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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繁荣与良好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

换

言之
,

没有特定的社会条件
,

物理学的长足进步就无

从谈起
。

此点
,

量子理论建立发展过程 中的有关事

例能给予很好的说明
。

分析量子理论的形成
,

我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

方面的独特社会背景 一 在欧美特定的社会结构

下社会成员手中拥有较多的财富 或称资本 二

社会开放
、

信息畅通 三 重视 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

较为久远 四 社会各界支持科学事业 五 基督教

唯理主义的大文化环境
。

近十几年来
,

我们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
、

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的道理
。

知识和科学技术从何而来
,

应

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
。

孔夫子说过富而后

教 我看科研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
,

是富而后有科

学事业的发展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西方人一直信奉

的财富就是力量的信条非常有道理
。

不能想象
,

在

一群处于原始生活方式的乞丐中能产生出世界一流

的科学家来 正是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社会成员

手中掌握的财富甚多
,

为它的科学技术进步奠定了

基础
,

才有其近代科技事业的繁荣
。

德国物理学家

洪德在《量子理论的发展 》一书中讲到英国的科研传

统时曾指出
,

他们主要
“

是由许多富有的个人所做
” 。

我认为
,

此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事实确如洪德

所言
。

玻尔研究所的创立和多次索尔维会议的召

开
,

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如海森堡
、

泡利等受到美国洛

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

德布罗意利用他哥哥的私人实

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

以及玻尔住进
“

光

荣府
” 、

过着
“

宫廷气派
”

的生活 可以对以上提法给

于有力的证明
。

我们现在都知道
,

目前西方众多的科研机构都

是由富有的实业家或由实业家提供资金建立的基金

会支持的
。

量子力学初创时期的情况大体亦如此
。

本世纪初期
,

在量子理论还处于幼芽的情况下
,

众多

实业家就曾给他以巨大支持 现在称为尼尔斯
·

玻

尔研究所 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
,

玻尔

卷 期 总 期

年创立时所需资金是从实业家那里申请的
。

定

期召开的物理学高级学术研讨会 —索尔维会议
,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对世界物理学的发展产生巨

大影 响 它的经费是 由比利时实业家
、

碳酸钠工业

生产方法发明者索尔维提供的
。

每次集会
,

论文题

目都在事先统一安排
,

然后邀请有关方面的重要物

理学家出席
。

每次与会人数限制在 位左右
,

会址

在布鲁塞尔
。

会议经过精心组织
,

几乎每次都召开

的非常成功
。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资助过众多青

年科学家
,

挑选人才的方式精明得出奇
。

它资助 的

人才中
,

有多位后来成了量子力学 的奠基人
。

海森

堡和泡利是他们中较重要的两位
。

前面 已提及
,

物

质波理论的首先提出者德布罗意家中富有
。

哥哥是

著名物理学家
,

当时他哥哥 自己拥有从事研究的成

套系列设备 —较高级的私人实验室
。

从 年

起
,

他一直在哥哥的实验室 中做研究
。

可 以说
,

没

有其哥哥的实验室
,

德布罗意 的成就就不 会取得
。

从 世纪 年代初期
,

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玻

尔全家就被邀请住进了丹麦专供科学及其他方面重

要人物居住的光荣府
。

光荣府建筑庄严华丽
,

属于

新古典主义风格
,

参照丹麦的气候条件作了适 当的

修改
,

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

具有皇家气派
。

它是有

名的卡尔斯堡酿造厂 的创始人雅可布森 出资修建

的
。

当初兴建时
,

出资人还 留下了一笔巨额款项作

为该建筑的保养维修基金
。

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

意

大利物理学家艾米里奥
·

塞格莱作为量子理论发展

的见证人感触颇多
。

他在《物理名人和物理发现 》这

本回忆录中说
,

当时欧洲学术界交往甚为频繁
。

量

子力学诞生前夕
,

在德 国有 以索末菲为首的慕尼黑

学派和 以玻恩为首 的哥廷根学派
。

索末菲的著作

《光谱线和原子结构 》一书成为人人必读的教科书
。

在它连续再版的过程 中
,

总是不断把最新的内容充

实进去
。

这本论述清晰
、

容易阅读而又相 当完备的

著作
,

当年任何一位好学生只要消化并吸收了它就



可以径直阅读最新的物理学资料
,

开始作创新 的研

究工作
。 “

在哥本哈根
,

有以玻尔为首的第三个学派

中心
。

最优秀的德 国学生经常从慕尼 黑转到哥廷

根
,

最后转到哥本哈根
” 。

当时
, “

在英国
、

法 国
、

荷兰

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有许多别的中心
” 。

这些 中

心之间
,

教授交往相 当频繁
, “

他们不仅在技术方面

彼此交流情报
,

而且在人才苗子 的培养方面也互相

通气
” 。

关于第三个方面的有关问题
。

欧洲 自近代开端

时期就非常重视 自然科学研究事业
。

年
,

英国

有伦敦皇家学会建立
。

年
,

法 国成立了巴黎科

学院
。

年
,

德 国有柏林科学 院创立
。

到 世

纪
,

英法等国的许多科学中心形成
,

并且学术活动已

相 当频繁
。

以上是欧洲近代史上一般 自然科学研究

的前期发展总体概况
。

具体到物理学方面来讲
,

欧洲的研究活动也是

渊源流长的
。

与量子理论发展有关的几个欧洲科学

中心
,

大体情况都是如此
。

柏林 世纪
、

年代

已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有了突出成绩
。

正是在这里的

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中
,

维恩发现了他的位移定律

以及辐射公式 正是在这里
,

陆末和普林斯海姆的测

量促使普朗克注意到 了黑体辐射现象
。

此外
,

普朗

克也在这里工作过
。

德 国的哥廷根
,

物理学的研究

也有传统
。

高潮 时代
,

哥廷根是数学研究中心
。

但

从韦伯开始
,

物理学也享有了崇高声誉
。

能斯脱在

这里发现 了他的热定律之后
,

哥廷根 的声誉进一步

提高
。

年
,

玻恩来到这里
,

本来是学习数学的
,

但被这里浓厚的物理学研究气氛所倾倒
,

转而成为

了学物理 的学生
。

到一 战前夕
,

那里聚集了众多思

想活跃的年轻科学家
。

除了玻恩外
,

还有韦尔
、

冯卡

曼
、

柯朗和厄瓦尔德
。

正是在哥廷根
,

玻尔于

年作了他的一系列著名报告 玻尔此行便是量子理

论发展历程上著名的
“

玻尔的节 日
” 。

也正是在哥廷

根
,

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和概率解释得到了发展
。

除了上述两地外
,

与量子理论发展关系至为密切的

英国剑桥
、

丹麦哥本哈根
、

德国慕尼黑
、

瑞士苏黎世

等地情况大体亦如此
。

亦是物理学的研究有较久远

的传统
。

它们 当中
,

物理学传统最长久 的是英国的

剑桥
,

那里的卡文迪许实验室
,

是物理学许多重要研

究的策源地
。

通过对量子理论发展历程的研究
,

我感受最深

的一点是整个欧美社会
,

他们的社会各界对科学事

业的支持不是表面的
、

形式主义的
,

是发 自内心 的
。

毫无做作之感和 口是心非之嫌
。

有关此点
,

除了前

述 的实业家鼎力支持之事外
,

下列之事更能给以说

明
。

众多社会成员以能与科学家结交为荣
。

据意大

利著名物理学家艾米里奥
·

塞格莱 回忆
,

玻尔住进

光荣府后雅士淑女经常前往造访
,

使亲临其景者不

禁会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公子王孙们的社交场面来
。

也许
,

塞格莱在讲述此事时有针贬玻尔之意
,

但我认

为此事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社会是不卑视毫无富贵

可言的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
。

当时西欧政界人物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更是表现

出了亲近和关心 还是玻尔的家中
,

历年都有首相

或皇室成员做客
。

光量子理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
,

与其私交甚笃者有魏玛共和 国的外交部长
·

拉

吞诺
,

有 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皇后等达官显贵
。

爱因

斯坦与伊丽莎白皇后建立的友谊甚深
,

他们曾相互

通信多年

下面几件事同样可以证明西方社会对自然科学

工作者是恩礼有加的 前面提到的索尔维历次会

议
,

当时每逢会议召开
,

比利时皇室都表示极为重

视
,

都是邀请全体与会者出席御宴 以色列 国的建

立是欧美社会的扩延 当时它也是不轻视 自然科学

工作者
,

而是尊崇有加 据有人回忆
,

以色列国建立

时爱因斯坦曾被邀请去担任总统
,

只是爱因斯坦深

知 自己不足之处
,

婉言辞谢
,

才未使此事成为现实
。

关于文化背景问题
。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注

意到了文化背景与 自然科学事业发展二者间的关系

问题
,

我认为这些探讨有一定道理 无容讳言
,

欧美

自然科学事业的发达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特点有很

大关系
。

此点
,

近代物理学发展史上许多科学家同

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的事实能给以说明
。

我认为著

名 当代经济学学者顾准如下 的话
, “

范文澜痛斥宗

教
,

他不知道
,

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
,

这是宗教精神 固然窒息科学
,

也培育了科学
” “

有

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 象布鲁诺那样宁肯烧

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
,

⋯ ⋯像生命可

以不必要
,

航海却不 可不去的冒险精神
”

很有道

理
。

总之
,

作为近代物理学两大支柱之一的量子理

论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
,

科学事业的发展仅靠科学

工作者的单方面贡献还远远不够
。

如果从更高些角

度看 问题的话
,

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个系统工

程
。

其中包括了经济的
、

社会的
、

政治的
,

以及文化

的诸多 因素
。

对此
,

我们的社会应该引起重视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