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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既具有波动性
,

又具有粒子性
,

如今这早 已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
。

可是
,

在光学发展之初
,

光所具有

的这种波粒二象性却由于两个学派的争论而处于对

立之中
。

当时
,

人们对光的本性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

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学说
,

一种是 以牛顿为代表的

微粒说
,

一种是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

牛顿的微粒说
,

主要是根据光的直线传播特性
,

认为光是一种微粒流
,

微粒从光源中飞出
,

在均匀物

质内按照力学定律做等速直线运动
。

这种观点较好

地解释了光的折射和反射定律
。

惠更斯是光的微粒说的反对者
,

他创立 了光的

波动说
。

年他在《论光 》一书中写道
“

光 同声

一样
,

是以球形波面传播的
,

这种波同把石子投在平

静的水面上激起的波相似
。 ”

当时这两派学者争论得非常激烈
,

彼此互不相

容
。

众所周知
,

如果把一张纸放在灯前
,

就会在墙上

产生一个清晰的
、

轮廓分明的影子
,

这就是光沿直线

传播的一个例子
,

当时的微粒说能很好地解释光的

这种性质
。

然而 日常经验还告诉人们
,

海浪 水波

并不会受到船的阻挡而出现船的影子
,

恰恰相反
,

海

浪会绕过船继续传播下去
。

也正是 因此
,

主张微粒

说的学者对波动说提出了质疑 如果光 的波动说是

正确的
,

那么光就会像水波一样绕过纸的边缘
,

使影

子变得模糊
,

因此
,

把纸放在灯前就不可能出现清晰

的影子
。

主张波动说的学者不甘示弱
,

他们反驳说
,

河水里短的波打在大船上
,

在船这边 的波在另一面

就看不到
。

如果波非常小而船却很大
,

那么水波就

会被大船挡住而出现一个清晰的影子
。

我们平时所

看到的现象之所以总让人觉得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

很可能就是 因为它的波长 比普通 的障碍物要小得

多
。

如果能做一个足够小 的障碍物
,

很可能也会什

么影子都没有
。

看来波动说要想在争论中取胜
,

恐

怕至少要等到确实能用实验证明光会变得弯曲的时

候
。

可是在当时
,

要制造一个能完成这种实验的仪

器却有相 当大的困难
。

于是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

这两种学说都相持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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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是位英国物理学

家
,

他的观点倾向于光的波动说
。

年
,

杨使一束

太阳光通过相邻两小孔分成两束而发现了光的干涉

图样
,

他还明确地阐述了波的叠加原理
,

在解释实验

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时
,

他第一次引人了干涉原理
。

这对光的波动说本应该是很有力的支持
,

然而
,

杨的

论文问世后
,

不但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

还遭到

微粒论者的嘲讽和攻击
,

原因是他对实验中观测的

方法阐述得不够严密
。

一位名叫布鲁厄姆的评论家

还在《爱丁堡评论 》中发表文章
,

非常粗暴地将杨训

斥和侮辱 了一通
,

说他的文章
“

没有任何值得称之为

实验或是发现的东西
” , “

没有任何价值
” ,

还指责杨

的干涉原理是
“

既荒唐又不合逻辑
” ,

认为他是一个
“
口 出狂言的梦 吃者

” 。

因此
,

他的论文被弃置 一

旁
,

长达 年都无人问津
。

这使得年轻的杨懊丧万

分
。

法 国物理学家菲涅耳

生于 年
,

他一生主要从事光本性的研究
。

他有

非凡的实验才能
,

善于对问题进行深人的思考
。

在

岁时
,

他用 自己做的干涉实验证实了光 的波动

性
,

并提出两束光发生干涉的条件
。

借助于数学技

巧
,

他还发展了惠更斯原理
,

说明了光波衍射的规律

性
。

他在论文 中将所有细节都写得非常清楚
,

这一

理论很快就被以严密著称的法国数学学派所接受
,

后来物理学界也理解了他的观点
。

正 当菲涅耳为证实光的波动性这一成果而感到

欣喜的时候
,

他意外地从朋友那儿得知
,

自己所取得

的这些成果 中有相 当一部分的内容杨在 年前就

已经发现了
,

只是他的论文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

的重视 而菲涅耳的工作由于 比杨更为详细和定量

比
,

易于理解
,

所以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经历了一番

思想上 的痛苦与失落
,

襟怀坦 白的菲涅耳还是决定

给杨写一封信
。

在这封信中他写道
“

当一个人以为

他已经做出了某种发现的时候
,

如果他得知另外一

个人 已经在他以前有了这种发现
,

他不会不感到遗

憾
。

我坦白地 向您承认
,

先生
,

当阿啦戈向我讲明
,

在我向研究院提出的论文 中所描述的那些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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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是指真空中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

它是物理

学中最重要的常数之一
。

人们最初是通过测量可见

光的传播速度测得它 的数值的
,

目前国际公认值是

米 秒
。

光速是人们最早测量的物理常数
,

对光速测量

方法的进展
,

不仅标志着光速在准确度上的不断提

高
,

还充分反映了近代物理及其实验方法 的惊人发

展
。

人们对光速的测量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

年 年的 多年

在这一阶段
,

人们确定了光速的有限性
,

并对光

速进行了初步测量
。

世纪以前
,

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认为光速为

无限大
,

宇宙中恒星发的光是瞬间到达地球的 伽

利略首先对上述观点提出怀疑
,

并在 年前后做

过粗糙的实验来证明光速的有限性
,

但未获得成功
。

年丹麦天文学家罗墨利用木星的卫星蚀

方法首次对光速进行了测量 因木星和地球的轨道

运动周期不 同
,

木星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变

化
,

最大距离与最小距离之差等于地球的轨道直径
。

罗墨发现卫星蚀的变化周期为 个月
,

这个周期正

是地球从距离木星的一个最近位置运行到下一个最

近位置的时间
。

从上述的一个位置出发可以估计

个半月后地球到达与木星最远距离时发生卫星蚀的

时间
。

罗墨发现
,

在最远距离处与最近距离处卫星

蚀发生的时间延迟了 分钟
。

他认为这是光速的

有限性引起的
,

根据观测数据最先确定的光速值为

千米 秒
。

年后
,

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

第三任台长布拉德来于 年用光行差的方法测

得光速
。

至此
,

天文学家用天文学的方法对光速的

测量
,

完全确定了光速的有限性
。

世纪中叶
,

人们开始用物理学的方法测定光

速
。

当时先后产生了测定光速的两种方法
,

旋转齿

轮法和旋转镜法
。

旋转齿轮法是法国物理学家斐索

在 年发明的
。

装置如图 所示
,

光源 发出的

光在半镀银 的镜子 上反射
,

经透镜 聚焦到

点
,

再经 从变成平行光束
,

经过 千米后通过 几
会聚到镜子 上

,

再 由 沿原路返回到 后进人观

测者的眼睛
。

置于 点的齿轮旋转时把光束切割成

中
,

只有很少一些是真正 的新发现时
,

我曾极度懊

丧
。 ”

虽然如此
,

在菲涅耳看来
,

没有什么 比追求真理

更为重要
,

他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别人的证实
,

这也足

以令他欣慰 了
,

正如他在信中所述
“

如果有什么使

我感到安慰的话
,

那就是使我有机会认识一位伟大

的科学家
,

他 以大量 的重要发现而丰富了物理学宝

库
。

与此 同时
,

所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对我所研究的

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更加充满信心
。 ”

后来
,

菲涅耳还

将 自己的论文赠送给杨
,

并在公开的场合宣布杨的

优先权
。 “

我已在一些场合非常高兴地 当众宣布了

您的发现
、

您的观察结果
、

甚至您的假设的优先权
。 ”

这是菲涅耳写给杨的信中的一段话
。

菲涅耳就是这

样谦虚而实事求是
。

菲涅耳的巨大成功
,

使人们对光的波动性有了

新的理解 随后
,

杨在 年前的实验和论文也得到

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

虽然杨早在菲涅耳之前 已做出

同一发现
,

但他仍然非常尊重年轻的菲涅耳
,

在给菲

涅耳的信中
,

他这样写道
“

先生
,

我为您赠送我令人

羡慕的论文表示万分的感谢
,

在对光学进展最有贡

献的许多论文 中
,

您 的论文确实有很高的地位
。 ”

在

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中
,

杨还写道
“

我首先非常高

兴地在科学院会议上 听到 了菲涅耳先生 的光学报

告
。

虽然看来他是 由于 自己的努力而重新发现了光

的干涉定律
,

而且通过精密计算把它们应用到了我

几乎已感到没有希望用干涉定律作出解释的一些现

象上
,

但在任何场合
,

特别是对理论作出清楚陈述

时
,

他以最审慎的公正和最 自由的坦率
,

承认我的研

究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权
”

就是这样
,

杨和菲涅耳的实验为光的波动说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他们以非凡的成就和高贵的品格

赢得了共同的荣誉
,

成为光学史上齐名的科学家 这

段有关发现优先权的故事
,

也 已成为物理学史上的

美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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