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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那 30年 
史晓雷 

20 世纪的前 30 年，是 17 世纪科学革命之后物

理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

了巨人的时代。一位位物理巨擘像雅典卫城帕台农

神庙的石柱支撑起了现代物理学的大厦。在大厦的

根基处，是两块巨石，一块是相对论，一块是量子

力学。相对论的历史是以爱因斯坦为核心的，尤其

在与广义相对论厮杀的战场上，他是笑傲群雄的孤

胆英雄。量子力学则色彩斑斓、风云际会、大师云

集，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玻恩、海森堡、狄

拉克、薛定谔、德布罗意、泡利是量子宇宙中灼灼

生辉的头等亮星。下面的这段历史，是量子力学早

期 30 年的发家史，这里有缓缓溪流、有急瀑险滩、

有悬崖峭壁、有一马平川；有长驱直入、有曲折回

旋、有争雄逐鹿、有舞姿翩跹。没有哪一段科学史

像量子力学这般引人入胜，这般大气磅礴。 

1900 年，英国的大科学家开尔文在回望自牛顿

以来的物理学成就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

完工，剩下的无非是修修补补的零活。不过，他也

指出晴朗的物理学天空上还飘着令人不安的两朵乌

云。事情的进展被他言中而又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两朵乌云竟然引发了新的物理学革命。其中导致

量子论（量子力学的前身）的那朵乌云，叫“紫外

灾难”。 

“紫外灾难”是经典热力学中遇到的一个困境，

与黑体辐射密切相关。黑体，是物理学家构造出的

一种理想模型，是指能够完全吸收投射到其上一切

辐射的理想物体。当时已经知道物体辐射的能量随

温度的升高而增加，但是物理学家在用曲线表示黑

体在不同的温度下放射不同频率辐射能时，遇到了

麻烦。1896 年德国物理学家维恩得到一个黑体辐射

的能量分布公式，曲线在短波段与实验数据符合得

很好，但在长波段偏差很大。后来英国的瑞利和金

斯也推出一个辐射能量公式，但与前者相反，长波

段符合得很好，短波段严重不符。波长越短，越靠

近紫外线一端，因此被荷兰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称

为“紫外灾难”。经典物理学面临着危机，时代在召

唤英雄。 

普朗克是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背叛”者，尽

管当初他是何等

的不情愿。能量的

量子化的确是一

个石破天惊的想

法，难以想象在经

典物理学沉浸多

年的普朗克是如何迈出那一步的。1900 年的 10 月

19 日，是现代物理学的幸运日，普朗克在柏林的物

理学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黑体辐射公式，很快得到了

实验的确证。同年 12 月 14 日，普朗克在德国物理

学会上宣读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关于正常光谱

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宣告了量子论的诞生。这

一天后来定为量子论的诞生日。如果说 19 世纪末物

理学的三大发现（X 射线、放射性、电子）使人们

看到了新物理学的曙光，那么普朗克提出的公式

E=h，则拉开了 20 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帷幕。 

幽谷弹琴伴孤影，高山流水觅知音。普朗克一

等就是五年，首先回应普朗克的是瑞士伯尔尼专利

局的一位三级技术员。他的名字后来成了 20 世纪科

学的化身，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

出身于德国的乌尔姆，后来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工业

大学学习物理。他在大学里有些叛逆，因此不受老

师的欢迎，以至于毕业时他的同学全部留校，而他

找工作时费尽了周折，最后才在一位好友的帮助下

进了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尽管爱因斯坦的处境比

较艰难，但他始终敏锐地注视着物理学的前沿。1905

年，是现代物理学上的奇迹年，这一年爱因斯坦发

表了 4 篇划时代的论文，其中与量子力学发展密切

相关的便是提出光量子假说的那篇。那篇论文是他

唯一自己称之为具有“革命性”的一篇论文，就连

同年发表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那篇，他都没有给予

如此的称谓。这篇论文提出了光电效应方程，把普

朗克的量子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了后来波动

力学的基点。16 年之后他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物

理学奖。 

对于 1905 年，我们是如此难以割舍。这一年在

科学史上也只有 1665~1666 年牛顿因剑桥的瘟疫回

到家乡乌尔索普的那一段可与之并论。当时牛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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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力、光的颜色理论、流数术（微积分）三个

方面作了最初的研究。1905 年，正如德布罗意所言

“爱因斯坦以非凡的精力，在同一年里建立了今天

主宰着全部现代物理学的两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

论）中的一个，并且对另一个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

主要的贡献。”之后，爱因斯坦几乎一人在狭义相对

论的基础上继续拓荒，直到 1915 年广义相对论的完

成。而后，他又甘之如饴地对统一场理论进行研究，

或许是他起步太早了，以至于在这条道路上他几无

收获。但他从不回头，因为他不能容忍那种老在木

板的最薄处钻孔的研究作风。早年他是量子论的三

巨头之一，后来他逐渐脱离了量子力学的洪流，海

森堡曾为此叹息道，“我们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革命自有后继人。1913 年，比爱因斯坦小 6 岁

的玻尔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物理学伟大的三部曲”

的三篇漂亮论文。玻尔成了一位神奇的魔术师，他

把电子的跃迁限制为一个个定态之中，驱散了连续

性的幽灵。他创建了一套新的原子结构模型——原

子轨道化模型。可能由于玻尔早年在曼彻斯特受卢

瑟福熏陶，后来他也成了像卢瑟福那样的一代宗师。

卢瑟福在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时提出了原子结

构的太阳系模型，他本人也像“太阳”一样，吸引

了众多的“行星”绕其运转。玻尔也是如此，正是

他使丹麦的哥本哈根成了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的“圣

城麦加”。量子力学的一代才俊在那里壮大成长，担

负起了令人嫉妒的历史使命。 

玻尔的原子结构模型硕果累累，它不仅正确地

导出了巴尔末公式，而且还预测到一些新的谱线系，

这些线系后来分别在紫外和远红外区中发现。但是

就谱线的强度和偏振等现象以及对多个电子所产生

的光谱方面，这套理论显得力不从心。描述微观粒

子运动性质的力学体系需要转向。 

在玻尔面临的挑战面前，量子力学就要另起炉

灶了。1925 年，是新旧量子力学的分界线。德国的

年轻后生，24 岁的海森堡用了一种神奇的数学手段

“矩阵”很快解释了塞曼效应并且克服了玻尔所无

法解释的难题。矩阵，其实 19 世纪就被数学家发明

出来了，一直在默默等待着它的用武之地，到了

1925 年才在海森堡的手中大放异彩。不过，海森堡

对这种变态的 AB≠BA 的数学手段认识并不深刻。

幸好，他的老师玻恩独具慧眼，很快玻恩和当年仅

有 22 岁的约尔丹合作，奠定了矩阵力学的基础。但

是，在当时的物理学界看来，矩阵这个东西实在是

个怪物，几乎没有一点人性（泡利曾经不屑一顾地

斥之为“一文不值”，但后来他反悔了），不过回过

头来看，量子力学中出现的怪物实在太多了，更大

的怪物还在后头呢。 

当德国的玻恩、海森堡、约尔丹、泡利共同摆

弄矩阵那个烫手的山芋时，英国的狄拉克也在琢磨

海森堡那令人生厌的矩阵表格。英国不愧是科学大

师的沃土，在这块培育了牛顿和达尔文等科学泰斗

的国度，又慷慨地奉献出了狄拉克，那年他才 23

岁。狄拉克不像批评他人毫不留情，素有“上帝之

鞭”之称的泡利，他是谦谦君子，羞闭腼腆。杨振

宁非常推崇狄拉克，称赞他的论文是“秋水文章不

染尘”。自然，杨振宁是把狄拉克和海森堡对比而言

的，看海森堡的论文，你必须像筛子。因为海森堡

的论文良莠掺杂，你必须下工夫去筛选，否则就找

不到金子，尽管一定会有金子。狄拉克是另一种风

格，他的文章没有渣滓、浑然天成。当然，他更重

要的成就是在 1928 年建立的狄拉克方程，在此方程

的基础上他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1932 年被安德森

的实验所证实。杨振宁盛赞狄拉克方程达到了“性

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的境界。 

在向量子力学辉煌顶峰的进军途中，另一条道

路同样精彩。这条道路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牛顿

和惠更斯关于波的本性的争论，之后经过了 N 次交

锋，引无数物理巨匠竞折腰，使得微粒说和波动说

各自赢得了一批拥趸。上面提到的 1905 年爱因斯坦

提出的光量子假说，它成功地解释光电效应现象，

从而使得普朗克的量子理论第一次被赋予了实在的

物理意义。光量子假说第一次揭示了光的波粒二象

性，也就是说光兼备粒子和光波的特性。法国的德

布罗意在探求波的本质时，异曲同工地迈向了量子

力学的巅峰。 

德布罗意出身名门，祖上几代声名显赫，他原

来对历史学兴趣甚浓，后来在哥哥的影响下转向物

理学。1923 年，德布罗意把光的波动性推广到电子，

提出了电子衍射的实验设想。1924 年，在其博士论

文中阐述了“物质波”的概念，从而把波粒二象性

推广到了电子、中子、质子等一切微观粒子。尽管

他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但是他的导师郎之万还是心

存疑虑，于是让弟子把论文寄给爱因斯坦过目。爱

因斯坦看后眼睛一亮、欣慰不已，他称德布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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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已经“揭开了大幕的一角”。果不其然，随着

1927 年戴维逊和革末的实验发现被镍散射的电子

发生了衍射，接着 1928 年汤姆逊父子的电子衍射图

案再次证实了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一下子使得

沉寂多年的争论再次升级，本来光的波粒二象性已

够费解，这下可好，一切物质都具有波动性！真是

烟笼寒水月笼沙，不周山下乱如麻。 

下面出场的这位与一只该死的“猫”永远地纠

缠在了一起，他叫薛定谔，每一本提及量子力学的

书中都会提到那只令人无限反感的“薛定谔猫”。当

然，关于那只“猫”是死是活是薛定谔在 1935 年对

量子力学不完备性批评的一个思想实验。有趣的是，

薛定谔的情感世界也像那只猫一样令人充满了无限

遐想，他成了那个时代绯闻最盛的科学家。受爱因

斯坦和德布罗意的启发，1926 年薛定谔创建了波动

力学，波动力学的结晶便是在量子力学中赫赫有名

的薛定谔方程。因为波动力学用到的数学工具是微

分方程，比起海森堡所用的矩阵要友善得多，很快

得到了物理学界的青睐。 

与此同时，两派力学的粉丝们相互敌视对方理

论的情绪也在蔓延，都认为对方是一个怪胎。不过，

没过多久，薛定谔推导出了两者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谢天谢地，两位孪生子终于找到了共同的血脉，和

好言欢了。自此，这两种力学统称为量子力学。要

说明的是，狄拉克在 1930 年完成了一本经典的《量

子力学原理》，简洁而深刻地阐述了量子力学的理论

结构，书中引入了著名的狄拉克符号。 

量子力学的大厦已经矗立，凯歌奏响，锣鼓喧

天。但月盈则亏，世事万变，1926 年，玻恩抛给了

量子力学一个惊人的概念“几率波”。几率，说白了

就是概率，是可能性。比如我们连续两次投硬币，

得到两次正面的概率是 25%，或者说几率是 25%。

玻恩认为，电子运动可以用一个波函数来表征，它

说明电子占据空间某一点所存在的几率，而不表示

一个电子确定的运动方向与确定的轨道。也就是说，

玻恩对物质波给出了统计解释，粒子在某处出现的

概率与该处波的强度成正比。天呀，这是什么玩意！

当时众多物理学家不能容忍，因为物理学不是赌场，

怎么能容忍下赌注呢！背叛，绝对是背叛。自牛顿

建立起恢宏的决定论世界之后，大自然的一切尽在

掌握之中，怎么能够出现这种不确定性的怪论呢！

拉普拉斯就曾假设过一个精灵——后来被称为“拉

普拉斯妖”的智能生物，它可以根据力学规律推算

出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几率波？莫名其妙！上帝怎

么会是个赌徒！刚刚统一了的量子力学被玻恩的一

番解释搅了个天昏地暗。 

不确定性的幽灵在物理学的天空游荡。海森堡

不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几率波引发的地震还

未停歇之际，又在这块骚乱的土地上投下了一枚重

磅炸弹。1927 年，海森堡提出了量子力学的一个基

本原理“测不准原理”。该原理是说，不可能同时精

确测量出粒子的动量和位置，对粒子的位置测量得

越准确，那么与此同时的动量就越不准确，反之亦

然。类似对应的两个共轭量还有能量和时间等。海

森堡的这条原理，后来竟然成了某些相对主义者辩

护的渊薮，殊不知他们不是歪曲就是误解了这条原

理，要是海森堡活着的话，绝对会把肺气炸。同年，

玻尔在哲学意义上提出了“互补原理”，认为微观粒

子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相互补充、同时存在。这样，

玻恩对波函数的统计解释、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

玻尔的互补原理构成了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

“铁三角”。 

1927 年 10 月，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的

布鲁塞尔召开。那张与会科学家的合影被誉为科学

史上最强阵容的集体照，应该不是虚言。除了一些

实验物理学家外，与会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以玻

尔为主帅，玻恩、海森堡为哼哈二将，力挺哥本哈

根解释；另一派以爱因斯坦为核心，德布罗意和薛

定谔为左右都尉，坚守因果律的阵地。会议期间，

双方剑拔弩张、硝烟四起。玻尔一派嘲笑爱因斯坦

一方冥顽不化，爱因斯坦一方鄙视玻尔一派的“骰

子”玩法。结果各持己见，不欢而散。 

三年后“两军”再次狭路相逢。1930 年，第六

届索尔维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绞尽脑汁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思想实验。他不愧是思想实验的

高手，从 16 岁便开始思索追光思想实验，那是他研

究狭义相对论的发轫；后来他又思考了升降机的思

想实验，帮助他建立了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如

今，他又拿出他的杀手锏准备对付玻尔。毕竟是泰

山北斗间的对决，据说玻尔接招之后，彻夜未眠，

用尽了浑身解数，大概是在黎明之前，灵光一闪，

豁然开朗。他终于发现了爱因斯坦此次思想实验的

一个破绽，原来爱因斯坦竟然疏忽了广义相对论的

红移效应，如果考虑进去，一切 OK！分毫不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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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之于人生 
刘  强  何  捷 

中国有句哲言：“水平不流，人平不语”，意思

是说，水若是平的就不会流动，正如水一样，人若

能心态平静，则就不会再多言语。这便是物理与人

生哲理绝妙融合的一个很好喻证。水是无形而又有

形的物质，古人常用水来比喻人生意境，并孜孜追

求之，正所谓“上善若水”，在纷繁的物质世界里能

做到这一点确是不易。其实人的性情如能似水，润

泽万物而又毫无所求，汇聚江河而又不亢不卑，则

必懂得何为人生；若能知道年华似水不该虚度，则

必能珍惜人生；若能理解水滴石穿的内涵，则必能

践行人生。老子认为，世界总有法度，万物总有规

律，所谓的道就蕴含在“物理”之内部，若把这一

思想推广并应用于人生，即是追求和谐统一的人生。

物理论及人生，可以从人生中汲取古代灿烂的物理

思想和现代物理的内涵；人生论及物理，又可以从

物理中搜寻人生的道义、价值和生活的真正目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具有普遍联系性，那

么物理的规律性与人生的不可逆性便有着惊人的相

似，物理的发展与人生实践的前进就有着非同寻常

的共同点，物理知识的概括与人生思想的提炼又有

着怎样的共同源泉！然而，对于很多人，物理之于

人生，虽如此的神似，却又那样形远，就如理之于

文总是难于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融会贯通，制约了和

谐也造就了偏谬。所以我们应该在人生里探究物理，

在物理中探讨人生。 

一、人生有物理，物理在人生 

所谓物理即物质的原理，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世

界 最 基 本

的结构、最

普 遍 的 相

互作用、最

一 般 的 运

动 规 律 及

所 使 用 的

实 验 手 段

和 思 维 方

法 的 自 然

科学。众所

周知，物理

在探寻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西方学者康德认为“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

为物理学”，中国古代科学家沈括则把物理看成是物

理规律的外在表现的事实总结。无论怎么定义它，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没有物理则肯定没有人类社会

的今天。同样，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物理的产

生、进步与发展。 

人类自诞生的那天起，便不得不面对浩瀚的宇

宙与未知的自然界，他们不断地实践、探寻、总结

各种自然规律、知识及原理。虽然经历无数坎坷与

困惑却从未停息。在对太阳的升起、季节的转换、

天气的变化、地球的运转、山河的形成等一系列自

然规律的探索中，物理便一点一滴的积累与发展了。

在这期间，人们也同时完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生。物

理知识促进人类的进步，并在这进步的长河里完成 

 

落入了哥本哈根的解释之中。很难想象第二天玻尔

向爱因斯坦答复时的情形了，不过，依爱因斯坦的

个性，他会沉默良久，然后用手抚摸一下他鸟巢般

的头发，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一句，“上帝绝不会掷骰

子的”。 

1930 年之后，量子力学巍峨的大厦依然会不时

地受到暴风雨的洗礼。但是，每一次它都站稳了脚

跟。它也不时地会遭遇噩梦，比如那只不祥的“薛

定谔的猫”。但是科学有它的铁律，正如那位对“邦

戈”鼓和物理学一样痴迷的费曼所言，“只要理论与

实验不符，它就是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量子力

学谱就了一曲高亢的凯歌。  

回眸 20 世纪量子力学的那 30 年，每一个对人

类智慧充满好奇的人，在心灵上都会感受到持久的

震撼。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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