说的是威廉
·

汤姆逊 他在

年关于 自然界 中机械能耗散的一篇论文

中
,

从他所提出的公理导出结论
,

即在 自然界电
占统治地位的趋向是能量转变为热而使温度拉

平
,

最终导致所有物体的工作能力减小到零
,

达

韩 春 柏
蚌 埠 教 育 学 院

到热寂状态 他在 年发表了论文《关于太

阳热的可能寿命的物理考察 》
,

明确提出热寂

说 他写道
“

热力学第二定律孕育着 自然的某

种不可逆作用原理
,

这个原理表明虽然机械能

不可灭
,

却会有一种普遍的耗散现象
,

这种耗散

在物质的宇宙中会造成热量逐渐增加和扩散以

及热的枯竭
,

如果宇宙有限并服从现有的规律
,

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宇宙静止和死亡状态
”

在克劳修斯之前提出热寂说的还有赫尔姆

霍兹
,

这一点很 久 以来似乎被人忽视了 他在

年的一次讲演中就谈到 热力学第二定律

意味着整个宇宙最终将处于温度均匀的状态
,

并且
“

自此以后
,

宇宙将陷人永恒的静止状态
” ,

即热寂状态

年
,

金斯把这种状态描述为
“

能量还

是保持着
,

但已失去一切活动的能力
,

它无力再

使宇宙运动起来
,

正如 一潭死水不能使水车转

动起来一样
,

我们将处在一个死寂的
,

虽然也可

能是热的宇宙之中
” “

宇宙也像凡人一样
,

它唯

一可能的归宿就是走向坟墓
”

二
、

热寂说的社会影响

热寂说的提出
,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

响
,

因为它是基于严谨的科学定律而预言的
“

世

界末 日
”

这种世界末 日的悲观思想造成了

世纪欧美所特有的悲观情绪
,

使很多人对社会

进步感到悲观失望
,

以致不仅 自然科学家关心
,

人文学者也同样关心 斯诺在著名演说《两种文

化与科学革命》中曾认为 一位对热力学第二定

俘获
,

并马上发出光子 这个光子到达探测器的

时间比正电子消灭所发出的光子到达检测器的

时间大约要晚一微秒
,

从而证明了中微子被俘

获

与低计数率和高本底进行过多次斗争 实

卷 期 总 科 期

验中往往每小时只记录儿例事件 然而
,

赖因斯

和考恩以其卓越的技巧
,

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

下取得 了成功 他们把中微 子从假想的角色提

高为实际存在的自由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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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一无所知的人文学者和一 位对
一

莎 上比业 一 少

所知的 自然科学家同样的糟糕

热寂说使一些作家产生 了 一种宇宙热死 亡

的忧郁心态 具有资产阶级 自由思想的英国诗

人斯温伯恩这样描写 犷热寂

不论是星星还是太阳将不再升起
,

到处是一片黑暗
,

没有溪流的潺潺声
,

没有声音
,

没有景色
,

既没有冬天的落叶
,

也没有春天的嫩芽
,

没有白天
,

也没有劳动的欢乐
,

在那永恒的黑夜里
,

只有没有尽头的梦魔

美国物理学史专家霍尔顿把这种没落情绪

归之于社会原因 他在《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

导论 》一书中指出
“

热寂说对于一些流行作家

有 一种不健康的吸引力
,

这些作家沉缅 席卷

欧美社会某些部分关十世界末 日的悲观情绪
,

由于嫡的增加意味着 更大的无序和混乱
,

这 也

许就是对社会崩溃和环境衰退的
一

种解释
‘ ’

这样
,

热力学第二定律被视为堕落的渊数

因为它断言
,

一切都不免从有序走向无序
,

从整

齐走向混乱
,

或者
,

像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所概

括的
“

这条原理 只意味着废墟的体积不断增

大
”

在 世纪末期
,

热力学第 几定律和从它 异

出的热寂说
,

成 了社会声誉最坏的科学定律

因此
,

从上个世纪开始
,

就不断有人提出各

种方案或假说来批判热寂说
,

试图证明热寂只

是一个佯谬
,

证明宇宙是不热寂的 这些批判都

十分令人钦佩
,

因为它们若成功了
,

不仅拯救 了

物理学的名声
,

而 且也
“

拯救了整个宇宙和 人

类
”

三
、

对热寂说的批判

长期以来
,

人们总 以为宇宙基本上是静态

的
,

它在时间 上无始又尤终
,

按照热寂说 的说

法
,

似乎早就该处 于热寂状态了 因此
,

热寂说

的提 出
,

十分令人懊恼 其最使人不可理解的

是
,

为什么现实宇宙并没有达到热寂状态
‘

由

于热寂说在感情 上和理智 卜都给人以强烈的冲

讨 所 以它提出不 久
,

就遭到了许多 人的抨击
,

但是很多反对意 见都被克劳修斯驳倒了 当时

批判热寂说的观点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两家

之言

麦 克斯韦在 年设想 一个容器分为

八 ‘丁 两部
,

中间有一个小孔
,

有一个
“

妖精
”

能打开孔道
,

使快分子从 跑到
,

慢分子从

跑到
,

这样就在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
,

使

温 度升 高
,

温度下降一百 年来
, “

麦克斯 书

妖
”

对 许多物理学家 一直有很大的诱惑力

年布吸渊指出
,

妖精要识别分 子
,

首先要照亮分
,

这就要输入能量
,

引起嫡的增加
,

由此断言

妖精是不存在的

玻
一

耳兹曼 于 年也对热寂说提 出了质

针 他认为热力学在局部范围内是正确的
,

但不

糙绝对的规律 他首先赋 予嫡的增加以统计的

解释
,

按照这种解释
,

热平衡态总是伴有涨落现

象
,

后者是不遵守热力学第 二定律的 在宇宙的

某此 局部 可以偶然地 出现 巨大的涨落
,

在那里

墒没有增加
,

甚至在减少 这种
“

涨落说
”

有 一定

的吸引力
,

但尚缺乏事实依据

恩格斯在
一

封给马克思的信中批判过热寂

说 他说
“

既然这种理论认为现在的世界 卜转

化为其他各种能的热能的数量 日益超过可以转

化 为热能的其他各种能量 的数量
,

那么作为冷

却的起点的最初炽热状态 自然就绝对无法解

释
,

甚至无法理解
,

因此
,

就必须设想有 上帝存

八
’

牛顿的第 一推动力变成了第
一

炽热
‘ ’

在我国的一些物理书中
,

除经常引用 上面

说法来批判热寂说外
,

还有过 一些流行的观点

种 认为宇宙是无限的
,

不是封闭的
,

因而不能

把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广到全宇宙 另一种认为
,

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可能通过某种途径转

变为另
一

种运动形式
,

在这种运动形式中
,

它能

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

四
、

热寂说的衰落

多少年来我们总有这样的感觉
,

对热寂说

的批判说服 力不强
,

没有真正解决 问题

年 伽莫夫和他的同事提出了
一

个
“

大爆炸
”

的

宇宙理论
,

使热寂说的佯谬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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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麟一
、

科苑快 第二届
“

希望杯
”

青年 优 秀论文 评选报告会
户健硬戈

中国物理学会粒子加速器分会第二届
“

希

望杯
”

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报告会 年 月
一 日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 出席会

议的学会领导
、

常务理事
、

理事
、

学会秘书组的

有方守贤
,

陈佳洱 院士
,

秘书长王书鸿教授等

位
,

经初选后
,

提交报告会的青年论文共有

篇 经论文作者报告
,

提问
,

评议及无计名投

票选举
,

第二届
“

希望杯
”

青年优秀论文获奖名

单如下

耿荣礼 北京大学 的
“

激光驱动光阴级高

亮度电子束源的物理设计以及新型光阴极的研

究
”

获一等奖 唐传祥 清华大学 的
“

用 于北京

自由电子激光器的多腔热阴极微波电子枪的设

计 与研究
”

和王兰法 高能物理所 的
“

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多束团对撞提高亮度的研究
’,

获二

等奖

本届青年优秀论文的水平较第一届有所提

高
,

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学会领 导方守贤
,

陈佳洱院士在评选总结会上讲 了话
,

肯定了青

年人的进步
,

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

为发展我国

的加速器事业
,

并接好事业的班做出新的成绩

和贡献
,

粒子加速器分会秘书处供稿

之
产

宁 遭之言 巴厅 乙
产日 巴‘ 巴佗 竺公 之 ‘ 己宁 石 杏公 之 石 之尹下 巴产‘ 乙 它 之布

大爆炸宇宙学认为
,

虽然宇宙不一定是无

限的
,

但它不是静态的 对于每一 个静态的体

系
,

嫡有个可能达到的极大值 对于膨胀着的系

统
,

每一瞬间墒可能达到的极大值是与时俱增

的 如果膨胀得足够快
,

系统不但不能每时每刻

跟上进程以达到新的平衡
,

且实际嫡值的增长

落后于嫡极大值的增长
,

二者差距越拉越大
,

虽

然系统的嫡不断增加
,

但它距平衡态却越来越

远 年发现的微波背景辐射
,

证明了宇宙

早期物质分布是相 当均匀 的
,

均匀性 不超过
, ,

而今天宇宙中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高达

一 护 即膨胀着的宇宙模型给我们展现了这

样一幅情景 宇宙的早期基本上处于热平衡的

高温高密度的
“

热粥
” ,

从这个单调的混沌状态

开始
,

一步步发展 出越来越多样化的结构 于

是
,

微观 上形成了原子核
、

原子
、

分子 从较简单

的无机分子到高级的生物大分子
,

在宏观上演

化出星系团
、

星系
、

恒星
、

太阳系
、

地球
、

生命
、

直

至人类这样的智慧生物和 由他们组成的越来越

发达的社会

由宇宙中自引力体系负热容物质的存在也

可以论证宇宙不仅不会热寂
,

反而会从 早期的

热寂状态 热平衡 下生机勃勃地复苏

当然
,

今天的宇宙观 尚不能预 卜宇宙的最

终结局
,

但这些已不属于热寂说
,

而是新的一章

了 被斯温伯恩描绘成梦魔的热寂说
,

折磨了科

学界和哲学界一 百多年
,

今 天终于可 以作为历

史的一页
,

尽管放心地翻过去了

卷 期 总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