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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中的物理 
宋会华 

物理，就是事物

间所存在的道理和

规律。古人从来就讲

究“格物致知”，因

此不仅在大量典籍中记载对物理的探究和认知，而

且一些谚语、俗语、诗词和寓言中也往往蕴含着大

量物理知识。发掘语文中的物理内容，从物理的角

度去“说文解字”，别有一番情趣。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描写抗日战争

时期东北抗联战斗环境之艰苦的两句诗。如果说上

句涉及到热辐射，那么下句则与对流现象有关。“火

烤胸前”，则胸前的空气必然受热膨胀上升，而冷空

气也必然从四周（背后）流过来补充，“风吹背后”，

则为必然。 
同样是辐射和对流，“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

着馒头睡”则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诠释。厚厚的雪

层，除了增湿、保湿的作用外，其间还充斥着大量

的空气，从传导对流和辐射上，尽量避免了地热的

散失，使麦苗能够避免冻害，休养生殖，为回春之

后的生长聚集养分。 
在农业上，还有“锄下三分雨”的说法。锄地

时，切断了土壤中间的毛细管，避免了地下水分通

过毛细管直接传至地面而过量散失，有利于保持墒

情。另外，中耕松土，还有提高地温、增加土壤含

氧量等作用，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 
有一些人，具有丰富的工农业生产知识，又有

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就是有点骄傲而不思进取。

这时，“响鼓还得重锤敲”。响度和振幅有关。鼓虽

好鼓，但如无重锤，振幅便不会太大，其响度必然

有限。只有以重锤用力敲之，方能“声彻千里”，“响

彻云霄”。一旦做出了更大的成绩，就会有人称赞：

“纳鞋底不使锥子—— 针（真）好！”“鞋底”很厚，

若想穿过必须有很大的压强。若果然能不用锥子，

自然很好。但可以想象，若手上没有“顶针”，则手

恐怕就受不了了。 
有一个成语叫“如履薄冰”。压强之大，几欲超

出“薄冰”的承受能力，故不免心怀惴惴、小心翼

翼、轻手轻脚，缓慢前行。其实这种担心毫无必要。

既然能小心翼翼履之而过，不妨如“卧冰求鱼”中

的孝子一般，放心大胆、从从容容，“卧冰”前行。

必能平安过之，不致有“千钧一发”的感受。 
“千钧一发”，用一根毛发吊着重达“千钧”的

物体。毛发之极细、张力之极大、情势之危急，跃

然纸上。而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则用一根马鬃吊着

达摩克利斯之剑，以此形象地说明人在其下的危险

性。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方坐着的，是叙拉古国王迪

奥尼修斯。国王的地位可谓高矣，惟其高，才充满

了危机。俗话说：“站得高，摔得响。”站得高，才

能具有较大的重力势能，掉下来时，才能转化为更

多的动能，得到更大的速度，与地面碰撞时，才会做

更多的功，受更大的力，才能“摔得响”。意识到这

点，才会心生惕惧，心里如“十五只吊桶打水—— 七
上八下”。根据杠杆原理，吊八只桶一端的力矩必然

大于七只桶一端产生的力矩，所以必然是“七上”

而“八下”。 
一提物理中的“扩散”现象，我们很容易想起

王安石《咏梅》中的两句诗：“遥知不是雪，为有暗

香来。”梅花的淡雅香味扩散到空气中，弥漫散开，

远远就可以闻到，观去虽白色一片，却知不是雪花。

同样是扩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亦正亦邪，

看你怎么选择了。一个弄不好，“一块臭肉坏满锅

汤”，扩散、对流，人见人厌。 
古诗里面涉及到的物理知识更多。比如“两岸

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

上句是船上的人以船为参照物，两岸青山相对着迎

面涌出；下句则是岸上的人以岸为参照物，看见一

片孤帆从日边驶来。再比如“平明寻白羽，没在石

棱中”（卢纶《塞下曲》）。它的大意为：汉将军李广

黑夜巡查，见一阴影似虎便射了一箭。第二天清晨

去寻箭羽时，却发现原来是一块山岩，而箭已深深

地射入石头里面。拉弓射箭，涉及到的当然是弹性

势能与动能的转化。另外，从这两句诗中还可以探

讨与弹性势能大小有关的因素。关于这一点，一般

材料中仅提到了物体发生形变的程度。实际上，物

体具有的弹性势能的大小，除了与形变程度有关外，

还与本身的材质和性能有关，所以说“挽弓当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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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的角度去审视一些历史典故，也颇有意

思。比如“破镜重圆”，讲的是古代一对夫妻怕战乱

失散，便将一铜镜掰开，各持一半，留作他日相见

的凭证。后来果然“破镜重圆”，夫妻重逢相认。根

据分子运动理论，“重圆”之“破镜”间大多数分子

间距必远远大于分子直径的 10 倍以上，单靠少数分

子间的极小引力，是不足以将“破镜”吸引成一个

整体的。故“重圆”当然可以，但中间那条裂痕却

再也无法抹去。只是不知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痛

定之后，感情上可有产生裂痕？ 
龟兔赛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然而

在这则寓言中，到底是兔子快，还是乌龟快呢？你

也许会说“兔子快”，错！因为乌龟是第一名！那么

是乌龟快了？同样错误。因为兔子确实跑得比乌龟

快。其实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只不过说“兔子快”，

是指它们的瞬时速度；而“乌龟快”，却是指它们的

平均速度。也就是说在计算平均速度时，必须用总

路程除以此段路程中的全部时间的总和，即使停下

来睡觉的时间也应包括在内。 
另外，如果给了你乌龟和兔子运动的位移图像，

你大可据此写一篇物理加语文式的“龟兔赛跑”。既

可交代清楚图像中反映出的物理信息，又可以用文

学的语言，使故事显得生动活泼、情文并茂。 
来看另一则寓言，“猴子捞月”。猴子为什么会

空捞一场呢？因为根据平面镜成像原理，猴子所捞

之“月”，实为月亮的虚像。正所谓“镜中花、水

中月”，均为虚幻之物。为什么猴子的手一碰到水

面，月亮就不见了？因为手一碰水面，必然会引起

水面的波动，镜面反射遭到了破坏，不能再成稳定

的像。 
另外，从物理的角度而言，此故事纯属虚构。

因为猴子能够感觉到月亮的遥不可及，它根本不会

伸手去抓天上的月亮。既然如此，根据平面镜成像

的特点，“水中月”到水面的距离必然和“空中月”

到水面的距离同样大，同样的遥不可及。所以，既

然猴子不会去抓遥不可及的“空中月”，也必然不会

去抓同样遥不可及的“水中月”。当然，这则故事虽

为虚构，却不影响我们对其美丽意境的欣赏。 
可见，物理和语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要我们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必然有利于加深我

们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同时又可以站在一个全新的

角度去感受语文之美，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提高

我们的审美能力，增加我们学习物理的兴趣。 
（河北省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0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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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虫利用切换式反射板 
使自己变红 

许多动物（如鱿鱼和变色龙）通过改变色素细

胞的大小而变色，但巴拿马的一种金龟子则以一种 

 
成年甲虫由亮金色逐渐变为暗红色，最少需要 1.5 分钟 

匪夷所思的方式由亮金色变为暗红色。 

比利时那慕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mur）的维

格隆（Jean Pol Vigneron）和同事发现，这种甲虫有

一种分层细胞，每一层都反射不同的光线并带有很

多凹槽。这些层间存在的体液充满凹槽从而产生镜

面反射效果，使甲虫呈亮金色。体液离开凹槽时镜

面反射效果消失，这些层就像打开的窗户，暴露出

下面的红色素（如图）。这种全新的颜色变换机制将

引起显示器技术的变革。 
（高凌云译自 2007 年第 9 期《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