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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学理论的确立离不开假说,因为它是通过

假说发展而来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要自

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因此, 研

究假说的本质、作用及其转变为科学理论的过程, 将

有助于探讨物理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论。

一、假说是科学性和猜测性的辩证统一

物理学研究的任务是揭示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

律,创立科学的理论。但在客观事物的本质未被充

分揭示以前,人们总要根据已经掌握的科学原理、科

学事实,运用抽象的逻辑方法,借助于创造性思维,

预先作出一些假定性的解释, 这就是假说。

任何假说的建立,都必须以一定的科学知识和

经验事实为基础。科学假说不是主观臆造的, 它是

植根于事实与知识的土壤之中。它同缺乏科学论证

的简单猜测和随意幻想有根本的区别。例如, 开普

勒在寻找行星运动规律时, 提出过 19 个假说, 这些

假说的提出,都是基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包括圆轨

道假说)和第谷的观测资料以及纯几何学的研究方

法上。另外,也基于他对宇宙规律性、和谐性的坚强

信念。开普勒曾写道: �决定我敢于这样做(指敢于

探索行星运动规律)的是静止不动的事物, 即太阳、

行星和距离的美妙和谐, 它们像圣父、圣子和圣灵的

美妙和谐。我在我的宇宙结构学中将继续遵循这一

类比。 
假说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一定的猜测

性,它是建立物理学理论的一种预制品。假说在未

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以前, 它是一种对外界现象的推

断和猜测。它要时时刻刻向科学理论过渡, 在过渡

的过程中不断地减少着假设性而增加着科学性。譬

如关于热的本质的争论, 16 世纪以后,人们曾提出

许多假说, 总的来讲可分为�热的运动说 和� 热质
说 。由于当时热是运动的观点尚缺乏足够的实验

根据,只是用它能对摩擦生热、捶击生热等热现象作

简易的推测性的解释, 所以还不能成为科学理论。

倒是热质说能成功地说明有关热传导和量热学的一

些实验结果,使人们相信它是一个正确的学说,从而

压倒了热是运动的看法。并在 18世纪到 19世纪初

居于统治地位。然而热质说因不能说明摩擦生热现

象,而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它一直作为一个

假说而存在。直到往后很多学者先后在分子运动论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克劳修斯、麦克斯韦、玻

耳兹曼的工作尤为重要) ,才明确地提出热是分子运

动的表现,使流行了 100 多年的热质说最终被彻底

抛弃。这样,一些定性的分子运动论假说不但�东山
再起 , 而且发展成一个系统的定量的理论。

足见, 假说本身就是科学性和假定性的辩证统

一。

二、假说是建立和发展物理学理论的桥梁

假说对于物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毋庸置疑, 物理学研究的基础是观察

和实验。但科学观察和实验总是带有目的性的, 它

必须在一定的动机支配下, 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方

案、方法进行。这就需要假说。假说提供了实验的

课题、任务、甚至方法。可以说, 没有假说,就不会有

系统的科学观察和实验。近代早期最重要的观测,

当推第谷的天文观测。然而第谷的观测却是在地心

体系的假说指导下进行的。他自己就说过,没有一

个世界体系理论的指导,就无法进行观测。

假说拟定观测和实验的任务及途径, 赋于观察

和实验以明确的自觉性和高度的主动性。这一方面

表现在为了证实假说而设计观察和实验, 另一方面

也表现在为了否定假说而设计观察和实验。著名的

比萨斜塔落体实验, 就是伽利略为了否定亚里士多

德关于�重物自由下落较轻物快 的错误假说而设计

进行的。实验结果推翻了流行 12个世纪的错误假

说,产生了全新的自由落体定律。

进行科学观察和实验需要假说,把观察和实验

得到的资料上升为理论同样需要假说, 物理学理论

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但是由于受到各

种各样的条件限制, 人们不能一下子就达到对客观

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 而往往要借助于假说这种研

究方法, 运用已知的科学原理和事实去探索未知规

律,不断地积累实验材料,增加假说中的科学性的内

容,减少假定性的成分,逐步地建立起正确反映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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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科学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又会出现原先

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新现象, 这就需要提出新的假

说,建立新的理论。物理学就是沿着假说- 理论、新

的假说- 新的理论∀∀这个途径愈来愈丰富和发

展,愈来愈趋于完善。因此,有人将假说比作科学理

论的胚胎, 是丝毫也不过分的。比如, 1905年爱因

斯坦提出的�光量子 假说, 孕育着量子论的诞生。

即使是有些错误的假说, 还能够为以后新假说的形

成和新理论的创立提供科学材料和某些局部的正确

原理、方法、公式、定律等。例如, 地心假说是错误

的,却为尔后哥白尼建立日心假说积累了大量材料。

还有些错误的假说, 可以启迪人们的创造性思维, 由

此产生出新的假说、乃至新的物理学理论。这在物

理学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众所周知, �以太 的假

说是错误的, 17世纪时它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被

引进物理学的。然而, �以太 假说不仅在物理学思

想的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使人们懂得:空间不可

能是虚无的,物体之间不存在任何超距作用) , 而且

它还为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提供了思维的素材。因为

人们为了确立以太的存在, 曾企图观测�以太风 。
这样, �以太漂移 的实验观测, 从 1728年的初期探

索后, 就被广泛地进行着。但是 1887年 7月迈克尔

逊 # # # 莫雷实验却表明: 静止以太的假说是不对的。

于是,爱因斯坦就在彭加莱等人关于以太漂移�零结
果 的卓越见解的启发下,彻底否定了�绝对空间 概

念和�静止以太 假说的存在意义, 运用�思想实验 ,
重新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说 # # # 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

变原理,并由此而创立了彪炳史册的狭义相对论。

三、假说上升为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科学假说形成之后, 一方面因为它具有一定的

科学根据,将对科学研究起指导的作用, 另一方面,

由于它毕竟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假定性的说明, 尚

未得到实践的证明, 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错误

的。因此,科学假说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

的发展而发展, 逐步向确实可靠的理论转化。

实践不仅能使正确的科学理论受检验而被证

实,而且能够使错误的假说经过检验而被抛弃。地

心假说流传了 1500多年, 热质说、�以太 概念流行

了100多年,但最终还是由实践作出判决而被推翻。

然而,科学实践验证科学理论的途径和方式是

复杂的、多样的,一般可分为直接验证法和间接验证

法两种。所谓直接验证法就是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

实验直接观测验证科学假说,以观察和实验的结果

与假说是否相符合, 对假说进行肯定、否定或修正。

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刚提出时, 也只是一个

假说。对于这个假说的验证,除了牛顿本人在 17世

纪末叶曾运用这个定律解释秒摆长度在赤道比在巴

黎要短些的现象外, 18世纪初, 哈雷根据万有引力

定律推算出一颗彗星的轨道,并预测它以约 76年的

周期绕太阳运转, 后来被观测所确证。1798年卡文

迪什采用扭秤法较精确地测定了引力常数的值, 从

地面上的实验中直接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所谓间

接验证法,指的是有不少的科学假说,由于受科学技

术水平的限制,只能在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的基础

上进行间接验证, 即验证科学假说成立所导致的必

然结果和客观效应、验证科学假说成立所必然具有

的现象和特征,验证根据科学假说逻辑地作出的推

论和预言,从而达到验证科学假说本身的实质内容。

例如,对爱因斯坦提出的引力波假说(高速运动着的

物质会辐射引力波)就是通过直接观测到了引力波

辐射的这种客观效应而证实的。

实际上, 科学认识同人的全部认识一样, 是�沿
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 。认识从实践出发,

还要回到实践中去,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

而构成了认识的近似于螺旋的上升曲线。因此, 一

个正确的科学认识,往往不是一次成功的,而是要在

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反馈,才能实现。比如,人们对光

的本质的认识,从表现形式上看,就是一个螺旋式上

升的过程。开始时提出了微粒说, 它成功地解释了

光的一些现象, 但不能解释光的衍射和干涉现象。

后来波动说否定了微粒说,但波动说又解释不了光

电效应等现象。直到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说,把光

看成是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两重性的物质,才圆满

地解释了光的各种现象。一般说来, 倘若一种假说

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它符合已有的全部实践;当它运

用于科学实践时, 没有出现与其内容相悖的事实;由

它做出的推断和预见, 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这时假说

就已经上升为理论了。

物理学史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是

物理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 也是假说产

生、消亡、更迭和转化的历史。只有立足实践的坚定

基础,保持辩证的清醒头脑,才能从过往匆匆的假说

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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