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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宏微交替   科学史波澜壮阔
——《大众物理学史》评介

王洪见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01101）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

学家是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

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我们也无法知晓，有

多少普通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同

情。” 这是美国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逝世讣文

中的一句话，出自同为美国天文学家、科普大家卡尔·萨

根之手。这句话深刻地阐释了科学传播对国家、社会

和个人潜移默化却无比深刻的影响。可以想象，假以

时日，科普的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中国科学文化

大发展，大众创新的生动局面还会远吗？

中国天文科普大家卞毓麟曾指出，科技工作者要

做好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相应地，出版编辑人员

应该做好二传手。这是科技界和出版界同仁责无旁贷

的责任。不过现实中我们时常听到的却是一些专家抱

怨科研紧张，时间不够，无暇写科普作品，难以承担

科普写作的任务。出版社方面，由于科普作品难以成

为畅销图书，利润不高，对科普作品的出版缺乏热情。

因此，目前国内的科普写作和出版状况并不乐观。不

过值得高兴的是，2015 年 8 月，长期致力于科学传播

与普及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山东科技出版社

又合作推出了《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而本文将要

介绍的《大众物理学史》就是其中的一部精品。该书

怀文抱质，提高与普及并重，科学性和可读性兼具，

虽然篇幅不大，但结构合理，脉络清晰，语言朴实，

能反映出物理学宏（大）微（小）交替的世界，展现

出物理学既绚丽多彩又和谐统一的美，让读者领略到

物理学发展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历程。

从全书的结构看，《大众物理学史》共分为 4 个

部分，即古代部分、近代部分、现代部分，还有一个

中国（现代）部分。从内容上看，这 4 个部分中很大

的篇幅介绍了中国人的贡献。显然，这既是作者所擅

长的，也是读者所需求的。此外，如果从我们今天所

从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看，让公众尤其是青

少年深入了解我们先人的科研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其

实，大部分公众是缺乏这些知识的），这对于增强我

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极有价值。

在“物理学的萌芽”一篇，除了我们熟知的人物，

如墨子、王充和沈括等人，还有一些古人，特别是有

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介绍和了解他们的事迹和取得

的著名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

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只崇尚坐而论道，没有科学，其实

不然，在力、热、声、光、电的各个领域，我们的先

人们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特别是在力、声、光诸

领域有着杰出的表现，而声学的成果更形成了富于中

国特色的礼乐文化的一部分。爱因斯坦曾说过：“西

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

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

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

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

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

中国）全部做出来了。”在本书的这一（古代）部分，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华夏先人追求科学真理的

艰难探求和对物理学知识的巧妙运用，让读者见识到

古代贤哲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令世人叹服。这些成就，

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大

作用。虽然时光飞逝，但我们实在是不应忘记他们。

在近代物理学一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近代

物理学家的名字作为物理单位的人物登场，如牛顿、

库仑、奥斯特、安培、法拉第、欧姆、麦克斯韦等。

我们可以重温经典物理学发展的漫漫征程，从中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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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吸取前人的智慧。通

过书中对光本性争论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千百

年来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想揭开光的神秘面纱。英

国的培根，意大利的伽利略等对光都做过各种探究，

但千呼万唤之下，光依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从

17 世纪开始，随着光学的发展，关于光的本性的问题

被许多物理学家所关注，人们先后提出了光的微粒说和

波动说，并因此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由于光一直被认为

是最小的物质，可以说探索光的本性也就等于探索物质

的本性。主张波动说的是英国的胡克和荷兰的惠更斯等

科学家，主张微粒说的科学家则以牛顿为代表。这是

对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争论。正是有了微

粒说与波动说的长期争论，才大大推动了光学的发展。

光波动说的复兴和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光学理论由几

何光学到物理光学的转变，也为光与电磁现象的统一创

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人们以后正确认识光的波粒二

象性奠定了基础。在波动说的复兴过程中，是法国物理

学家阿拉果对法国工程师菲涅耳介绍了英国科学家托

马斯·杨的实验研究，并使菲涅耳的研究成果能够广泛

传播；他还将托马斯·杨关于光是横波的观点及时地转

告菲涅耳，并使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波动说的

复兴没有他们的合作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时时都充满着各种不同

的学术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也有着科学家们

追求真理、不图名利的亲密合作。其实，科学的发展

既离不开竞争，也离不开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首先，

科学家要不受旧的理论束缚，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

这样才能去提出新的观念和创造新的理论。其次，在

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争论的发生和进行，科学家之间的亲密合作，形

成了科学史中最具活力、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幕场景，

因此是推动科学认识发展的重要的创造因素和强大动

力。许多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尚品格也令人敬仰，例

如，托马斯·杨和菲涅耳，他们都对波动光学的建立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从来没

有为波动说的优先权问题而争吵。这些价值观，也许

是在掌握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去学习的。

从中国现代部分看，体例有所变化，即以写人物

为主，以人带事，写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对发展中国科

技事业的贡献。这些人物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

和开创者。我们今天的物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

这些人建立的基础有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文

中以“无私的叶企孙”为题，介绍了中国科技的奠基

人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年少成名，20 多岁就已发表了

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包括用 X 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

定基本作用量子 h 值。实验结果刊登在美国《科学院

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

认为当时最精确的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

达 16 年之久。除此之外，叶先生更大的成就在于培

养学生，王淦昌、陈省身、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

杨振宁、朱光亚、邓稼先、李政道、周光召等人都曾

是他的学生，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

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出入叶企孙门下的院士更

多达 50 多位。这些学生，每一个都是独挡一面的大师，

都是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可以说，叶企孙培

养和造就了一支科技劲旅。这些人在国防建设、光学

技术、信息科技、地震研究、能源技术、激光技术等

方面都大有建树。可见，叶企孙奠定了我国科技大厦

的基石。除学术上，叶企孙的为人做事态度也令人敬

佩。1957 年，叶企孙负责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拒

绝了一位颇有名气而治学并不严谨的学者，转而聘请

年过 60 的李俨先生担任主任。叶企孙很早就凭着扎

实的古代文史基础，从事科学史的研究，做好研究必

须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坚持严谨求实，不可随波逐流，

“一篇文章 30 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得硬”。如

此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督促这些

在新中国建设中取得建树的大师们一直谨慎前行。扫

去历史的尘霾，一个伟大的灵魂再现。叶企孙的一生

奉献给了中国的物理和科学教育事业，他的研究风范

和教育理念都是实践科学研究、开展科学教学的典范。

特别是他的教学经验，能为我们今天培养创新人才、

创建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提供借鉴。当下，我国建设创

新型国家急需创新型人才，叶企孙的教育思想和他培

养学生的方式，或许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叶先

生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科学家的创业历程的缩影和典

范，无愧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全书看，着墨较多的是第 3 部分现代部分，而

且也可看到这部分内容是最为精彩的。从现代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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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看，我们不应该否认近代物理学发展中所积累

的知识，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正是这些

问题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可见，我们不应该惧怕问题），

而这些机遇又造就了新一代的大师爱因斯坦、卢瑟福

和玻尔。正是他们推动着物理学的发展。不过细心的

读者还会发现，从作者的描述看出，爱因斯坦喜欢单

打独斗，谱写出了“过五关、斩六将”的雄壮威武的

乐章。卢瑟福带领着一个研究团体，不断制造着“波

涛”，而他站在“波涛”上勇敢地“弄潮”，不断接

受新的挑战，并开辟着新的研究领域。而玻尔则创建

出一支强大的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主导着量子科学的

发展的方向。更有趣的是，在一对挚友爱因斯坦和玻

尔之间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争论不会伤着“和

气”，只会把真理辩论得更加清楚。同时，这种辩论

也反映科学精神的本质：理性的精神和批判性的精神。

可见，成功的科学家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细细

地考察下来，总会发现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在他们的成

功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兴趣、阅读、思考、创新和

有团队精神等。有心的读者不难从阅读本书中吸取成

长和成功所必需的养分。

举个例子，爱因斯坦对科学的兴趣可能源于他 5

岁时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罗盘，爱因斯坦对磁针的

定向特征十分惊奇，而后来对科普读物的阅读又强化

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在爱因斯坦 10 岁左右时，

就已经阅读了好几本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科普读物。科

普读物的优势在于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一个很深

奥的问题讲清楚，使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也能够弄明

白一些道理，甚至于领会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自然，

兴趣与阅读又引发了爱因斯坦对于未知问题的追问与

思考。反过来，这样的思考又把他引向了更加广泛的

阅读，形成了思考和阅读相互促发的良性循环。据说，

爱因斯坦在 15 岁时就通过“追光”的思索萌发了后

来所成就的相对论的自由探索。可见，爱因斯坦的成

长是一个范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成功“秘诀”：

对科普读物的阅读是通往智慧之门最便捷的通道 ! 所

以，我们希望，当读者阅读这本《大众物理学史》时

能够对物理学产生兴趣 ! 如此则作者编写此书的基本

目的就达到了。

正是看到这些内容，我们推介《大众物理学史》，

学习一些物理学历史的知识，同时了解人类在认识科

学真理的进程中表现出的曲折性。

最后，我们回到《大众物理学史》的“前言”，

作者引用湖南学者杨凯运的话，即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与此稍有不同，即一些不同的

“脉”汇聚成今日的气势。

因此，只是这等的气魄，就值得我们去阅读此书。

仰观宇宙之宏，历史的画卷恢宏壮丽；俯察粒子

之微，探索的蓝图催人奋进。几千年来，人类对自然

规律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总

的说来，科学的发展是既有综合又有分析，但在特定

的阶段可能有所侧重。我们看到，物理学的发展极大

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推

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回顾人类历史的进程，可以发

现人类的好奇心是不会泯灭的。例如，从远古时期的

人类遗存就能看到，古人就注意到日与月形象，并逐

步深入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对于物质的存在一直成

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直至近代物理学的形成，才形成

了时间 – 空间观、物质观和运动观，乃至因果观、机

械自然观。这些观念当然也为物理学涂上浓重的哲学

色彩，体现了自然哲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断强化着自

然研究的数学物理传统。

探索的目光依旧热烈，我们相信，物理学领域一

定会有令人激动的新发现，物理学史的科学普及也将

与物理学的进步共生同行，永无止境。

最后，还忍不住想呼吁一下，希望更多的科技工

作者投身到科普工作中来。终日埋头于科研工作之中

的科学家，做起科普来不应是消极的、被动的，应当

树立“科研工作与科普工作同样重要”的理念。积极

主动做科普，这样的科学家才是不负社会使命的科学

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提

出倡议，希望科学家在从事科研工作时，当他写完他

的学术论文之后，还应该再写一篇能普及这些知识的

文章，为提高民众的科学知识水平作出贡献。 

说话容易，作事情就难了。科学工作者写写科普

文章吧！否则还对不起我们的科研经费呢！对不起提

供经费的纳税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