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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尔曼 ���� 
��� � ����� ��� ��

,

一位

粒子物理学界的奇才
,

自 �� 年代以来
,

在粒子

物理学中一直扮演着最重要 的角色
,

特别是他

于 �� �� 年提出的夸克模型
,

开辟了人们对物质

结构认识的新篇章
�

一
、

盖尔 � 其人

�
,

盖尔曼于 ��� � 年 � 月 �� 日出生于美

国纽约城
,

盖尔曼的父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从奥地利移居到美国的
�

他的父亲阿琵
·

盖

尔曼是一位语言教师
,

并且通晓数学
、

天文学和

考古学
�

受他父亲的影响
,

盖尔曼终生爱好语言

学和数学
�

盖尔曼的母亲叫波琳
·

瑞彻斯坦
�

盖

尔曼弟兄两人
,

他的哥哥本尼迪克
·

盖尔曼曾

是一家报刊的摄影记者
�

正是在他哥哥的影 响

下
,

盖尔曼对鸟类及自然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

趣
�

盖尔曼从小就显示出很高的天赋
,

常被人们

称为奇才
�

他 � 岁那年就获得 了一笔奖学金
,

从

一家地方公立学校升人纽约 的一所高级学校
�

虽然盖尔曼的各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非常优异
,

但那时他并不喜欢学校的生活
�

他认为
,

学校
“

太单调乏味
” ,

甚至
“

物理也是相当令人厌烦

的
” �

他时常放学后在家里学习他感兴趣的语言

学和历史等少数几门学科
�

不过
,

学校里的橄榄

球这项体育运动盖尔曼还是十分喜欢的
�

盖尔曼刚满 �� 岁时就考人了耶鲁大学
�

有

趣的是人学那天刚好是他的 �� 岁生 日
�

对于新

的大学生活
,

盖尔曼开始感到非常困惑
�

因为他

对 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
,

正如盖尔曼回忆所说
,

“

由于 比其他同学年龄都小
,

因而容易受到伤

害
,

尤其是在我个性发展还不成熟时
� ”

另外
,

他

当时对 自己 选择什么专业并 不确定
�

他父亲倾

向于让他学习工程专业
,

但他不能接受
�

由于 当

时没有其它选择
,

他只好在人学表格上填写上

了与之相近的物理专业
�

因此
,

盖尔曼认为
,

他

能成为一位物理学家纯属偶然
�

�� �� 年他获得

了物理学士学位
,

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

究生奖金而成为那里的研究生
�

至此
,

他从未感

到过学习的困难
�

由于天资聪慧
,

他轻而易举地

取得了高学分
�

在麻省理工学院
,

盖尔曼从师于

著名物理学家 �
·

韦斯柯夫
�

韦斯柯夫是一位

耐心随和的导师
,

他通过向盖尔曼显示物理学

家是如何工作的来激励他
�

在这里
,

盖尔曼时常

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
,

这使他开始了解到物理

学家的工作
,

并在他心中产生了对科学进行挑

战的欲望
�

他的博士论文大部分是研究十分困难的中

间藕合理论
�

他的这一工作后来证实是非常有

价值的
,

对 �� �� 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
·

�
·

维格纳的 研究工 作有极大 的影响
,

盖尔曼于

�� �� 年元月获得了博士学位
�

由于他在研究生

期间的出色工作
,

盖尔曼被资助到普林斯顿高

级研究 院工作一 年 ���  � 年 �
�

同年的夏季
,

他

在依利诺斯大学进行了一段教学和研究
�

翌年
,

盖尔曼成为芝加哥大学核研究所 �后来改名为

费米研究所 �的讲师
�

在这个研究所里工作
,

盖

尔曼深为以费米为中心所形成的学术气氛而激

励
,

�� �� 年盖尔曼升为助理教授
,

并在此年提

出了著名的奇异量子数概念
�

这使年仅 �� 岁的

盖 尔曼很快就成 为粒子物理学界的重要人

物
�

�� �� 年盖尔曼成为副教授
,

该年秋季
,

盖尔

曼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
�

于 王� �� 年初他离开芝

加哥
,

又一次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
‘

同年 � 月 �� 日
,

他与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英国姑

娘 �一位考古学家的助手��� �
·

道 �� � � �结

为夫妻
�

他们生有一个女儿利莎和一个儿子尼古

拉斯�
·

�
·

道于 ���� 年 �� 月去世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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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盖尔曼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副教授

的位置
,

并于次年成为教授
�

�� �� 年
,

他成为 了

这里的 �
·

�
·

密立根理论物理学教授
�

目前他

仍在该院继续从事他的粒子物理学的研究
�

由于盖尔曼的杰出的科学成就
,

他曾先后

得到了多种奖励和荣誉
�

除了获得 ����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外
,

他于 ���� 年获得了美国物理学

会的丹尼
·

海涅曼奖 � ��“ 年获美国原子能委

员会颁发的 �
·

�
·

劳伦斯物理学奖 � �� �� 年

获费城富兰克林学院的富兰克林奖章 � �� �� 年

获美国科学院的 �
·

�
·

卡蒂奖章
�

他曾在尼克

松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工作过
�

他还是伦敦皇

家学会的外籍成员以及法国物理学会的荣誉成

员
�

他还被许多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
�

盖尔曼对待科学工作有许多独特的风格
�

他喜欢通过报告
、

论文会和交谈与其他物理学

家交流思想
�

他不怎么阅读文献
�

相对于他的重

要影响
,

他发表的工作并不多
�

他不轻易发表文

章的原因是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念
,

就是他

认为发表一个错误的观点对一个人的科学生涯

将留下洗不掉的污点
�

他认为
,

一个理论学家的

洞察力将由他所发表的正确观点数目减去错误

的数目
,

甚至减去两倍的错误数目来衡量
�

即使

按照这种崇高的标准
,

盖尔曼的成绩也是非常

优异的
�

盖尔曼的另一个特点是
,

连他本人也不

十分清楚
,

他好像总是喜欢将他的观点推迟一

段时间 �一年或一年半左右�发表出来
,

甚至永

不发表
�

如他的一些重要工作只是作为预印报

告成为原始文献的
�

盖尔曼认为
,

这可能是由于

他想让事情考虑得更成熟一些
�

他还善于根据

他所熟悉的实验事实和理论基础
,

提出深刻的

物理直觉
�

他注重他人的观点
,

反对教条 � 他时

常另辟新的途径来思考问题
�

正像他对待生活

那样
,

他对待科学也极 富挑战性和 冒险性
�

他不

拘于科学的传统
,

时常提出一些新奇的科学概

念和理论
,

如分数电荷夸克
�

因而常有人认为盖

尔曼有些
“

离经叛道
” �

他独特的文学风格还时

常在他的科学方案的命名中反映出来
,

如
“

八重

法
” 、 “

夸克
”

和
“

颜色
”

等术语
�

盖尔曼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
�

他喜欢滑雪
、

登

由旅行
�

他喜欢研究野生动物和鸟类
�

他是一个痴

迷的鸟类观察者
�

他曾漫游了大半个世界去寻找

新奇的鸟类
,

并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到了数百种鸟
�

他还喜好音乐和娱乐
�

对待生活
,

他喜爱寻求挑战

和冒险
,

反对单调乏味
�

他喜欢参加各项活动
�

此

外
,

他还对美国的教育
、

科学和宗教
、

科学与艺术
、

日益增长的人口问题以及 日益恶化的 自然环境等

方面发表过 自己独到的见解
�

二
、

早期, 要科学工作

盖尔曼的主要科学贡献之一是关于奇异量

子数的研究
�

本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代初
,

人

们首先是从宇宙线实验
,

随后是在加速器实验

中
,

发现了一批行为
“

奇特
”

的粒子�奇异粒子�
�

这些粒子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通过强作用产

生
,

却通过弱作用衰变
�

这按当时的理论是无法

解释的
�

如何解释奇异粒子的这种大的产生截

面和长的衰变寿命这一矛盾现象呢� �� �� 年
,

�
·

佩斯提 出了协同产生 的假设
�

他认为奇异

粒子只能成对地通过强相互作用产生或消失
�

但这一假设看起来更像一条经验法则
,

而不是

一个
“

解释
”

�

�� �� 年初
,

刚到芝加哥大学 的盖

尔曼也开始研究奇异粒子问题
�

由于他对同位

旋一直很感兴趣
,

所以他开始考虑是否同位旋

可以用来解释奇异粒子行为
,

并试图用同位旋

� � � � � 去描述奇异粒子
�

大约在该年 � 月
,

他

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了一次报告
�

在报告

中
,

他想说明同位旋为 � � � 假设时
,

却错误地

说成 �
,

这使盖尔曼开始思考他的这一 口误
,

并

很快产生了奇异数的想法
�

同年 � 月
,

他发表了

有关奇异数的重要论文
“

同位旋和新的不稳定

粒子
”

�

后来
,

在 ���� 年 � 月的格拉斯 哥会议

上
,

他与 �
·

佩斯又联名提交了有关奇异数方

面的论文
,

并从实验中总结出在弱相互作用中

△� � � � � 的选择定则
�

盖尔曼又于 �� � � 年发

表 了题为
“

作为位移荷多重态的新粒子的解释
”

的论文
,

进一步详细地论�述 了他的奇异量子数

概念
,

并提出了盖尔曼一
�

西岛法则 �日本物理学

家 �
·

西岛和彦于 �� � 年独立地提出了奇异

量子数方案
�

当时西 岛和彦称奇异数为 叮荷 �
�

关于
“

奇异
”

一词
,

盖尔曼最初采用 了
“

好奇
”

� 卷 � 期�总 �� 期�



�� � �� �� ��
,

后来改用
“

奇异
”

���  ! � ��  ! 这一词

来自 � ‘、

培根的词句
“

在比例中不其有某种奇

异性是不会成为至美的
”

�

奇异数方案的基本思

想是 � 当时有些强子可划分为同位旋的多重态
,

如质子和 中子可作为同位旋的立重态
�

人们曾
尝试将真有奇异数的粒子进行类似的划分

,

但

都没成功
�

盖尔受研究发现
,

奇异粒子多重态的

荷电中心与核子二重态的荷电中心�� � �是有
�

偏离的
�

他想
,

这一位移可能表示寄弃粒子的一

个基本量
,

因而他假定一个粒子的奇异数等于

该粒子多重态的荷电中心与�� � � 之差的 之倍
�

规定非奇异粒子 �质子
、

中子�的奇异数 � 为

�
,

而 奇异粒 子 的奇异数 � 不等于 �
,

如 �
,

�
。 ,

� 的 � 为一�, ��
,

�
“

为� �
�

他还指出
,

在

强作用中
,

奇异数是守恒的
,

�

这解娜了为什么奇

异粒子的衰变不能由强作舟弓随以及在非奇异

粒子的碰撞 中奇异粒子 为什么会成对产生
�

他

还证明
,

电磁作用中奇异数也是守恒的
,

而在弱
’

作用 中奇异数不守恒
�

奇异数方案的提出
,

不仅解释了奇异粒子

的行为
,

而且还预言了一些新的奇异粒子
,

这些

粒子后来陆续为实验所证实
�

它不仅建立 了基

本粒子与相互作用之间的一个逻辑
、

简明的关

系
,

而且为后来强子分类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

础
�

奇异数守恒已成为粒子物理学中的一个基

本原则
�

�� 年代初
,

盖尔曼在研究奇异量子数的同

时
,

还从事了许多其它重 要课题的研究
�

��� �

年
,

他与 �
·

戈德伯格合作
,

试图从定域场论

中推导 出尽可能多的一般结果
�

����年
,

为了

能够从强作用理论中得到一些准确的结论
,

以

便于实验检验
,

他们提出了色散关系
,

这是 ��

年代研究强相互作用的重要 尝试之一色散关

系从 ��� � 年至 �� �� 年也一直是盖尔曼的一个

研究课题
,

同时他对 �� 矩阵理论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
�

�� � � 年夏
,

他与好友下
·

洛还研究了

后来称为重正化群的理论
�

这一工作已成为有

关理论 的标准文献
�

他们的工作经过进一步的
·

发展
,

对 ��
一

年代发展起来的量子色动力学等规

范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
�

�� � � 年
,

李政道和杨振宁关
石

于弱作用宇称

不守恒的提出
、

导致了粒子物理学家对翁作用

本质的研究
,

从 �� 介 年春天到夏天
,

盖尔曼 同
�

·

罗森费尔德并始研究踢作用
‘
盖尔曼得出

了普适的费米作用具有 � 一�
�

形式 的假设
�

随

后
,

他与
一

�
·

�
·

费曼于 �夕�� 年发表了
“

费米

相互作用理论哟论文
�

这一理论给出了弱作用

的普适形式�与此同时
,

台
·

苏达香和 �
·

马夏

克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这是经过 ��
几

多年曲

折发展以后达到的关于弱作用的正确的唯象理

论
�

该文还提出了弱作用 由中间矢量玻色子传

递的息想
几,

为弱电统一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同时论文中
,

他们首先将流 的概念应用到弱作

用
,

并发展成流代数
、

盖尔曼所提出和发展的流

代数是 印年传强作用唯象理论研究的主流之

一人们曾利用流代数得出关量守恒 �� ���
、

轴

矢流部分守恒丈�� � � �
、

阿德勒一韦斯伯格求和

规则和其他一些低能定理
�

同时它对盖尔曼研

究八重法和夸克模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

�� �� 年至 ��� � 年期伺
,

盖尔曼应邀来到法

国
,

在法兰西学院及巴黎的其他研究机构作为期

一年的访问研究
�

在那里
,

他同 �
·

利维合作继

续研究他与费曼已开始的关于戈德伯格� 垂曼

关系式的推导
,

这导致了轴矢流的散度与 二场成

正 比的想法
�

于是他同�
·

利维等人得出部分轴

矢流守恒定理 �中国物理学家周光召也在同年

�� ��� �独立地发表了这一理论�
�

���� 年 � 月
,

美国的 �
·

�
·

格拉肖也来到法国进行学术报

告
�

在这里
,

他与盖尔曼对弱
·

电统一规范理论进

行了讨论
,

而且盖尔曼还鼓励格拉肖发表了他

的关于弱电统一理论的论文 �� �� 年 �
,

这篇重

要的论文使格拉 肖与温伯格
、

萨拉姆共同分享

了 �� �� 年度诺贝示物理学奖
�

盖尔曼之所以对

格拉 肖的土作感兴趣
,

原因是 自 �� �� 年提出

�一� 理论后
,

他也在思考用杨一米尔斯规范理

论来统一播述弱作用和电磁作用的问题
�

�� ��

年秋季
,

格拉肖应盖尔曼之邀夕来到加州理工学

院做一年的访问研究
,

这期间
,

盖尔曼 同格拉肖

一起进一步研究 了如何将杨一米尔斯理论应用

到弱电作用和强作用 中
�

正是此时盖 尔曼了解

现代物理知识



到了李代数
,

这促使他提出了著名的八重法理

论
�

八 , 法理论

盖尔曼的另一杰出工作是八重法理论
�

到

�� 年代初
,

人们已在实验中发现大量的强子
,

对这些粒子进行有秩序
、

有规律的描述乃是粒

子物理学家所追求的 目标之一早在 ��� � 年
,

费米和杨振宁曾提出 二 介子是由核子一反核子

组成的假说
,

认为核子是更基本的粒子
,

以解释

其他一些粒子 的组成
�

但该理论不能解释奇异

粒子的组成
�

�� �� 年 日本物理学家坂田 昌一进

一步提出了下一层次的基本粒子为 �
,
�

,

� ��

的奇异数为一 ��
�

坂田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

介子的组成
,

但在解释重子组成时遇到了困难
,

如 不 能 排除 自然界 中不存在 的 � � � 粒子

�� � 一��
�

��� � 年
,

日本的小川修三在坂田模型

的基础上提出 了 �� �� 对称性理论
�

�� 年代

末
,

盖尔曼开始试图对 日益众多的强子进行分

类
�

�� �� 年至 �� �� 年
,

他曾按坂田模型的方案

对强子进行 了研究
,

但他对这 一方案并不 喜

欢
�

��� � 年早期
,

他决定用杨一米尔斯理论来描

述强相互作用
,

随后他研究了杨一米尔斯理 论

的可能推广
�

由于他当时对群论并不熟悉
,

致使

他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

��� � 年 �� 月的一 次偶

然的机会
,

他从本院的数学助理教授 �
·

布洛

克那里了 解到了李群
,

并且马上意识到他所研

究的八个生成元相应于 �� �� 群
�

这使他很快

提出了
“

八重法理论
” �

我们知道
,

�� ��� 群的基

础表示为 � 维
,

坂田曾用这个表示来代表三个

粒子 ��
,
�

,

��
�

盖尔曼通过研究并不相信这三

个粒子是基本的
,

但他也不能确定这个基础表

示应当是什么
�

这使盖尔曼有些失望
,

但他又不

愿放弃 �� ��� 对称性
�

别无选择
,

他只有简单地

跳过这个基础表示
,

而转向下一个表示
,

即 � 维

表示
�

他发现 自旋为 � � �
,

宇称为正的 � 个重

子正好适合他的八重法方案
�

然而
,

当他考虑下

一个表示
,

即 �� 维表示时
,

由于当时只有 � 种

相应的 自旋和宇称的重子适合于十重态
,

因此

盖尔曼认为考虑十重态是很危险的
�

这样他暂

时不过多地讨论 十重态
,

而是坚持八重态
�

�� ��

年新年伊始
,

盖尔曼按照他的八重态理论
,

对大

量粒子进行了分类
�

由于每八个粒子能填人 ��

�� 群的 � 维表示 中
,

因而他命名他的方案为
“

八重法
” ,

这是依据佛教关于八种正确的生活

方式能免遭痛苦的劝说而命名的
�

据此 曾有人

将八重法与东方神秘主义相联系
,

这是盖尔曼

所不愿意的
,

因为他并不相信神秘主义
,

只是借

用一下术语而已
�

同年
,

盖尔曼将他的八重法方

案写成报告 � “

八重法 � 一个强作用对称性的理

论
” ,

并于 ���� 年正式发表了
“

重子和介子的对

称性
”

这篇重要论文
,

进一步讨论 了八重法方案

(与此 同时
,

以色列 的 Y
·

尼曼也独立地提出

了八重法理论)
.
八重法理论正如元素周期表一

样
,

将大量已知的粒子进行了有规则的划分
,

并

且根据某一族八重态中尚且空余的位置来预言

新的粒子 的存在及其性质
.
为了使人们发现这

些粒子
,

盖尔曼曾建议建造较高的加速器
.
盖尔

曼在提出 SU (3) 八重法分类的同时
,

还根据对

称性破缺的思想
,

提出了一 个质量 公式
.
如果

SU (3) 对称性是精确的
,

那么一个超多重态中

粒子应具有相 同的质量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按

照
“

质量公式
” ,

超多重态 中的粒子质量并不是

无规则的
,

而是服从一个相 当简单的关系式
.
由

于 日本的 S
·

大久保也于 19 62 年独立地给出

这一关系式
,

故人们常称其为盖尔曼一大久保

质量公式
.

使八重法理论取得重大胜利的事件是 O -

粒子 的发现
.
1962 年元 月

,

在欧洲核子研究 中

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

一些实验工作者报告了

他们的实验数据
.
这些数据与坂 田模型是矛盾

的
,

而与八重法方案是吻合的
.
同时

,

一些实验

工作者还公布了他们新近发现的两类新粒子
,

即艺
‘

和 三
’

粒子
·

盖尔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

他

立刻意识到这两种粒子正适合于 SU (3) 十重

态表示
,

并且果断地预言了该十重态的最后一

个粒子 Q 一同时
,

他还促成了布鲁克海坟国家

实验室进行寻找 O 一

粒子的实验
.
果然

,

1 9
64 年

2 月
,

这个实验室的 N
·

P

·

萨莫斯等人宣布了

他们已证实了 O 一

粒子的存在
.
不像其他大多数

偶然发现的粒子
,

O
一
粒子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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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

它不仅有力地支持了 SU (3)八重法方

案
,

而且显示了粒子物理理论预言的重要性
.
同

年
,

盖尔曼与Y
·

尼曼共同编辑了心又重法》
.

四
、

夸克模型
、

1 9
6

4 年是使盖尔曼在粒子物理学 中的地

位愈加突出的一年
.
这一年

,

O

一

粒子的发现证实

了八重法的理论预言;也是在这一年
,

盖尔曼进

一步提出了夸克模型
,

由此开辟了人们对物质

结构认识的新篇章
.
1961 年

,

当盖尔曼提出他

的八重法理论时
,

他并不满足
,

原因是这个理论

不能回答大多数物理学家所关心的问题:难道

所 有的强子 均是基 本的吗? 另外
,

他在提 出

SU (3) 八重法理论时
,

跳过了基础表示 3, 这使

他感到很不安
.
因为它是推导其他表示的基础

表示
,

它应当有物理意义
.
对基础表示最逻辑的

解释是它应当相应于‘种基本粒子 的三重态
,

而 其他粒子均可 由它构造出来
.
但盖尔曼 当时

找不到已知 的粒子来填补它
.
这个问题一直伴

随着盖尔曼
.
1963 年早期

,

他来到麻省理工学

院讲学
.
在准备他的报告时

,

他试图寻找最小的

基本强子以填充基础表示
.
他发现

,

如果坚持整

数电荷的观念
,

那么最小的一组粒子应为 4 个
.

他讨论了各种四个基本粒子的方案
,

但均不能

令人满意
.
1963 年 3 月

·

,

他到哥伦比亚大学访

问
.
在午餐期间

,

他同哥伦比亚大学的 R
·

塞伯

等人讨论了有关八重法理论
.
进而塞伯问盖尔

曼为什么没有考虑最重要的基础表示 3? 这激

发盖尔曼再次思考夸克的思想
.
盖尔曼当时 向

塞伯解释了没有考虑 3 的原因是它需要分数电

荷 2 / 3 和一 1 / 3
.
盖尔曼经过 当天 以及第二天

的思考
,

意识到如果靴带方法是正确的话
,

那么

任何基本的强子都将是不可观察的;如果这些

粒子是不可观察的
,

那么它们就可能具有分数

荷
.
这使盖尔曼开始严肃对待分数电荷的思想

.

他认为
,

分数电荷是可能存在的
.
为了避免实验

上没有观察到分数电荷的问题
,

盖尔曼假定它

们 限制在 粒子 内部
.
这样

,

他就提出了夸克模

型
,

并于 19 64 年 2 月在欧洲《物理快报》上发表

了关于夸克模型的论文
“

重子和介子的一个简

略模型
”

.

该文虽然只有两页长和很少的公式
,

但却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它非常

简洁地阐述了夸克模型
.
盖尔曼在文中开头写

道: “

如果我们假设破缺的八重法理论能正确描

述重子和介子的强作用
,

那么我们试图寻找这

种情况的基本解释
.
”

他进而指出
, “

如果我们允

许电荷为非整数值
,

那么可以构造“个简单而

优美的方案
”

.

他指 出
,

S U
( 3) 基本表示的三重

态 应 为三种 夸克 :上夸 克 u(
u
P)

、

下夸克 d

(d ow n) 和奇异夸克 s( st ra nge )
,

且 电荷分别为

2 / 3
,

一 1 / 3
,

一 1 / 3
.

并指出
,

重子 由三个夸克

组成
,

介子由一个夸克和一个反夸克组成
.
夸克

模型解释 了八重法理论为什么成功地对粒子进

行了分类
,

给出了 SU (3) 对称性的物理基础
,

同时使奇异数和同位旋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

如

一个粒子的奇异数就是包含在它 内部的奇异夸

克 s 的数目
.
关于

“

夸克
”

一词
,

盖尔曼取 自 J.

乔埃斯的小说《芬尼根彻夜祭》的词句
“

为马克

检阅者王
,

三声夸克
” .

夸克在该书中具有多种

含义
,

其中之一是一种海鸟的 叫声
.
盖尔曼认

为
,

这适合他最初想给这些奇怪的分数荷亚单位

一个奇特的发音的想法
.
同时他也指出

,

这只是一

个笑话
,

这是对矫饰的科学语言的反抗
,

盖尔曼在

文中最后还指出
,

寻找稳定的电荷为一1 / 3 和

2 / 3 的夸克
,

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真实夸克是不

存在的
.
这使许多人认为盖尔曼并不相信夸克是

真实的对这点盖尔曼后来解释到
, “

我这里的意

思是说
,

它们(分数荷夸克)将永久地禁闭在强子

内部
,

,

同时
,

他并不关合本体论间题
.
他所说的真

实粒子是指实验上能观察到的粒子
.

对夸克模型
,

人们最初的反映是冷淡的
.
当

盖尔曼在电话中告诉在大洋彼岸的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工作的 V
·

韦斯柯夫关于他的夸克模型

时
,

这位老师的何答是
, “

这是跨越大西洋的电

话
,

是花费钱财的
,

我们不要讨论这种无聊的事

情
”

.

部分物理学家甚至到 70 年代初仍对夸克

的存在表示怀疑
、
原因是 自夸克模型提出后

,

物

理学家一直没有发现 自由夸克的存在
.
(与此同

时
,

美国的 G
·

兹韦格也独立地提出了夸克模

型
,

他称这些基本的分数荷粒子为
“

王牌
” .

另外

值得指 出的是
,

相应于夸克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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