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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学史表明: 即使是大科学家,也不是料事如

神,他们常常会有失误。他们的观点并不见得都是

真理,他们之中有的人即使是成了显赫的科学巨星,

也会提出荒谬的观点, 而更多的人则是在科学研究

中,虽然已经走到了成功的边缘,却没有取得重大的

突破性成果。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造成智者之失的原因尽管很多。但我们认为,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懂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和科学方法论。恩格斯有一句名言: �蔑视辨证法是

不能不受惩罚的 ,这在下列物理学史中能得到充分
的说明。

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束缚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特点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

这样一个见解 。在他们看来: � 自然界的一切是从
来如此的, 永远如此的。万事万物只在空间上彼此

并列着,并无时间上的历史发展, 自然界的任何变

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如果要说变化,那也只是

物体的机械动作和它们动量的变换,而且这种增减

和变更的原因, 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 即

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绝对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曾
牢牢地禁锢着某些自然科学家的头脑, 使他们固守

于陈腐的旧见解, 思想陷于僵化而导致严重的错误。

例如,以数理力学权威自居的赫尔姆霍兹,当自然科

学三大发现已摆在他面前时,他仍死抱住形而上学

机械论观点不放, 因此像物理学上的�力 这样概念

的本质在他那里却搞不清楚,对在物理学史上已争

论了100多年之久的关于运动的量度问题, 他更是

一筹莫展。即使是像牛顿这样的大物理学家,尽管

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 但

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却成了通向唯心主义的桥梁。

当他在解释不通地球绕太阳运行轨道切线方向的力

的来源时,就向上帝求援,从而得出�第一推动 的荒

谬结论。

二、绝对时空观的桎梏

17世纪, 牛顿总结了前人的成就, 建立了牛顿

力学的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对物

质、运动、时空的看法。然而牛顿的时空观带有形而

上学绝对主义的色彩, 曾根深蒂固地统治着人们的

后腿, 然后迈左前腿, 再迈右后腿, 最后迈右前腿。

野马也是马,走法与斑马相同: 左后、左前、右后、右

前。

仔细想一想, 如果把人的双手比做前肢, 行走

时,人的四肢动作顺序也是:左后、左前、右后、右前。

人也有�四肢齐伸 的时候:做�跳箱 运动。
有了麦布利基、佳能提供的依据,再加上我自己

的观察,这几个月我就钟情于观看马的艺术品,从远

古的岩画,到今天的旅游纪念品。

六

科学与艺术本来是一家。不论是始于观察, 还

是始于问题,科学与艺术的源头很近, 它们在山顶

上会合。在山脚下,它们不幸分手, 但是艺术可以、

而且应当从科学获得理性的劝导, 一如科学可以、

而且应当从艺术获得感性的活力。按照�马儿怎样

跑 这个小问题的句式,人们可以得到� 艺术怎样科

学 乃至�科学怎样艺术 的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相
融合, 那是一种大美, 自然的美, 源头的美, 最高境

界的美。

作 者 简 介

王直华 � 1941年 3月 20日生于北京。科普作

家、科学编辑、科学记者。196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后从事电子

学科学研究。1975 年始兼做科

学翻译、科普写作。1985年底投

身科学新闻事业。曾任科技日

报副总编辑。科普作品题材广

泛、体裁多样、与时代同步。曾

获韬奋新闻奖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等。

!69!15卷 3 期(总 87 期)



头脑。就连某些物理学巨匠也拜倒在牛顿绝对时空

观的面前, 把它奉为千古不变的真理。甚至有的人

在物理学研究中已经察觉到牛顿绝对时空观的错

误,也不敢�犯上作乱 ;以至于有人已经看到了皇冠

上的宝珠, 却没有勇气向前迈一步采摘。这在物理

学史上也是不乏其人的。

洛伦兹是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最有成就的理

论物理学家。即使他的工作(明确区分了对于优越

参照系直接可用的�真正的 绝对时间, 和由它以及

位置坐标算出的适用于其他参照系的�局部时间 )

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相对论以前的经典物理学基础;

他的某些结论(如洛伦兹所言一切粒子 ∀ ∀ ∀ 无论是

带电的还是不带电的 ∀ ∀ ∀ 质量都会随着运动速度而
变化; 一切在以太中运动的粒子都以光速为其速度

的上限) ,已经远远超过了旧的理论框架。但是, 他

却摆脱不了绝对时空和以太观念的桎梏, 始终没有

迈出跨入新的时空观念的决定性的一步。

在洛伦兹之前, 德国物理学家福格特于 1887

年,已经提出了从一个光学上合理的参照系导出另

一个同样合理的参照系的变换。爱尔兰物理学家拉

摩在 1900年也发现了这种变换。但是, 他们和洛伦

兹一样,都未认识到这种变换的革命意义,基于和洛

伦兹同样的信念,陷入了绝对时空和以太观念的泥

潭而不能自拔。

在通向新力学的进程中, 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庞加莱作出过极有远见的论断。特别是他在

1906年发表的#论电子的动力学∃一文,已经在很高

的水平上建造了相对论的脚手架,在某些方面的见

解超出了爱因斯坦, 走得比爱因斯坦还要远。但是

同样由于绝对时空观念的束缚, 致使他未能把已经

出现的新思想再提高一步,作出根本性的理论突破。

三、固守在旧理论的框架内

在科学实践中, 新事物层出不穷,新的事实材料

经常冲破已有理论、观点的范围,把人们的认识引导

到新的境地,产生新的理论,使自然科学得到发展。

这一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现代科学是实验和理论的对

立统一体, 而且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自然科

学自身的矛盾运动。

19世纪末期,当人们认为物理学领域中的原则

性理论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科学的大厦已经建成, 后

辈科学家只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够了的时

候,却接二连三地发现了许多新的实验事实, 如光电

效应、放射现象、黑体辐射等等, 它们是原有的科学

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纵然曾有许多物理学家试图在

旧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修正以调和矛盾,但旧

理论愈修补愈不能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与背景

下, 1900年, 普朗克依据实验事实提出了量子假设,

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从宏观进入了微观,开辟

了现代物理学的新纪元。但是, 普朗克在作出这一

划时代的发现以后, 又千方百计地把它纳入经典物

理学的框框。特别是当爱因斯坦根据普朗克的发

现,提出光量子假设,正确地说明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时,普朗克竟斥之为�太极端 , 公然表示反对,并且

武断地把爱因斯坦的成功说成是�失足 。
四、缺乏辨证思维

所谓辨证思维就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运动联系

在人脑中的反映。自然科学作为研究自然界的发展

规律性的学问,就不得不考虑到自然界的辨证关系,

使主观辨证法同客观辨证法一致起来, 只有坚持了

辨证思维,才能使自然科学遵循着自然界的辨证性

质发现其本身的规律。这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
法∃一书中所指出的: � 自然科学一刻也不能没有辨

证思维 。无疑, 辨证思维不能离开唯物主义;辨证

法要素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 。物理学史告诉

我们:就是具有唯物主义的人, 如果不善于辨证思

维,那么他不仅终生无成就,而且还会犯错误。例如

第谷是个长于实践的人, 从事了 30年的天文观测,

积累了大量资料,应该说他是唯物的了。但他缺乏

辨证思维,终生没有重大业绩不算,还坚持地球是宇

宙中心的错误主张, 认为哥白尼体系地动的思想是

违背圣经而不能接受的。

综上所述,对于物理学名家、大师,我们不能盲

目崇拜,把他们神化。在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大

力褒扬其杰出成就和高尚品格的同时, 也要实事求

是地指出他们的失误并分析其原由, 从中总结有益

的教训。这样做, 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地客观地评

价科学名人, 而且有利于科学的后继者从智者之失

中吸取教训,以利于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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