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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哥本哈根》：物理、历史、
哲学与艺术的一次完美融合

李树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065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物理学在战争与政治的推

动下开启了一扇通往极端应用的大门，这段时期，物

理与政治混为一体，物理学家却阵营分裂。战争与毁

灭的恐惧迫使物理学家不得不打开潘多拉之盒，放出

了核武器的恶魔。时隔多年，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

历史，多数事件已经盖棺定论。但却有一例外，那就

是海森伯在德国原子弹计划中所起到的作用。对此，

不知多少历史学家费尽口舌，整个事件依然是扑朔迷

离。“ 海森伯之谜 ” 成了 20 世纪科学史上最大的谜题。

1. 历史背景

二战后期，美国和德国都在研制终极杀人武器

——原子弹，德国更是在 1939 年战争刚刚爆发就展

开了原子弹的研究计划，其总负责人就是海森伯。结

果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美国造出了原子弹，德国在这

场竞赛中失败了。关于德国最终为何没能造出原子弹，

海森伯在其中又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学术界一

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同盟国方面认为，德国

人造不出原子弹，是因为能力不足，他们不懂制造原

子弹的关键技术。但这种说法是德国人完全无法接受

的。二战前期，德国作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德国人在

科技尤其是理论物理方面有着极端的自负与自信，估

计是死也不愿承认技不如人的。海森伯等人辩护称，

德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技术造出原子弹，只是他们一开

始就意识到了原子弹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及可能引

发的道德问题，然而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务，他们

又不得不投入到工作中去。矛盾的心理使得德国科学

家工作消极，导致德国原子弹计划进展缓慢，直至胎

死腹中。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造出了一套和平利用核

能的装置 —— 核反应堆。这样的说法，使德国人即

保持了学术上的权威，同时又获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

可谓一举两得。

海森伯到底是道德的楷模还是纳粹的帮凶，对此，

双方各有支持者，争论也日益激烈，相关的文章论著

更是层出不穷。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就有《比一千个太

阳还亮》、《德国原子弹计划》、海森伯自传《物理

与物理之外》、《不确定性：海森伯传》以及 powers

的著作《海森伯的战争》等。其中《海森伯的战争》

一书，由于文字奇巧，构思缜密，情节动人，很快成

为了畅销作品。

2. 走上舞台

英国剧作家弗莱恩 (M. Frayn) 根据《海森伯

的战争》一书，构思出了剧本《哥本哈根》，并于

1998 年 5 月将其搬上舞台。《哥本哈根》在伦敦皇

家剧院首演即取的巨大成功，随后进军法国和百老

汇，引起轰动，连获莫里哀戏剧奖、普利策奖、东

尼奖等一系列殊荣。2003 年，该剧由导演王晓鹰引

入国内，到 2015 年就已演出四百多场，成为了长演

不衰的剧场经典。

在 “ 海森伯之谜 ” 的核心，有一个被人们不断探

究的场景，那就是 1941 年，海森伯到哥本哈根与玻

尔的一次神秘会见。那次会见的目的与谈话内容一直

不为人所知，玻尔后来也是对此绝口不提，唯一能确

定的就是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玻尔与海森伯本来情同

父子，那次见面之后，两人多年的情谊一朝了断，只

剩下了表面上的客气与相互间的漠然。在那次会谈中，

海森伯说了什么，玻尔又回答了什么，成为了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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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解开 “ 海森伯之谜 ” 的关键所在。

《哥本哈根》以海森伯 1941 年的访问为故事背

景，让玻尔、海森伯和玻尔的妻子玛格丽特三个灵魂

一次又一次复原 1941 那次会谈的场景，以此来努力

接近海森伯之谜的核心所在。但整个事件就像现实中

升级版的 “ 罗生门 ”，即便是当事人描述 “ 历史真相 ”

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说法，从而导致事情的真相总是

无法捉摸，演绎了谜底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剧中的对话，几乎 “ 处处用典，无一字无来历 ”，

玻尔修改文稿的习惯，海森伯对音乐的极度热爱，两

人在散步中探讨问题的方式都一丝不走样地出现在剧

本里。薛定谔的猫、穿过双缝的粒子，波粒二象性，

物理学的大教堂等物理学典故在剧中更是如数家珍，

俯首皆是。该剧场景虽然简单，但矛盾的冲突与情感

的张力此起彼伏，不留一丝空白。虽然剧中注入了大

量的物理学原理与知识，但其意味深长的内涵和深厚

的哲学意蕴又让它们与剧情融为一体，不显一丝突兀。

《哥本哈根》自始至终为海森伯安排了一种道义

与情感上的两难境地，“ 对整个世界而言，我们有着

应尽的道义，但不可调和的是，对祖国，对家人，我

们还有着应尽的责任 ”。这种两难与犹豫，注定他带

领的德国原子弹计划失败的结局，同时也造成了海森

伯悲剧的命运，“ 在这个存活着二十亿人口的世界上，

我是一个背负着无法承载重任的人……那满目的废墟

瓦砾，那蔽天的滚滚浓烟，那数不清的饥饿的脸，

这就是我的事业 ”。一方面是由于顾及人类道义而失

败的事业，另一方面却是得不到同行的认可与理解。

作为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海森伯在 1949 年访问洛斯

阿拉莫斯的时候，受到了西方科学家们的冷遇，甚至

大家都不屑与其握手，这让海森伯倍感委屈和痛苦，

“ 我们一直困惑并痛苦着的事情，你们实实在在的做

了……那些造过原子弹的手都不愿意握我的手 ”。最

终，海森伯在不断的解释和辩护中度过了人生的最

后三十年。

这样残酷的两难，如此悲剧的人生，给观众造成

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展示了整个复杂的人性。如此

精彩的题材，已经注定了这是一出伟大的戏剧作品。

如果一出伟大的作品需要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的话，海

森伯就是那选择生存与毁灭的哈姆雷特，如果一出伟

大作品需要一个悲剧主题的话，海森堡就是那坠入深

谷的北乔峰。

3.《哥本哈根》的意象

第一，不确定性原理

不确定性的物理概念来自海森伯创立的 “ 不确定

性原理 ”。它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定律，简单地说

就是：在微观世界中，我们无法同时测定粒子的速度

和位置，因为测量结果必然会受到测量手段的影响。

“ 不确定性原理 ” 颠覆了科学对客观世界确定性认知

的传统印象，在《哥本哈根》中，“ 不确定性原理 ”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定律，而是作为一种哲学反思，

渗透于整个剧作。

正如测量手段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一样，当我

们每个人带着不同的主体意识去言说和剖析历史时，

历史真相就要被主观意识所影响，从而成了永远也测

不准的变量。历史包含太多这样偶然的、随机的、不

可确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又对历史的整体格局

至关重要。当一串错误的数字划过海森伯笔尖时，那

一刹那的决定便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海森伯错误

的结果源于未计算扩散率方程，对于海森伯而言，这

应该是一个低级错误，但关于为什么没有计算它，海

森伯说 “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计算它，它从未在我的

脑子里出现过。” 连海森伯自身都无法捕捉到当时心理

活动中深层次的不确定性，何况我们一个旁观者，如

何又能通过一鳞半爪的所谓证据去断定历史的缘由。

玻尔在剧中借量子力学的观点指出，“ 世间万物

并非是绝对准确的客观世界，世间万物只是一系列近

似存在 ”。既然是一系列近似存在，我们便无法准确

感知。海森伯来哥本哈根的原因是不确定的，德国造

不出原子弹的原因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寻求一种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结果呢。就如剧中海

森伯所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伦理 —— 量子伦

理 ” 去认知世界。

第二，科学的道义与良知

“ 作为一个有道义良知的物理学家能否从事原子能

实用爆炸的研究 ?” 这句所有人都想知道的话，剧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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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提到并将之强化放大。从个人角度考虑，从民族国

家考虑，从人类整体考虑，我们究竟能否制造核武器？

这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困惑与忧思。当广岛原

子弹爆炸的消息传到海森伯等人耳中时，海森伯提到

“ 奥托 · 哈恩想要自杀、因为是他发现了裂变，他仿佛

看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当玻尔被责问是他造

出了原子弹，并将其投向一个活的目标时，玻尔也是

陷入巨大的痛苦与自责中无法自拔。不但科学家们无

法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这同

样能激起我们对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灾难的沉重思考。

科学虽然能使人类不断进步并提高生活质量，但科学

发现也能给人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创伤，这是一个二律

悖反的命题，也是该剧的现实意义所在。科学的发展

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技术中

的任何一项研究，一旦失控都将产生极其可怕的灾难

性后果。在这里，科学家的道德良心成为人类灾难的

最后防线，于是科学家个体的价值取向成为根本性的

东西，他们的道义承载远远重于他们的事业承载。剧

作者借助科学家的艺术形象，探寻人类的良知，从 “ 科

学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的哲理内涵又是什么？ ” 到 “ 科

学研究为的是什么，它的底线又是什么？ ”并由此出发，

追问人类科学发展与现代文明进程的意义。

《哥本哈根》借助海森伯和玻尔的自省，用道义

与良知为科学做了注脚，不断挖掘着人与自然，人与

世界的关系问题。作者不时在剧中表达出这种深深的

担心和忧虑，“ 我们尚在寻觅之中，我们的生命便结

束了，我们还未看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

就已经去了，趟入了尘土，趟入了我们自己所扬起的

尘土之中……当所有的眼睛都合上，甚至所有的鬼魂

都死去，我们亲爱的世界，还会剩下什么？ ” 就这样，

一个物理学史上的谜团逐步引入哲学领域，引起人们

对环境、对宇宙的人本主义思考。

在结尾处，作者给了我们一种希望，“ 非常可能，

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一切得以幸免……”

现在看来，核武器尚未给人类带来毁灭的灾难，反而

使各方投鼠忌器，谁也不敢再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轻

启战端，从而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使人类得以在

这种相互制衡的夹缝中存续。这样一种危险而微妙的

动态平衡，也许从 1941 年 9 月，海森伯跳下来自柏

林的夜车，拉了拉玻尔家熟悉的门铃那一刻起，就埋

下了一颗种子。

4. 结束语

《哥本哈根》以物理学历史公案为主题，以舞台

话剧为载体，最终突出了让人反思的哲学命题。它将历

史与艺术，物理与哲学，这看似分离的元素统一于话剧

之中，形成一次完美的融合。《哥本哈根》对于不确定

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使我们能够避免那种非此即彼、非

善即恶的过于简单的历史评价和道德判断，让我们从更

深的层次感受科学家的道义与良知。虽然从历史角度看，

《哥本哈根》未必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毕竟一个善

意的作品，才更有利于我们探索人性深处的光明。

思维与量子力学

封面说明

意识是什么？意识来自何方？这个长久以来困

扰人们的问题目前科学正努力利用量子力学揭开其面

纱。量子力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

理学理论，意识与量子力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定

的联系？科学家推测意识可能源自量子力学，认为当

前我们需要用量子理论才能了解大脑的活动机制。用

量子理论来解释意识，这听着似是很荒谬，为了验证

思维在量子力学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科学家做了一

系列实验，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 “ 双缝实验 ” 和 “ 延

迟选择实验 ”。这几年围绕着意识与量子学许多科学

家发表了许多论文，也展开了相关在讨论。许多物理

问题最后似乎都变成了哲学问题，也许我们传统上一

向认定的因果论，其实只是一种经验罢了，而绝不是

这个世界在的本质，这真的是件极具巅覆性的研究，

认人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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