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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如何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人人都不得不依赖于

自己的感官知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来进行

日常事务并享受某些快感。这些知觉向我们显露关于外部世界

的很多信息，然而总的来说是粗糙的。如笛卡儿所言，感官知觉

乃感官迷惑，此言也许过重了。现代的仪器如望远镜确实大大

扩展了我们的知觉，然而这样的仪器之可用性是有限的。

重大物理现象根本就不是感官知觉到的。感官没有向我们

显示地球绕其轴旋转并绕太阳公转，也没显示维持行星绕太阳

公转的力之本性。电磁波能使我们收到几百甚至几千英里外发

射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而感官对于电磁波本身一无所知。

这本书对于数 学 的 日 常 应 用，如 确 定 一 座５０层 大 楼 的 高

度，不多涉及。读者将会悟到感官知觉之限度，不过我们的主要

兴趣是，描述仅 靠 数 学 手 段 对 于 物 理 世 界 之 实 在 知 道 些 什 么。

我将描述数学对于现代世界的重大现象披露了什么，而不是铺

陈数学知识。诚然，经 验 和 实 验 在 探 究 自 然 中 也 起 了 作 用，不

过，本书将表明，这些手段在许多领域起了次要作用。

在１７世纪，布莱泽·帕斯卡尔为人类之无助而悲哀。然而

今天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极有力的武器———即数学———给予了

我们关于物理世界巨大领域的知识并使我们掌握了控制权。大

卫·希尔伯特，现代首屈一指 的 数 学 家，１９００年 在 国 际 数 学 大

会上的演讲中说道：“数学是一切关于自然现象的严格知识之基



础。”我们有充分理由补充说，对于许多重要的现象，数学提供了

我们所能有的唯一的知识。事实上，一些科学分支只是由一套

数学理论组成，并饰以几个物理事实。

与学生在学校里所获得的印象相反，数学不只是一系列技

巧。数学向我们显露关于某些我们还未知的，甚至从未臆度过

的重要现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显露与知觉矛盾的道理。它是

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之精华。它不但超出了知觉之域而且

大大优于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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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观：

外部世界存在吗？

哲人是这样的人，他知晓其他人知之甚少的某些

事情。

笛卡儿

哲学家之言有尽人类荒谬之极者。

西塞罗

整部哲学不是像在用蜜撰写吗？乍看很奇妙，再

看消失殆尽，只剩下黏稠的污痕。

爱因斯坦

有
独立于人类的物理世 界 存 在 吗？山 脉、树 木、陆 地、大 海、

天空，无论是否有人在场感知，它 们 都 存 在 吗？这 似 乎 是

愚蠢的问题。当然存在。我们不是常常观察这世界吗？我们的

感官不是不断地提供这世界存在的证据吗？然而，深思之士却

不会对显而 易 见 的 东 西 不 屑 考 问，即 便 只 是 为 了 确 证 也 要 问

一问。

我们从哲学家开始。这些爱智者，多少世纪以来深思细考

了关于人类和世界的所有问题，然而像单恋的痴情者一样常常



感到失落。最伟大的哲学家中有人思考过关于外部世界存在的

课题。有否认其存在者，也有承认其存在者，不过这些人又认真

地怀疑我们对 于 外 部 世 界 了 解 了 多 少、我 们 的 知 识 有 多 可 靠。

杰出的哲学家 伯 特 兰·罗 素 在 其《我 们 关 于 外 部 世 界 的 知 识》

（Ｏｕ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ｒｌｄ）一 书 中 写 道：“自 古 至

今，比起其他学问，哲学自认为有资格获得的极多而实际成果却

极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考察一下某些哲学家不得已而言

之者为何。我们将集中讨论那些认真考问过我们关于外部世界

的知识的哲学家。

第一个探讨此问题的是大约公元前５００年的希腊哲学家赫

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赫拉克利特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

但坚持世上任何事物都常变。用他的话来说，人不能两次踏进

同一条河流。从而我们自认为收集到的关于物理世界的事实在

下一瞬间就不再存在。

与此相反，伊 比 鸠 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公 元 前３４１—前２７０）坚 持

这一基本原则：我们的感官是到达真理的绝对可靠的向导。感

官告知我们，物质存在，运动发生，最终的实在是由存在于真空

中的原子组成的物体。它们一直存在，不可毁坏，并且不可分不

可变。

古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柏拉图（Ｐｌａｔｏ，公元前３４１—前２７０）

也对此问题感兴趣。他承认一个外部世界的存在，但却得出这

样的结论：通 过 感 官 感 知 的 世 界 是 混 杂 的，变 化 多 端，永 不 停

息，是不可靠的。真正的世界是理念的世界，不可变不朽坏。不

过这理念世界 不 能 由 感 官 而 只 能 由 心 智 来 把 握。观 察 是 无 用

的。在《理想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中，柏拉图明确地论述，表象后的实

在才是天生的、数学的。理解实在就是从表象中抽绎出实在，而

不是将实在强加于表象。数学是真正存在的基础，是永恒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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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柏拉图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把它构想成关于抽象的、非物质

的理想理念的更普遍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理想理念是完美的

模型，而宇宙中任何事物，不管是物质的、伦理的，还是美感的，

都力图臻于完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道：

但是如果任何人试图获知感官的东西，不管瞪眼向上

还是眯眼向下，我都不会说他会真正获知什么———因为这

永远得不到真知；同样我也不会说他的灵魂在向上看，而是

向下，哪怕他是仰面浮在海上或躺在陆地上在研究。

普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在 其《马 塞 卢 斯 生 平》（ＬｉｆｅｏｆＭａｒ

ｃｅｌｌｕｓ）中叙述道：柏拉图的两 个 著 名 的 同 时 代 人，优 道 克 苏 斯

（Ｅｕｄｏｘｕｓ）和阿球 塔 斯（Ａｒｃｈｙｔａｓ），以 物 理 论 据 来 证 明 数 学 结

果。柏拉图义愤填膺地谴责此类证明乃几何学的堕落：那是以

感官事实来取代纯粹的推理。

柏拉图对天文学的态度可说明他关于我们应探求的知识的

观点。他说，这门科学并不关乎可见天体的运动。天空中星辰

的布置和其表观运动的确奇妙美观，但这只是观察和对运动的

解释，离真正的天文学相差很远。在达至这门真正的科学之前

我们必须将天空搁置一边。因为真正的天文学研究的是数学天

空中真正星辰的运动规律，而可见天空只是数学天空的不完美

的表现。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柏拉图告诉我们天文学家的要务，

这些话现在已很著名：

这些绘在天上的火花，既然它们是可见表面上的装饰

物，我们必须认为是最美妙、最精确的物体，但我们必须承

认它们离真理还很远，即以真正的数和真正的图形来度量

的实在的速度和实在的缓慢的运动。……而这些只能根据

推理和思想来把握，而不是根据视觉。（因此，）如果我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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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真正的天文科学，就必须（只是）将天空的纹章作为模

式来帮助我们研究那些真正的实在。

这种天文学概念会使具现代头脑的人震惊，学者们毫不犹

豫地谴责柏拉图，认为他对感官经验的贬低是科学进展的严重

阻碍。然而我们应该承认，这里分配给天文学家的任务恰好就

是几何学家成功地遵循的路径。几何学家研究三角形在头脑中

的理想化而不是个别三角形的物体。在柏拉图的时代观测天文

学已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也许他所想的是进一步的发展

有待于对所积累的资料进行严格的思考和理论化。

柏拉图的抽象理想概念的确不幸地阻碍实验科学的进步达

数个世纪之久。这概念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真正的知识只能通

过对抽象理念的哲学沉思才能获得，而不是通过观察实在世界

中偶然的不完美的事物。

然而，过去与现在都有哲学家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并相信

我们可以通过感觉获得可靠的知识。与柏拉图针锋相对，亚里

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不仅断言一个外在于人类的世界 的 存 在，而

且坚持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是这样得到的：我们从世界中抽象

出对于我们所感知的某一类物质客体共同的东西，如三角形、球

形、树叶与山。他批评柏拉图太关注于非现实的另一世界，还将

科学还原为数学。从字面上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物理学家，相

信作为第一实体和实在的本源的物质事物的存在。物理学，一

般地说，所有科学必须研究物理世界并从中得到真理。这样，真

正的知识是从感官经验、直觉和抽象中得到的。这些抽象物不

独立于人的头脑而存在。

为达到真理，亚里士多德利用他所说的共相，即从真实事物

中抽象出的普遍性质。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从对我们来说

可知可观察的事物开始，然后依次进展到那些从本性上说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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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更可知的事物。他取出物体的明显的可感性质，使其实体化，

并把它们提升到独立的心智概念。具体地说，在中央大地之上

（包括所有的水），是空气所占据的区域；更高处，直到月亮，是一

我们称之为火的实体，尽管实际上它是火与空气的混合物。它

们的存在取决于“四要素”：热、冷、干、湿（参见第５、第１０章）。

这四要素可以六种方式两两组合，不过其中两种组合———热与

冷、干与湿———按其本性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四对组合产生了四

种元素。这样，地是干而冷，水是冷而湿，空气是热而湿，火是热

而干。这些元素不是永恒的，相反，物质持续地从一种形式变化

到另一种形式。从地球直到月亮的整个宇宙不断变化、朽坏、死

亡、腐败，正如气候和地质现象所生动显示的。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人们却倾

向于置其不顾，因为虽然他们的文化强调数学的重要，但他们生

活在一个可合理地称之为前科学的世界。他们实验不多，在整

体上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科学世界相分离。

在中世纪，人们不再关心外部世界，神学是人们的首要关注

对象。直到文艺 复 兴 时 期 哲 学 家 才 以 强 烈 的 兴 趣 转 向 物 理 世

界。尤其在西欧，近代哲学自那时肇始，随之而来的是对科学的

新兴趣。

雷内·笛 卡 儿（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１６５０）是 近 代 哲 学

的奠基者。他的《方法谈》（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ｉｇｈｔｌｙＣｏｎｄｕｃ

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６３７）中包

括的三个附录“几何学”、“折射光学”、“气象学”是经典之作。尽

管笛卡儿认为他的哲学和科学学说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经

院哲学，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一个经院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主义

者。他步亚里士多德的后尘，从自己的头脑中抽绎出关于存在

和实在本性的命题。也许正因为此，他的著作比那些开始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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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实验中获取 真 理 的 探 索 对１７世 纪 产 生 了 更 广 泛 的 影 响。

观察和实验这两个源泉是与传统格格不入的。

考虑到有这样的逻辑可能性：他的所有信 念 都 是 错 误 的，

笛卡儿寻找一个建立真理大厦的坚实基础。他发现只有一个事

实他可以确信———我思故我在（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ａｍ）。因为

他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和不完美的，他推断道，这种有限感隐含

着必有一个无限完美的存在，他借此衡量自己。这存在，上帝，

必存在，因为如果他缺少了存在这基本性质，他就是不完美的。

对笛卡儿来说，上帝存在这一结论，对于科学来说比对于神学更

重要。因 为 它 提 供 了 可 能 性 来 解 决 客 观 世 界 的 存 在 这 中 心

问题。

因为我们对外在于我们头脑的世界的知识是通过感官印象

而来，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除了感官印象是否还存在其他东

西，或者说是否客观实在是一种幻觉。对于这个问题，笛卡儿的

回答是，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就不会是一个欺诳者。如果物质宇

宙不是真实的，他就不会让我们相信其存在。

客观实在主要通过广延这物理属性来把握，这是物质这一

概念所固有的，而物质概念并非来自于感官。因此，没有关于物

质世界的知识来自感官，除非是以非直接的方式。笛卡儿有才

能将他对物质客体的观察资料分成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性质。这

样，颜色是第二性的，因为它只能通过感官来觉知，而广延和运

动是第一性的。

对于笛卡儿来说，整个物理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根据自

然规律来运转。这些自然规律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尤其是数学推

理来发现。他贬低实验的作用，尽管他做过生物学实验。

响应当时正在获取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哲学家托马斯·霍布

斯（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１５８８—１６７９）在 其《利 维 坦》（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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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１）中声言，在我们之外只有运动的物质。外部物体给我们的

感觉器官以压力，通过单纯的机械过程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了

感觉。所有知识都自这些感觉导出，感觉然后变成了头脑中的

影像。当一串影像到达时，就激起其他已接收的影像，例如，一

个苹果的影像 就 激 起 一 棵 树 的 影 像。思 想 就 是 对 影 像 链 的 组

织。具体说来，按照物体和物体的性质在影像中显现的样子加

上名称，思想就在于通过断言来联结这些名称并寻到这些断言

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其《人的本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１６５０）一书中，霍布斯说

观念就是对通过感官所接受的东西的影像或记忆。并没有内在

固有的理念或理想物，没有公相或抽象理念。三角形只是意味

着所有被感知的三角形的观念（影像）。所有产生观念的实体都

是物质的 或 有 形 体 的。事 实 上，心 智（ｍｉｎｄ）也 是 实 体。语 言

（例如科学和数学语言）仅仅由符号和对应于经验的名称组成。

所有的知识都只不过是记忆，心智通过词语来活动，而词语不过

是事物的名称。真与假是名称而不是事物的性质。“人是生物”

这句话是真的，是因为任何叫做人的也叫做生物。

头脑组织和联系那些关于物理客体的断言，当发现规则性

时，就获得了知识。数学活动就产生这样的规则性。所以头脑

的数学活动产 生 关 于 物 理 世 界 的 真 正 知 识，数 学 知 识 是 真 理。

事实上，实在只有通过数学形式才为我们所知。

霍布斯为数学对真理的专有权的辩护是如此强烈，甚至数

学家都起而反对。在给当时的物理学泰斗克利斯提安·惠更斯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ｕｙｇｅｎｓ）的 一 封 信 中，数 学 家 约 翰·沃 利 斯（Ｊｏｈｎ

Ｗａｌｌｉｓ）这样谈论霍布斯：

我们的利维坦正在激烈攻击和摧毁我们的大学（不仅

我们的而且所有的），尤其是牧师、神职人员和所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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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基督教世界没有可靠的知识，无论哲学上还是宗教上

都荒唐可笑；似乎人们不懂哲学就没法理解宗教，而不懂数

学就不懂哲学。

霍布斯强调感觉的纯粹物理根源，强调头脑在推理中的有

限作用，这震惊了许多哲学家。在他们看来，心智不只是一堆机

械运作的物质。在其１６９０年出版的《人类理解研究》（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一书中，洛克（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略似霍布斯，而不像笛卡儿，以人类没有固有观念的断言开始，

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像白板一样空白的心智。经验经过感官

的媒介，在这些白板上留下印记，产生简单观念。有些简单观念

是物体固有性质的相似物。这些性质他称之为第一性的，例如

充实、广延、形状、运动和数量。这些性质不管是否有人知觉都

存在。还有一些来自感觉的观念是客体的真实性质在心智上产

生的效果，但这些观念不对应于实际的性质。这些第二性的性

质中有颜色、味道、气味和声音。

洛克在其著作中的目的是发现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在事

物的明亮和黑暗部分设定界限的地平线”。这样他就可以反驳

怀疑论者和另一极端的过于自信的推论者。前者“因为一些事

物不能理解就质疑一切，否认所有知识”；而后者假定整个存在

的汪洋大海是“我们理解力天然无疑的占有物，其中无物能在其

判断之外，无物能逃脱其把握”。他的更积极有建设性的目的是

建立知识和意见的基础和衡量标准，凭此在人类的理解力有能

力把握的所有事物中获得或接近真理。

正如洛克在导论中所解释的，此书的计划或构思是“为了探

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实性和范围；以及信念、意见和同意的基

础和范围”。遵循一种简明的历史方法，他叙述了我们的观念的

起源，然后展示了通过这些观念理解力获得什么知识，最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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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或意见的本性和根据。

虽然心智不能虚构或构造任何简单观念，它却拥有能力反

思、比较和联结简单观念从而形成复杂观念。这里洛克背离了

霍布斯。他说，此外，心智并不知晓实在本身，它所知的只是关

于实在的观念，心智借助于这些观念运作。知识关乎观念的联

系譬如说它们的一致或不一致。真理就在于符合事物之真实的

知识。

基本的数学观念是由心智构造的，最终却可以追溯到经验。

然而，一些观念不能追溯到真实存在。这些更抽象的数学观念

是通过重复、结合和安排等方式从简单观念中构造出的。知觉、

思考、疑问、相信、推理、意愿和知晓产生这些抽象观念。这样就

可得到一个完美的圆的观念。此外，还有产生这些抽象观念的

内感。数学知识是普遍的、绝对的、确定不移和意义重大的。这

种知识尽管是由观念组成的，却是实在的。

论证联系这些观念从而确立真理。洛克偏爱数学知识，是

因为他觉得数学所处理的观念最清楚最可靠。此外，数学通过

展示观念间的必然联系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心智对此类联系

理解得最透彻。洛克不仅偏爱由科学所产生的关于物理世界的

数学知识，他甚至摒弃直接的物理知识。他的理由是，许多关于

物质结构的事实简直不清楚，例如物体相互吸引或排斥的物理

力。此外，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外部世界的真实实体，所知的

只是由感觉产生的观念，所以物理知识很难令人满意。不管怎

样说，他还是相 信，拥 有 数 学 所 描 写 的 性 质 的 物 理 世 界 是 存 在

的，正如上帝和我们存在。

总的来说，洛克的知识论尽管有点含混，可称之为直觉。在

他的体系中，真理只存在于命题中，推进知识和正确判断的途径

是直接或通过中介观念比较命题，以断定它们之间一致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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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当这种一致或不一致可直接而确定地察觉时，知识就是可

能的。

即使在论证的推理中，尽管一致或不一致不能直接察觉，而

必须借助于其他观念来确立，每一步论证必须直觉上是清楚确

定的。另一个知识来源是感觉，当外部事物呈现于我们的感官

时，我们通过感觉直觉它们的存在。

根据这些来源中的第一个，即直接知觉，我们确知我们自身

的存在，因为“在每一个感觉、推理或思考活动中，我们都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并且，其中并不缺乏最高程度的确定性”。几何学

和代数中的数学关系，抽象的道德原则，以及上帝的存在都可以

由推理的论证来证明，至于外部事物的存在，当其实际呈现于感

官时，当然可由感觉知晓。这些都是基本的真理，对我们的生存

和幸福至关重要，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不过它们不会将我们远

远带到存在和生命的广阔海洋。

像笛卡儿一样，洛克抛弃了所有第二性的性质。自然是沉

闷的东西，无声、无臭、无色、无感觉，仅限于无意义的物质的运

动。洛克对大众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哲学遍及１８世纪，

正如笛卡儿的哲学遍及１７世纪。

霍布斯在其知识论中主要强调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物质世界

的存在。洛克也是这样，不过没那样极端。所有的知识都由此

来源而生，而最终由心智或大脑所获得的关于这世界的最可靠

的真 理，是 数 学 定 律。 乔 治 · 贝 克 莱 （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１６８５—１７５３）主教，著名的神职人员和哲学家，认识到这种对物

质和数学的强调是对宗教和上帝、灵魂诸概念的威胁。利用巧

妙、敏锐有力的论证，他起而攻击霍布斯和洛克，并提出自己的

知识论。

他在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方面做得最彻底。他的基本论据

·０１·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　



是，所有的感觉都是主观的，因而依赖于观察者和他的观点。他

解释许多有意识的知觉的貌似长久性（例如一棵树两次相继观

看时似乎不变），宣称他们留存于上帝的心智中。

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知识原理论》（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Ｃｏｎ

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１７０８）中，他考

察了科学中错误和困难的主要根源以及怀疑论、无神论和反宗

教的依据，作了正面进攻。霍布斯和洛克都坚持我们所知的都

是外部的物质客体在我们心智上产生的观念。贝克莱承认感觉

或感官印象和观念从那里产生，但他质疑他们由外在于知觉的

心智的物质客体产生。因为我们知觉的感觉和观念，没有理由

相信任何事物外在于我们。洛克的论据是，我们关于物质客体

的第一性性质的观念是准确的复本，贝克莱反驳说，一个观念除

了像一个观念外不可能像任何其他东西：

当我们竭力理解外部物体的存在时，我们一直在思考

自己的观念。但是心智，由于没注意到自身，便妄以为它能

理解不依赖于心智而存在的物体。

洛克区分第一性性质和第二性性质的观念时无意间提供了

一个论据，贝克莱借此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洛克认为前者对应

于真实的性质而后者仅存于心智中。贝克莱问：如果不包括其

他的可感性质如颜色，有人能设想一物的广延和运动吗？广延、

形状和运动自身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如果第二性性质仅存于

心智中，则第一性性质也是。

简而言之，贝克莱的论证是，因为我们仅知道感觉和由这些

感觉形成的观念，而不知道外部客体自身，根本就没有必要假定

一个外部世界。那个世界并不比当人挨当头一击时所见到的星

星更实在。一个物质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无意义和不可理解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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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果有外部物体，我们永远不能认识；如果没有，那么，我们

会以和现在同样的理由认为有。贝克莱就这样处置了物质。

不过，贝克莱还需要解决数学。心智获得的规律不但能描

写而且还能预言所假定的外部世界的进程，这如何解释？他如

何抗衡１８世纪对于数学所提供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的根深

蒂固的信念？

他进而摧毁数学，他精明敏锐，专攻其最薄弱之处。微积分

的基础概念是函数的瞬间变化率，但人们对此理解得并不清楚，

无论牛顿还是莱布尼茨都没讲清楚。因而贝克莱在当时能够以

正当的理由满怀信心地攻击它。在１７３４年针对一个无信仰的

数学家（埃德蒙·哈雷）而写的《分析家》（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ｔ）中，他用

词毫不忌讳。他斥责瞬间变化率为“既不是有限量，也不是无穷

小量，而且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些变化率只是“已失去量的

鬼魂。可以肯定的是，……谁能理解二次或三次流数（牛顿为瞬

间变化率而用的术语），在我看来，就没有必要拘泥于上帝中的

任一点”。微积分证明有用，贝克来解释说，在某些地方误差相

互抵消。尽管贝克来对微积分作了在当时看来有根据的批评，

他并没有打发 掉 数 学 所 提 供 的 关 于 物 理 世 界 的 所 有 真 理。然

而，在促使对手 思 考 之 余，他 将 反 对 数 学 的 论 据 建 立 在 这 一 点

上。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哲学：

所有天国的天使和地上的器具，一切组成这世界巨大

结构的物体，离开心智就没有任何实体。……只要它们没

有被我实际知觉到，或者说没有存在于我的心智或任何其

他被造物的精神中，那么它们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于

某个永恒精神的心智中。

即使贝克莱本人也偶尔在他否认其存在的物理世界作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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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他最后的著作题名为《阔叶合欢树：关于焦油水的效力

的一系列哲学反思》（Ｓｉｒｉｓ：ＡＣｈａｉｎ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ｓｏｆＴａｒＷａｔｅｒ），其中推荐饮用泡

过焦油的水，来治疗天花、肺痨、痛风、胸膜炎、哮喘病和许多其

他的疾病。这些偶尔的失误不该拿来反对贝克莱。阅读其令人

愉快的《海拉斯和费洛努斯的对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ｆＨｙｌａｓ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ｎｏｕｓ），就会发现对其哲学极其精彩有趣的辩护。

贝克莱关于心与物的极端观点引来了这样的双关语：“什么

是物？别关 心。什 么 是 心？不 重 要。”（Ｗｈａｔｉｓｍａｔｔｅｒ？Ｎｅｖｅｒ

ｍｉ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ｍｉｎｄ？Ｎｅｖｅｒｍａｔｔｅｒ．）不管怎么说，通过剥夺了

唯物主义的物，贝克莱相信他已打发掉了物理世界。

在关于人类与物理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贝克莱的哲学

之彻底，似乎已尽思想之极。但是苏格兰的怀疑论者大卫·休

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１７１１—１７７６）却 认 为 贝 克 莱 走 得 不 够 远。贝

克莱承认有一个思想的心智，其中感觉和观念存在，休谟甚至否

认心智的存在。在他的《人性论》（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一书中，他坚持我们既不知道心智也不知道物质。两者我们都

不能知觉，都是 虚 构。我 们 知 觉 印 象（感 觉）和 观 念，譬 如 说 影

像、记忆和思想，后三者只是印象的模糊效果。的确有简单的和

复杂的印象和观念，但复杂者只是简单者的组合。因而可以说

心智与我们的印象和观念集合是同一的，心智只是这集合的一

个方便的术语。

至于物质，休谟和贝克莱是一致的。谁能保证我们有一个

永久存在的充实客体的世界？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我们对这样

一个世界的感官印象。根据在顺序或位置上的相似和接近来联

想观念，记忆给予观念的心理世界以秩序，正如重力擅自给予物

理世界以秩序。空间和时间只是观念产生的方式和顺序。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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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客观的实在。我们为我们观念的力量和稳固所迷惑，才

相信有这样的实在。

有固定性质的外部世界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无根据的推

论。并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印象和观念外还有任何事物存在，而

印象和观念什么也不属于，什么也不代表。

因而不可能有关于持久的客观物理世界的科学规律；这样

的规律只是表示对印象的方便概括。此外，我们无法知道我们

所观察到的规律会重现。事实上，我们本身只是孤立的知觉（印

象和观念）集合。我们只是这样存在。任何想知觉我们自己的

努力所达到的只是一个知觉。所有其他的人和假定的外部世界

对于任一人来说只是知觉，不能确定它们存在。

在休谟的彻底的怀疑主义之路上，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已

得到公认的纯数学真理的存在。他不能摧毁这些，就贬低它们

的价值。他宣称，纯数学定理不过是同义反复的陈述，是以不同

的方式对相同事实的不必要重复。２乘２得４并不是什么新事

实。实际上，２乘２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或写４。因而算术中

的陈述只是同义反复。至于几何学定理，只是以更详细的方式

来重复公理，而公理的意义和２乘２得４一样。

在《人性论》中，休谟明确地怀疑作为合理解释之工具的理

性能力。

没有客体通过显示给感官的性质而显露出它的原因，

或从它的原因而起的结果。不借助于经验，我们的理性得

不到任何关于真实存在和事实的推论。

经验可能使人联想到因果联系，但这一信念决不是理性的。

只有当否定一信念时在逻辑上不一致，这信念才是理性的。然

而通过经验得到的信念没有满足这一要求的。没有关于一个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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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客观世界的真正科学，科学是纯粹经验的。

如此，休谟对我们如何获得真理这个一般问题的解决是，我

们不能获得真理。数学定理、上帝的存在、外部世界的存在、原

因、自然、奇迹都不能构成真理。这样休谟通过推理毁灭了推理

所建立的一切，同时又强调理性的限度。

然而，这样一个结论，这样对人类最高能力的否定，会使多数

１８世纪的思想家反感。数学和人类理性的其他表现形式已取得

了太多 的 成 果，不 能 轻 易 抛 弃。伊 曼 纽 尔 · 康 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确实对休谟无根据地推广洛克知识论表示

了反感。理性必须被重新推上皇座。人类在感官经验的简单堆

积之外还拥有观念和真理，这一点对于康德来说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康德的沉思结果，细察时也不能给人多少安慰。在他

的《未 来 形 而 上 学 导 论》（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ｔｏＡｎｙＦｕｔｕｒｅ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８３）一书中，康德写道：

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说，某些纯粹的先验综合认识，纯

粹数学和纯粹物理学，是现实的、给定的；因为两者包含的

命题被完全承认为绝对确定的，……却独立于经验。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１７８１）

中，康德提供了更能使人心安的话。他断言所有的数学公理和

定理都是真理。但 是，康 德 自 问，为 什 么 他 愿 意 接 受 这 样 的 真

理？经验本身当然不能允许这一点。如果能够回答“数学科学

如何是可能的”这一更大的问题，上述问题就可以解答了。

实际上，康德对人类如何获得真理这一问题采取了全新的

解决方法。他首先区分了能够提供知识的两类陈述或判断。第

一类，他称之为 分 析 的，并 不 能 实 际 增 加 知 识。例 如 这 样 的 陈

述：所有的物体都是广延的。它只是明确陈述了物体作为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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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的性质，并 没 有 说 出 新 东 西（尽 管 这 个 陈 述 可 用 于 强 调）。

第二类，是心智 独 立 于 经 验 以 某 种 方 式 获 得 的，他 称 之 为 先 验

知识。

在康德看来，真理不能单独从经验获得，因为经验是感觉的

大杂烩，缺乏概念和组织。因而仅仅观察并不会提供真理。真

理，如果存在，必须是先验判断，并且要成为真正的知识，必须是

综合判断，它们必须提供新的知识。

明显的证据唾手可得，就在数学知识的主体中。在康德看

来，几乎所有的数学公理和定理都是先验综合判断。“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这一陈述肯定是综合的，因为它结合了直和最短距离

两个观念，而这两个观念任一个都不隐含另一个。而且这陈述

是先验的，因为 关 于 直 线 甚 至 度 量 的 经 验 都 不 能 保 证（康 德 相

信）此陈述所包含的真理。因而，在康德看来，人类毫无疑问拥

有先验综合判断，即真正的真理。

康德还作了更深的探求。他问，为什么他愿意接受陈述“两

点之间直线最短”为真理？心智怎样能够知道这样的真理？如

果我们能够回答“数学为什么是可能的”，此问题就可以解答了。

康德给出的解答是，我们的心智拥有空间和时间形式，独立于经

验。康德称这些形式为直觉。它们是纯粹先天的知识方式，不

依据经验或思想。因而空间和时间是直觉，心智必然通过它们

来观看物理世界，以整理和理解感觉。既然空间之直觉源于心

智，关于空间的某些公理就可以立马被心智接受。然后几何学

继续探索这些公理的逻辑含义。空间和时间的规律以及心智的

规律是居先的，它们使理解实在现象成为可能。康德说：“我们

的心智并没 有 从 自 然 界 取 出 规 律，而 是 将 自 己 的 规 律 加 于 自

然界。”

我们根据心智中的这些智力形式来知觉、整理和理解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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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由智力形式塑造正如面团由模子塑造。心智将这些形式加

于所接受的感官经验，使这些感觉归属固有的模式。因为空间

的直觉源于心智，心智自动地接受这空间的某些性质。两点之

间直线最短，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以及欧几里得的平行公理，这

些康德称为先天综合真理的原理，是我们的智力资质的组成部

分。几何学只是探索这些原理的逻辑结果。心智根据心智的空

间结构来观看经验，这意味着经验将遵从基本原理和定理。

因为康德是用人脑细胞来制造空间，在他看来没有理由不

把它做成欧几里得式的。它没有能力构想另一种几何学，因而

他相信没有另一种几何学。因此他保证欧氏几何学的真理性，

同时也保证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如此，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

规律不是宇宙中固有的，宇宙也不是由上帝这样设计的。这些

规律是人类整理感觉并使感觉合理化的机制。至于上帝，康德

说上帝的本性在我们的理性知识范围之外，不过我们还是应该

相信其存在。康 德 在 哲 学 上 的 大 胆 为 其 几 何 学 上 的 鲁 莽 所 超

越，因为尽管他从来没有走出其东普鲁士的故乡柯尼斯堡城十

英里之外，他仍能确定关于世界的几何学。

科学中的数学规律如何解释？因为所有的经验都是根据空

间和时间的智 力 结 构 来 把 握 的，数 学 必 定 可 适 用 所 有 的 经 验。

在他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７８６）一书中，康 德 承 认 牛 顿 定 律 及 其 推 论 都

是自明的。他宣 称 已 证 明 牛 顿 第 一 运 动 定 律 可 由 纯 粹 理 性 推

出，并且 只 有 设 定 这 一 定 律，自 然 界 对 于 人 类 理 性 才 是 可 理

解的。

更一般地说，康德论证道，科学的世界就是心智根据固有的

范畴如空间、时间、因果和实体所安排调节的感官印象的世界。

心智包含着客人必须适用的家具。感官印象的确起源于实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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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幸的是这样的世界是不可知的。只有通过知觉的心智所

提供的主观范畴，现实才是可知的。因而，除了根据欧几里得几

何和牛顿力学，没有别的方式能够整理经验。

对于康德来说，当经验扩展和新科学的形成时，心智并不是

通过从这些新经验中概括来得出新原理；相反，以前没用过的心

智机能被利用起来以解释这些新经验。心智的想象力由经验所

照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真理认识得相对晚一些———如力

学定律———而有些几个世纪以来已为人所知。

康德还说，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感官认识来获得可靠的

知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实在事物自身。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地

知道什么，这一定是心智考察了从外界接受的材料的结果。

康德哲学在这里仅仅简单论及。他颂扬了理性，不过康德

分配给理性的任务不是探索自然界而是探索人类心智的深处。

经验作为知识中的必要因素得到应有的承认，因为感觉从外部

世界提供了心智加以整理的原料。数学作为心智的必然规律的

显露者而保留了其位置。

从康德知识论的概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将数学真理的存

在作为其哲学的中心支柱。他尤其依赖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真

理性。不幸的是，１９世纪发明的非欧几何摧毁了康德的论证。

尽管康德哲学极其 优 越，受 到 尊 崇，１９世 纪 大 名 鼎 鼎 的 英

国哲 学 家 约 翰·斯 图 亚 特·穆 勒（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１８０６—

１８７３）还是回到休谟的观点并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一个实证主

义者，穆勒宣称，知识主要来自感官，而且还包括有意识的心智

关于感官证据形成的关系。无法证明一个外部世界存在，但也

没有证据表明它不存在。

当我们说一个外部对象时，我们的意思是，不管我们想到与

否，某物存在着，即使我们从其得到的感觉改变了，它还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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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并且对于许多观测者来说都一样，而感觉却不是这样。对

于穆勒来说，关于外部世界的概念只是在较小程度上由实际的

感觉构成，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可能的感觉构成———不是由正

在感觉的，而是由转过头去就会感觉到的构成。物质是感觉的

永久可能性。记忆力在这种知识中起作用。

不管怎么说，关 于 外 部 世 界 的 知 识 只 能 通 过 感 觉 来 获 得。

这种知识是不完美的，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限度和范围。从感

觉中获得的简单观念由心智组合成复杂观念；然而这种知识是

有名无实的。归纳知识永远不会是确定的，只能是可能的。但

是无论对于科学来说还是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这种知识是我

们所能得到的最佳知识。

对于穆勒来说，数学中譬如说欧氏几何中的结论，只是在它

们从前提中推出的意义上才是必然的。然而，那些前提———公

理———是基于观察的，是经验的概括。算术和代数也是建立在

经验之上。表达式２＋２＝３＋１＝４是心理概括。代数只是这种

概括的更抽象的推广。

所以穆勒发现归纳法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可能的概括如自

然规律的源泉。原因只是此后的事件的居先者。那个事件有一

个原因，这是从经验中推出的。它是对大自然的齐一性原理的

准确表述。

这样，在实验知识之外没有知识是可能的，也没有知识是必

要的。经验和心理可以解释我们所有的知识，它们是我们相信

外部世界存在的依据。穆勒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不过他与休谟

的怀疑主义不同。他的观点与２０世纪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

主义接近，甚至可以说开创了后两者。

以上概述了主要哲学家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和我们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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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的观点，从 中 可 得 出 什 么 结 论 呢？我 们 采 取 爱 因 斯 坦

所表述的立场：

相信有一个独立于知觉主体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

切科学的基础。但是既然我们的感官知觉只能间接地告知

我们这世界或物理实在的情形，只有通过推测，这世界对于

我们才是可理解的。

经验不能证明实在，经验是属于个人的。

尽管我们采取经验主义的立场，致力于弄明白关于外部世

界我们能获知什么，我们还是应该以我们的感官知觉是否可靠

开始。这我们打算在第１章讨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数学家

能够做什么来纠正我们的错觉，特别是，揭示完全不能知觉的物

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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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感官与直觉的失败

感官知觉乃感官迷惑。

笛卡儿

关
于外部世界我们能 知 道 什 么 这 个 问 题，尽 管 有 贝 克 莱 的

否认，休谟 的 限 制，以 及 赫 拉 克 利 特、柏 拉 图、康 德 和 穆

勒的保留态度，物 理 学 家 和 数 学 家 还 是 相 信 有 一 个 外 部 世 界

存在。他们会论证说，即使人类突 然 被 毁 灭，外 部 的 或 物 理 的

世界将继续存 在。当 森 林 中 一 棵 树 轰 然 倒 地，即 使 无 人 在 场

听见，也有声音产生。我们 有 五 种 感 觉———视 觉、听 觉、触 觉、

味觉和嗅觉———每一种都不断 地 从 这 外 部 世 界 接 受 信 息。不

管我们 的 感 觉 是 否 可 靠，我 们 的 确 是 从 外 部 的 源 头 获 得 信

息的。

出于实用的理由，譬如说保持生存或可能改善在外部世界

中的生活，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当然想知道得尽可能地多。我们

必须区分陆地和海洋，栽种食物，建筑避身处，保护自己免受野

兽之害。为什么我们不能依赖于感官来达到这些目的？原始文

明已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正如对于心灵纯洁的人来说世界是



纯洁的，对于头脑简单的人来说世界是简单的。

为力图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被迫扩展关于外部世界

的知识。这样我们必然将感官用到极限。不幸的是，对我们来

说，感官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欺骗性。只相信感官甚至可导

致灾难。我们来留意一下这些限制。

在五种感觉 中，视 觉 也 许 是 最 有 价 值 的。我 们 先 来 检 验

一下在 多 大 程 度 上 我 们 可 依 赖 于 视 觉。我 们 以 几 个 例 子 开

始。多年来，许多具 有 欺 骗 性 的 图 形 被 有 意 构 造 出 来 以 显 示

眼睛的限度。事实上，１９世 纪 的 物 理 学 家 和 天 文 学 家 对 于 视

觉错觉非常有 兴 趣，因 为 他 们 担 心 视 觉 观 察 可 能 靠 不 住。威

尔海姆·冯特（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ｕｎｄｔ）是 著 名 生 理 学 家、外 科 医 生，

而 且 是 科 学 家 赫 尔 曼 · 冯 · 赫 尔 姆 霍 兹 （Ｈｅｒｍａｎｎｖｏｎ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１８２１—１８９４）的 助 手，他 设 计 了 图 １。尽 管 竖 直

线 和 水 平 线 等 长，却 会 产 生 前 者 比 后 者 长 的 错 觉。这 种 错 觉

可 颠 倒 过 来。在 图２中，高 度 与 宽 度 看 起 来 相 等，实 际 上 宽

度 更 大。

图１
　　

图２

图３是由弗兰茨·缪勒 吕耶（ＦｒａｎｚＭüｌｌｅｒＬｙｅｒ）于１８９９
年设计的，人们称之为恩斯特·马赫（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错觉。两段

水平线实际上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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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４中的点实际上在水平线段的中央。上面这两个错觉

都是由角造成的。

图３
　

图４

在图５中，下面图形的上水平线段看起来比上面图形的上

水平线段要短。实际上很难相信下面图形的水平最大宽度和其

最大高度相等。

图５

图６显示了受角影响的一个显著的错觉。两个平行四边形

的对角线ＡＢ 和ＡＣ 长度相等，但右边的对角线看起来短很多。

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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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图７中那样，如果斜线和竖直线交叉，错觉非常鲜明。

右边的斜线如果延长将会和左边斜线的顶端相交；然而，看起来

的交点要比顶端低一点。这一著名的错觉图是由约翰·刨根道

夫（ＪｏｈａｎｎＰ．Ｐｏｇｇｅｎｄｏｒｆ，大约在１８６０年）设计的。

在图８中，三条水平线段长度相等，不过看起来不相等。这

种错觉主要是由两端的角度造成的。在一定的限度内，角度越

大，中间的水平线段看起来越长。

图７
　

图８

图９显示了一种显著的对 比 错 觉。两 个 图 形 中 中 间 的 圆

大小相 等，然 而 为 大 圆 所 包 围 的 看 起 来 比 为 小 圆 所 包 围 的

要小。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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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另 一 种 机 制 据 信 在 缪 勒 吕

耶错觉 中 起 作 用。图 １０ 中 左 边

的图形 中，竖 直 线 Ａ 两 端 的 水 平

线被解释为 相 交 的 两 堵 墙 的 上 下

边缘。在 这 种 情 况 下，竖 直 线 被

解释为实际情形中的前景。图１０
右边的图形 中 的 水 平 线 也 被 解 释

为墙的边缘，但 在 这 种 情 况 下，它

们看起来 会 聚 于 一 个 内 角。结 果 竖 直 线 Ｂ 被 解 释 为 在 背

景中。

图１１和图１２中 的 错 觉 首 先 由 约 翰·Ｚ·茨 尔 纳（Ｊｏｈａｎｎ

Ｚ．Ｚｌｌｎｅｒ）描述。茨尔纳偶然地发现衣料图案上的错觉。图１１
中的长平行线看起来逐渐远离，而图１２中的长平行线看起来逐

渐趋近。

图１１

图１２

图１３中的海灵（Ｈｅｒｉｎｇ）错觉由易沃德·海灵发布于１８６１
年。受会聚的斜线影响，水平直线获得了弯曲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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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视觉的不可靠可由另一个例子显示，这是由Ｓ·陶兰斯基

图１４

（Ｓ．Ｔｏｌａｎｓｋｙ）教 授 设 计 的。图１４
常用于统计研究。图中的基线ＣＤ
的长度和 图 形 的 高 度 相 等。此 外，

当要求 一 观 察 者 画 一 条 长 度 等 于

基线一半的线来 切 割 图 形 时，几 乎

可以肯 定 选 取 线 段 ＡＢ，而 正 确 的

选择却是 ＸＹ。

我们 都 很 熟 悉 一 种 刻 意 并 相

当有技巧地作出 的 错 觉，那 就 是 有

真实感的绘画。逼真绘画的意图是在平的或者说二维的画布上

显示三维的场景。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设

计了一种数学图式，即线性透视，来取得希求的错觉。

一些简单的线性透视错觉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处

处可见。包含在这些例子和线性透视理论中的原理是，实际场

景中直接远离观察者的线必须看起来在远处的某一点相交，这

一点叫消失点。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两条平行的铁路线看起来在

远处某一点相交（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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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７２·　第１章　感官与直觉的失败　



　　透视的影响在图１６中尤其 明 显，这 里 通 常 的 透 视 线 已 划

出以显示一个 场 景。那 些 高 的 盒 形 物 长 宽 高 完 全 相 等，但 远

处的一个显得更大些。因为经验 期 待 随 着 距 离 的 增 加 物 体 大

小 会 减 小，这 就 使 得 图１６中 右 边 的 盒 形 物 看 起 来 比 实 际 上

要大。

图１６

当 我 们 观 赏 逼 真 的 绘 画 时，我 们 让 自 己 受 欺 骗 甚 至 享

受 这 种 欺 骗。这 种 绘 画 必 然 是 二 维 的，但 如 果 它 们 是 根 据

线 性 数 学 透 视 来 画 的，我 们 就 会 相 信 自 己 是 在 观 看 一 个 三

维 场 景。拉 斐 尔 的 《雅 典 学 院》（图 １７）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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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当然，线性透视的数学体系利用了视觉错觉。要想使人或

物显得比前景中的人或物远一些，就画得小一些，这符合人眼观

看事物的方式。艺术家利用了另一种视觉效果：远处的对象会

损失强度和亮度。

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还有另外的视觉错觉。当太阳和月亮在

地平线上时会显得比在头顶正上时大，因为我们无意识地考虑

到自己的信念———当太阳和月亮在地平线上时离我们更近些。

精确的测量当然显示它们的大小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将月亮的直径作为弦，来测量它在眼睛上所对的

角，将发现几乎正好是半度。因为整个半圆形的穹窿所对的角

度是１８０度，月亮所对的角度只是它的１／３６０。按比例算来，月

亮所占的面积小得让人吃惊，只是整个穹隆的１／１０００００。但是

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月亮是一个多么引人注目的对象，就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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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它在天空中所占的面积是那么小。

一些其他的错觉涉及光的折射或者说弯曲。我们都注意到

部分浸在水中的棍看起来是弯的，弯曲处在水面上。

自古代就引起 了 人 们 注 意 的 一 种 空 气 折 射 现 象 是 海 市 蜃

楼，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太阳热量造成的空气密度不均匀，再

加上全反射效果。当一个人在炎热的夏日行走在一条又长又直

又平的路上时，一种简单的海市蜃楼就产生了，多数人都熟悉这

一点。路的正前方看起来为水所覆盖，然而继续前行就会发现

路很干。我们来考虑一下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效果。

只有当路面被太阳照射得非常热时，这种效果才会出现。这时

与路接触的空气变热，密度变小，因而不断地上升。结果底部的光

折射比上层的要小。让我们设想，像在图１８中那样，有一系列的密

度不同的空气层。光线经过这些空气层，从接近地面的底部到达

我们的眼睛。结果，观察者看见了从空中Ａ 点所来的光，但它看

起来像是来自Ｂ。如果地面上有一汪水的话，这正是所发生的情

况，因为在有水的地面上我们会看到天空中光线的反射。道路变

热的效果导致了一种貌似反射的现象，而这种反射我们总与路上

的水联系在一起。我们被愚弄了，误认为路实际上是湿的。

图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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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考察的多数错觉是由心理学家有意设计的，但无需

借助于设计的图形就可以理解我们的视觉总是在出错，而这是

情有可原的。因为大气层中光的折射或者说弯曲，甚至当太阳

低于地平线时也可见。大地看起来是平的，而太阳看起来在围

绕貌似静止并不转动的大地转动。设想太阳高高在天，对于这

个问题“你现在看见太阳吗？”我们会立即回答是的。然而太阳

光需经过８分钟 才 到 达 我 们，在 这８分 钟 中，太 阳 也 可 能 会 爆

炸。当太阳接近地平面时，看起来不像圆盘，上下边缘有点平，

竖向的直径看起来短一些。光线经过大气层时的弯曲造成了这

种现象。而星星，因为是那样遥远，看起来像是小光粒。

视觉失真常叫做错觉，但错觉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颜色通

过三种渠道从视网膜传到大脑。有三种颜色感受器（视锥），每

一种对三原色（红、绿、蓝）的一种敏感。白光激活所有三种颜色

渠道。每一物体都吸收一些光线而反射另外的光线。白色的物

体反射所有的光线。那么一张褐色的桌子是否实际上是褐色的

呢？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烛焰看起来很暗，而在一个黑暗

的房间里看起来很亮。一块木头看起来是实心的，但实际上是

由原子间的作用力结合起来的原子集合。硬度并不是连续实体

的硬度。

还有其他感觉的失真：温度、味觉、音响或音高以及物体看

起来的运动速度。我们来看看温度错觉。将一只手浸在一盆热

水中，另一只浸在冷水中。几分钟后，将两只手都浸在同一盆温

水中。尽管两只手现在都浸在温水中，但在热水中浸过的手感

到冷，而另一只手感到热。如果一只手浸在水中，慢慢加热或降

温使得温度的变化感觉不到，那只手能够适应变化的温度，这是

很有趣的现象。

味觉也容易受一些错觉的影响。甜饮料尝起来会慢慢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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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甜了。将浓度很高的糖溶液放在口中几秒钟，然后再尝

尝淡水，将会明显地感到咸味。

对于速度的判断失误也很常见。在高速公路上持续疾驰半

小时后，一辆车以一小时３０英里的速度运行会显得慢得可笑。

车站里的两辆火车会提供非常常见的错觉。如果你乘坐的火车

是静止的而另一辆火车在运行，你很容易上当，错以为你乘坐的

火车也在运行。

有些失真是由于感觉接受器疲劳或适应了长时间或强烈的

刺激而引起的。这可发生在任一种感觉上，可导致相当大的失

真。重量错觉就是一例。负载一重物几分钟后，任何比它轻得

多的东西都会显得比其实际重量轻很多。

除了那些我们在其中能感觉到物理客体或事件的错觉，我

们还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感觉是有限度的。正常的人耳能听得见

的声音的频率是大约２０到２００００赫兹。正常的人眼能接受的

光的波长是从一英寸的１６００万分之一到３２００万分之一。然

而无论是声音还是光（严格地说，后者是电磁波）都是存在的，虽

远远超出我们 的 感 官 所 能 及 的 范 围 之 外，却 是 物 理 上 实 在 的。

即使白光也不是白色的，而是如牛顿所证明的，是许多不同频率

的光的复合。眼睛只是记录了这个复合。事实上，物理世界本

来没有颜色。正如歌德所言，颜色乃是我们所见。

我们永不能直接知觉一物理客体，我们所知觉的只是感觉

资料。不管客观实在能否为我们的能力所及，我们的感官在呈

现的总是不是客观实在的忠实影像，而是人与实在之间关系的

影像。

然而，人 类 宣 称，除 了 感 官，我 们 还 拥 有 确 实 可 靠 的 直 觉。

让我们来看看人类的直觉有多可靠。

假设某人以每小时６０英里的速度驾车从纽约城到水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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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４００英里），然后又以每小时３０英里的速度返回。平均速

度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直觉会告诉我们，平均速度是每小时

４５英里。正确的答案是通过总距离除以总时间得到的，大约每

小时４０英里。

让我们再来考察备受推崇的直觉能力的一些实例。假设我

们以百分之ｉ的复利在银行里存上Ｐ 美元钱，存在那里直到总

数加倍。让我们再假设ｎ年后就加了倍。如果某人以同样的利

率存上２Ｐ 美元，似乎有理由认为将在少于ｎ年的时间里加倍。

实际上Ｐ 和２Ｐ 加倍需要同样多的年数。

假设一人在水流速度为每小时３英里的河里溯流划行了２
英里又顺流划行了２英里。假设此人在静止的水中每小时能够

划行５英里，他的整个行程需要多长时间？直觉显示着，水流在

顺流时的助益会和溯流时的阻碍抵消。因而此人是以每小时５

英里的速度划行４英里，而总时间将是４／５小时。实际上直觉

错了，总时间是１１
４

小时。

假设一人在１夸脱杜松子酒中加上１夸脱苦艾酒来做可口

的马提尼酒。人们可能会期待得到２夸脱马提尼。正确的答案

是一又９／１０夸脱，这当 然 是 直 觉 捕 捉 不 到 的。同 样，５品 脱 的

水加上７品脱的酒精也得不到１２品脱的混合物。在这两种情

况下有分子的结合发生。

让我们来考察时间问题。我们能够谈论某一给定的秒后的

下一秒。一秒钟只是时间的延续。直觉告诉我们紧接着某一给

定的刹那有一刹那。我们用刹那来表示没有时间延续，例如当

钟表报时一点时的一刹那。但是考察一下伊利亚的芝诺（Ｚｅｎｏ

ｏｆＥｌｅａ，公元前５世纪）提出的悖论。飞行中的箭在任一刹那位

于一位置，而在下一刹那位于另一位置，箭怎么会有时间到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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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置？

我们再来考察与此相关的另一时间问题。钟表在５秒钟中

响了６声，响１２声需要多长时间？看起来似乎是１０秒钟。然

而，在６响中有５个间隔，在１２响中有１１个间隔。因而正确的

答案是１１，而不是１０。

我们再来考察直觉失败的 另 一 些 实 例。两 长 方 形 有 同 样

的周长，它们必有同 样 的 面 积 吗？ 看 起 来 似 乎 是。然 而 稍 加

运算就会知道 情 形 并 不 如 此。那 么，在 具 有 同 样 周 长 的 所 有

长方形中，哪一 个 面 积 最 大？ 如 果 我 们 要 用 栅 栏 围 起 一 长 方

形的土地，用此地来种植，面积 最 大 的 长 方 形 是 最 需 要 的。答

案是正方形。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两个同样体积的盒子。一个盒子六面的

总面积一定和另一个的总面积相等吗？假设每一个盒子的体积

是１００立方英尺。长宽高可以是５０、１、２英尺，也可以是５、５、４
英尺。而表面积分别是２０４、１３０平方英尺。很清楚，差异大得

惊人。

直觉失败的另一例证是一年轻人在两份工作中作选择。每

一份工作的底 薪 都 是 年 薪１８００美 元。但 第 一 份 每 年 加 薪２００
美元，而第二份每半年加薪５０美元。选哪一份工作呢？人们也

许会认为答案是明显的。每年加薪２００美元看起来比每年似乎

总共加薪１００美元要好。不过我们来作点运算，考虑每隔六个

月每份工作的薪金。第一份工作的薪金分别是９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２００……每半年加薪５０美元的第二

份 工 作 的 薪 金 分 别 是 ９００、９５０、１０００、１０５０、１１００、１１５０、

１２００、１２５０……

从两列薪金的对比中清楚可见，第二份工作在每年的后半

年有更好的收入，而在前半年和第一份工作收入相同。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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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更好。运用数学更容易明白为什么第二份工作更好。每半

年加薪５０美元意味着薪金将以每六个月５０美元的变化率或者

每年１００美元的变化率提高，因为收益者将每六个月多得５０美

元。从而每年两次这样的增加与一次以每年２００美元的变化率

增加相等。至此两份工作似乎同样好。然而，第二份工作中增

加从第一个半年开始，而第一份工作中直到一年后才开始增加。

因而第二份工作的薪金将在每年的后半年更多。

我们来考虑另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一商人卖苹果五美分

两个，卖橘子五美分三个。每次卖时不得不做大量的计算使他

有点不耐烦，他决定把苹果和橘子混在一起，以１０美分的价格

卖任五个水果。这个举动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卖了两个

苹果三个橘子，他正好卖了五个水果得到１０美分。现在他可以

每个水果收两美分，每次卖时他的数学计算就简单了。

这个商人是在欺骗自己。为快速检验，我们假设他有一打

苹果和一打橘 子 要 卖。如 果 他 按 五 美 分 两 个 的 正 常 价 格 卖 苹

果，卖掉一打将得到３０美分。如果他按五美分三个的价格卖橘

子，卖掉一打将得到２０美分。他的总收益是５０美分。然而，如

果他以十美分五个的价格卖掉２４个水果，每个他得到两美分，

总共４８美分。

损失归咎于这商人的错误推理。他认定苹果和橘子的平均

价格应是每个两美分。然而，每个苹果的平均价格是２１
２

美分，

每个橘子的平均价格是１２
３

美分。两者的平均价格 是２１
１２

美

分，而不是两美分。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另一种常见的错误直觉。假设我们有一

圆形的花园，半径为１０英尺。我们想建一栅栏保护花园，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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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点上都要超出花园边界１英尺。栅栏比花园本身的周长

长多少？答案很 容 易 得 到。花 园 的 周 长 可 由 一 几 何 学 公 式 给

出，公式是周长等于半径的２π倍，π大约等于２２／７。因而花园

的周长是２π×１０。栅栏超出花园１英尺的条件意味 着 栅 栏 的

半径应是１１英尺。因而栅栏的长度是２π×１１。两者周长的差

是２２π－２０π即２π。所以，栅栏应比花园的周长长２π英尺。到

此为止没有什么特别的。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相关的问题。假设我们要建造一条围

绕地球的公路———这对于现代的工程师来说是小事一桩———并

且要求全程公路高于地球表面一英尺。公路比地球的周长长多

少？在计算数值之前让我们运用自己的直觉至少来估算一下。

地球的半径大约是４０００英里即２１１２００００英尺。既然这半径

大约是上述花园半径的２００万倍，我们可能会预期公路的额外

长度应是围绕花园的栅栏的额外长度的２００万倍。后者的数值

恰好是２π英尺。因而对公路额外长度的直觉推算似乎会得到

数值２００００００×２π英尺。不管你是否同意这种推算，几乎可以

肯定你会估算公路的长度将比地球的周长大得多。

运用一点数学就会知道真实情形。为避免计算大数字，我

们设地球的半径为ｒ，则地球的周长为２πｒ。公路的周长或者说

长度为２π（ｒ＋１）。后者等于２πｒ＋２π。因而公路长度和地球周

长的差恰好是２π英尺，正好和栅栏长度与花园周长的差相等，

虽然公路围绕巨大的地球而栅栏是围绕小小的花园。事实上，

数学能告诉我们更多。不 管ｒ的 值 是 多 少，差２π（ｒ＋１）－２πｒ
总是２π。这意味着，如果外圆在每一点上距 内 圆 一 英 尺，外 圆

的周长总是比内圆的周长恰好大２π。

在许多其他的情况中，直觉会发生失误。一个距一棵树有

一段距离的人注意到一只苹果要落下，想用来复枪子弹击中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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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知道当子弹到达苹果时，苹果已落下一段距离。那么他

应当瞄准低于苹果的某点以击中它吗？不，他应该瞄准苹果开

火。因为在子弹飞行过程中，苹果和子弹都落下同样的距离。

作为直觉易于发生错误的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假定在一

次网球联赛中，有１３６名参赛者，组织者想安排最小数量的比赛

选出获胜者。他需要安排多少场？直觉似乎是无用的。答案是

１３５场。因为每个竞争者必须被 击 败 一 次，而 一 旦 被 击 败 就 被

排除。

为什么我们易于产生感官错觉和错误直觉？对各种感觉器

官的生理机制 进 行 考 察 就 能 揭 示 感 官 错 觉。就 我 们 的 目 的 来

说，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人的感觉器官和大脑是复杂的。至于

直觉，实际上是经验、感官印象和粗略猜想的结合；至多能说是

浓缩的经验。随后的分析或实验会证实或反驳它。直觉曾被描

述为只是根植于心理惰性的习惯力量。

当我们谈论知觉上确定的东西时，我们预设了知觉和知觉

者的分离。但这 是 不 可 能 的，因 为 没 有 知 觉 者 就 不 会 有 知 觉。

那么什么是客观的？我们也许会天真地以为所有的知觉者都同

意的就是客观的。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太阳是黄的，月亮是

蓝的。

赫尔姆霍兹（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在其《生理光学手册》（Ｔｈｅ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ｓ，１８９６）中写道：

很容易看出，我们归于它们（外部世界的客体）的所有

性质，只是表示它们在我们的感官上或者在其他外部客体

上产生的效果。颜色、声音、味道、气味、温度、平滑和质实

属于第一类，它 们 表 示 在 我 们 的 感 觉 器 官 上 产 生 的 效 果。

同样，化学性质与反应有关，即与所研究的自然客体在其他

自然客体上作用的效果有关。物体的物理性质如光学的、

·７３·　第１章　感官与直觉的失败　



电学的、磁学的性质也是这样。由此可以推出，事实上自然

界中客体的性质，并不如其名称显示的那样属于客体自身，

而总是 表 示 和 另 一 个 物 体 的（包 括 我 们 的 感 觉 器 官）的

关系。

避免错觉和错误的直觉，我们应求助于什么？最有效的答

案是运用数学。这如何有效还有待于考察。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要表明，我们的物理世界中有一些现象和我们通过感官知觉到

的现象一样实在，不过是超感觉的或者根本不能知觉；并且事实

上在当今的文化中我们利用和依赖这些超感觉的实在现象，至

少和我们依赖于感官知觉一样，甚至有过于依赖感官知觉。这

并不是说数学不利用知觉和直觉作为自己发展的提示。然而，

数学超越了这些提示，正如金刚石超越了玻璃。关于我们的物

理世界，数学所揭示的远比苍穹的奇观更令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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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数学的兴起和作用

在每门具体的自然科学中，有多少数学存在，就有

多少严格的科学。

康德

诸神没有从一开始就揭示一切，但是人寻求并且

终究会获知更多。

克塞诺芬尼

衣服经常暴露了穿衣人。

莎士比亚

尽
管通过我们的感官得到的信息已经过实验细致的观察、度

量、检验，尽管我们现在能够借望 远 镜、显 微 镜、勘 探 仪 和

非常准确的度量设备之助，然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

并且只是近似准确的。虽然关于行星的数量、行星上卫星的存

在、太阳黑子和利用罗盘导航，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了。然而，

与那些我们需要、想要研究的现象的多样性和重要性比起来，所

有这些知识上的增益都是微不足道的。

增长和增进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的关键、有力、决定性



的一步是数学的运用。这一工具的作用远优于上章所描述的手

段，可称之为最佳的甚至奇迹性的。它不但校正和增长我们关

于可知觉现象的知识，而且可以揭示活生生的但根本不能知觉

的现象，但这些现象的效果像触摸火炉一样实在。有一些物理

鬼魂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它们的存在

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将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焦点。

我们这些在西欧和美洲受教育的人，对于数学的本性及其

日常运用是耳熟能详的，甚至可以说是习以为常。我们通常将

西欧数学的源头追溯到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甚至这些文

明也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积累了一些有用而不相互关联的规则

和公式，以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题。这些民族

并没有认识到利用数学的力量可以扩展感官所揭示的以外的关

于自然的知识。他们的数学可看成是化学之前的炼金术。

数学作为一种逻辑发展和认识自然的工具，是希腊人的创

造。大约公元前６００年 他 们 开 始 郑 重 其 事 地 研 究。希 腊 人 如

何、为何形成数学这一新概念并认识到数学这一新作用，关于这

方面的公元前６世纪、前５世纪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所

有的只是历史学家的推测。其中一位叙述道，希腊人发现巴比

伦人和古埃及人的著作中关于圆面积的结果互相矛盾，不得不

决断哪一个是正确的。关于其他的论题有相似的不一致。另一

种解释引证了希腊人的哲学兴趣，但这种建议引起的问题比它

回答的问题更多。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演绎数学来源于亚里士多

德逻辑，后者产生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争。但希腊数学的产

生早于亚里士多德。

也许所有能够断言的是，自公元前６世纪以降希腊人有了

一种洞察，其精义是：自然是理性地设计的，所有的自然现象都

遵循一个精确不变的计划，可以说是数学计划。人类的心智有

·０４·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　



高超的能力，如果将这种能力用于研究自然，理性的数学的模式

就能被辨认出，并且变得可理解。

不管怎么说，希腊人是有勇气和天才对自然现象作出推理

解释的第一个民族。希腊人的理解冲动具有追寻和探险的兴奋

性。在探险的同时他们制作了地图，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以便其

他人能够迅速发现到达前沿的路径，帮助征服新的地带。

当我们引证说生活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的泰勒斯

（约公元前６４０—前５４６）证明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几个定理时，

我们有更可靠的历史根据。没有关于他的时代的文献，因而认

为他根据逻辑手段证明定理，也是可疑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他和他小亚细亚的同时代人对自然的设计作了推测。

我们能够更加确信的是，随着毕达哥拉斯学派（一个公元前

６世纪的神秘宗教组织）的创立，确定自然的理性设计征用了数

学之助。物理上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显示了相同的数学性质，

这一事实触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月亮和橡胶球具有同样的形

状及球形所共有的其他性质。在多元性背后存在着数学关系，

数学关系必是现象的本质，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具体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和数的关系中发现了这种

本质。数是描述自然的第一原理，是宇宙的质料和形式。据称

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一切都是数”。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看成

点（也许对他们来说是微粒），将点排列成图式，每一个图式可看

成是代表了一真实客体。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时，它们的信念就

更加可理解了。这样组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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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三角形和正方形的数，可能被认为代表了三角形和正方

形的客体。无疑，随着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展和精炼了自己的教

义，他们开始将数理解为抽象概念而将物理客体理解为其具体

实现。

据信，毕达哥拉斯学派将音乐还原为数之间的简单关系，这

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两个事实。

第一个，拨动一 琴 弦 产 生 的 声 音 取 决 于 琴 弦 的 长 度；第 二

个，和谐的声音产生于长度可表示为整数比的琴弦。例如，拨动

两条同样紧张着的琴弦，一条长度是另一条的两倍，就能产生和

谐的声音。这两个乐音之间的距离现在叫作八度音程。拨动两

条长度比为３比２的琴弦，就能形成另一和谐组合。在这种情

形中，短弦所发的乐音叫做长弦所发音之上的第五音。的确，在

每一个和谐 组 合 中，所 拨 动 琴 弦 的 相 对 长 度 都 可 以 表 示 为 整

数比。

毕达哥拉斯学派还将行星的运动“还原”为数的关系。他们

相信在太空中运动的物体产生声音，并且运动快的物体比运动

慢的发出更高的声音。也许这些观念受在绳子末端旋转的物体

的嗖嗖声的启发。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天文学，行星离地球

的距离越远，就运动得越快。因而行星产生的声音随它们离地

球的距离而变化，而且这些声音都已和谐化。但是这种天体的

音乐，像所有的和谐音一样，可被还原为仅仅是数的关系，从而

行星的运动也是这样。

自然的其他特征也被还原为数。１、２、３、４，这四元特别受到

推崇。据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誓言为：“我以我们灵魂所领受

的四元的名义起誓。满溢的自然之根源包含于其中。”自然由四

元组成，例如几何学的四元素（点、线、面、体），以及柏拉图后来

所强调的四种物质元素（地、气、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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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中的四个数加起来等于十，所以十是理想的数，代表了

宇宙。因为十是理想的，天空中必有十个物体。为具体说明所

需要的物体的数 量，毕 达 哥 拉 斯 学 派 引 入 了 居 于 中 央 的 火，地

球、太阳、月亮和当时所知的五个行星围绕着火旋转，在中央火

的对面还有一个反地球。无论是中央火还是反地球都不可见，

因为地球上我们居住的地区正好和它们相背。就这样毕达哥拉

斯学派建立了基于数的关系的天文学理论。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理解公元前五世纪著名的毕达哥

拉斯主义者菲罗劳斯的下述论断：

如果没有数及其本性，存在之物无论就其自身来说还

是就其与他物之间的关系来说，都不会为人明白。你会观

察到数的力量不但在神魔的事务中起作用，而且在人的所

有行为和思想中，在所有的技艺和音乐中，都发生作用。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很难说是根基稳固的。而且，

毕达哥拉斯学派并没有将物理科学的任何分枝推展得很远。公

正地说，可将他们的理论称为肤浅。不过，由于巧合或凭直觉的

天才，毕达哥拉 斯 学 派 提 出 了 后 来 证 明 非 常 重 要 的 两 条 论 断：

第一条是，自然是根据数学原理建立的；第二条是，数的关系居

于自然秩序背后，统一、揭示自然秩序。

原子论者留基伯（Ｌｅｕｃｉｐｐｕｓ，约公元前４４０）和德谟克里特

（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６０—前３７０）也力陈数学的重要性，他

们相信所有的物质都由位置、大小和形状不同的原子组成。位

置、大小和形状是原子的物理上真实的性质。所有其他的性质

如味道、热度和颜色都不在原子中，而在于原子在知觉者上产生

的效果。这种感性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它随知觉者不同而变

化。像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原子论者宣称，居于物理世界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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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貌背后的实在可用数学来表达。这样，这个世界中的所发生

的事件由数学定律严格决定。

最有效地推广对自然的数学研究的希腊人是柏拉图。柏拉

图接受了一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义，他自己就是一位大师，在

意义重大的公元前四世纪主导了希腊思想。它是雅典学院的奠

基者。这一学术中心吸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并延续了九

百年。柏拉图的观点清楚表达在其对话录《费力布 篇》（Ｐｈｉｌｅ

ｂｕｓ）中。我 们 已 经 提 到 （参 见 《历 史 概 观》（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柏拉图认为真实世界是根据数学设计的。我们通过感

官所知觉到的是真实世界不完美的再现。实在和物理世界的可

理解性只有通 过 数 学 才 能 把 握，因 为“神 永 恒 地 将 一 切 几 何 学

化”。柏拉图比毕达哥拉斯学派走得更远，因为他不但想通过数

学来理解自然，而且想超越自然来把握理想的、数学化组织的世

界，他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实在。感觉的、不长久的、不完美的要

以抽象的、永恒的、完美的来代替。他希望几个具有穿透力的观

察将提示基本的真理，然后通过理性来展开它们；这时，他就不

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了。从此以后，自然将全部被数学代替。的

确，他批评毕达哥拉斯学派，因为他们研究听到的和谐音的数，

但从来没有达到数自身的自然和谐。对于柏拉图来说，数学不

仅是理念和感觉之物之间的中介；数学秩序是实在本性的真正

描述。柏拉图 还 奠 定 了 公 理 演 绎 方 法 的 原 则（我 们 随 后 将 讨

论）。他将这种方法看成是将知识系统化并到达新知识的理想

途径。

探索数学以研究和获得关于物理世界的真正的知识也受到

柏拉图最主要的继承人的大力提倡。尽管关于数学和真实世界

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与柏拉图主义者有些不同，其学

派也阐述和主张自然的数学图式（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ｅ）。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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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断言数学抽象是从物质世界中得出的；然而其著作中没有任

何段落主张将数学作为感性知识的校正或扩展。他的确相信天

体的运动是数学化设计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数学规律只是事

件的描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事件的终极因或者说事件的

目的，即目的论教义，才是最重要的。

当亚历山大大帝（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公元前３５６—前３２３）

开始征服世界时，他将希腊世界的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一个埃及

城市，他谦虚地为其命名为亚历山大城。正是在亚历山大城欧

几里得写下了第一部值得纪念的数学知识文献，经典性的《几何

原本》（Ｅｌｅｍｅｎｔｓ）。这里证明这一形式做了第一次普遍认可 的

登场。欧几里得还 写 了 力 学、光 学 和 音 乐 论 文，其 中 数 学 是 核

心。数学是为人所知的物理世界所包含之物的理想描述。他的

一些定理确实提供了几何形状和整数性质的新知识。然而，由

于我们没有欧几里得的原始手稿，我们不知道究竟新知识是他

的目标呢，还是他主要关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不管怎么说他

是其他数学创造者的引路人。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约公元前３００—公元６００）的希腊人对

数学的发展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就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我们

只需要提及阿波罗尼乌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ｕｓ，公元前２６２—前１９０）的

巨著，《圆锥 截 面》（Ｃｏｎ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阿 基 米 德 关 于 数 学 和 力 学

许多领 域 的 各 种 一 流 著 作；希 帕 库 斯、麦 乃 劳 斯 和 托 勒 密

（Ｐｔｏｌｅｍｙ，公 元 ８５—１６５）的 三 角 几 何 著 作 以 及 在 后 期 （公 元

２５０）狄奥范图斯的算术著作。像欧几里得的著作一样，所有这

些著作都对物理世界的客体、关系和现象给予了理想描述，扩展

了我们的知识。

希腊文明为罗马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征服所摧毁，随着它的

终结欧洲进入了中世纪，后者从大约公元５００年到公元１５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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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一千年。这种文化由天主教会统治，教会将尘世的生活

放在从属地位，以便为天国中的来生作准备。结果，无论是用数

学或其他任何手段研究自然，都受到贬低。不过，一些个人或团

体（罗伯特·格罗塞泰斯特、罗杰·培根、约翰·派坎以及牛津

的默顿学派———其成员包括奥康姆的威廉、托马斯·布劳德沃

丁、巴斯的阿布拉德、查特斯的斯里和康彻斯的威廉）的确做了

一些努力继续数学和物理研究。特别是他们相信，数学为物理

现象的真实描述；还有一些，如阿布拉德和斯里因坚持实验技巧

而知名。所有这些思想家都相信宇宙从根本上说是合理性的，

数学推理能够产生关于它的知识。我们也不应忽视这个时期印

度和阿拉伯的贡献，这些成果逐渐被吸收到数学知识的主体中。

我们主要关注的近代时期，可看作始于公元１５００年。十六

世纪作为文艺复兴即希腊思想的再生而常常引人注目。究竟希

腊手稿如何到 达 文 艺 复 兴 的 中 心 意 大 利，与 我 们 的 论 述 无 关。

我们只是说希腊观点迷住了欧洲人，这就够了。

一般地说欧洲 人 对 于 新 的 力 量 和 影 响 并 没 有 立 刻 产 生 反

应。在经常被称作是“人文”的时期，对希腊著作的研究比主动

追求希腊人的目标更典型。到大约公元１５００年，欧洲人的头脑

注满了希腊人的目标———利用理性研究自然，探求作为其基础

的数学图式，开始活跃。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 问 题：希

腊人的目标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相冲突。希腊人相信自然

的数学图式的存在，自然永远不变地遵循理想的蓝图；而中世纪

后期的思想家将所有的计划和行动归结到基督教上帝。他是设

计者和创造者，自然的一切行为都遵循他定下的蓝图。宇宙是

上帝一手造成的，受制于他的意志。文艺复兴时期和随后几个

世纪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因而接受了这一教

义。但天主教教理决不包括自然的数学图式的希腊教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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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上帝之宇 宙 的 企 图 是 如 何 与 探 求 自 然 的 数 学 规 律 相 协 调

呢？答案是增加一条新的教义———基督教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

宇宙。这样，“企图理解上帝的意志及其创造物是最重要的”这

一天主教教义，变成了探求上帝对自然的数学设计。正如我们

随后将见到的，１６、１７和多数１８世纪的数学家的工作是一种宗

教追求。探求自然的数学规律是一种献身行为，会揭示上帝的

创造物的荣耀和伟大。

这样，数学知识，即关于上帝的宇宙设计的真理，变得和圣

经的任何一行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人类不能希冀像上帝自己同

样清楚地理解神圣的计划。但人至少可以怀着谦卑和谦逊寻求

接近上帝的心智，从而理解上帝的世界。

还可以更进一步，断言这些数学家确信作为自然现象之基

础的数学规律的存在，并坚持探求它们，是因为他们先验地相信

上帝将数学规律结合到宇宙的建造中。每一个自然规律的发现

都被欢呼为上 帝 智 慧 之 光 的 证 据，而 不 是 研 究 者 才 智 的 证 据。

数学家和科学家的信念和态度传遍了文艺复兴的欧洲。新近发

现的希腊著作面对着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世界，生在一个世界而

被另一世界所吸引的思想领袖融合了两者的思想。

随着这种智性热情，另一个教义———“回到自然中去”的观

念获得了支持。每一类科学家都放弃了以意义含混、与经验无

关的教条式的原则为基础作无穷无尽的推理，而求助于自然自

身作为知识的真正源泉。确实，到１６００年欧洲人被激励去从事

经常被称为科学革命的事业。几个事件激发或者加速了这一运

动：地理学探险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新的民族；望远镜和显微镜

的发明揭示了新现象；罗盘辅助导航；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刺激

了关于我们的行星系统的新思想；清教徒革命向天主教教义做

出挑战。数学不久重新获得了它作为自然之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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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现代欧洲数学的历史背景的简述主要意在表明，我

们在随后章节主要探讨的数学及其在研究自然中的运用，并不

是像晴空霹雳一样突然诞生。不过，我们关注的不是提供了工

具来校正和扩 展 我 们 关 于 通 常 知 觉 到 的 现 象 之 知 识 的 初 等 数

学，而是在解释和描述通过感官不容易获得或根本不能获得的

现象中，数学所取得的成就。就这个目的来说，我们不需要研究

和精通数学技巧，而理解数学是如何能使我们再现物理现象并

获得关于这些现象的知识是最主要的。

什么是数学方法的精髓？首先是基本概念的引入。有些是

直接得到物质或物理客体的启发，例如点、线、整数。除了基本

概念，事实上数学由源于人类心智深处的概念主导。这种概念

的几个例子是：负数、代表数的集合的字母、复数、函数、各种曲

线、无穷数列、变分、微分方程、矩阵和群以及高维空间。

上述的有些概念完全缺乏直觉意义。还有一些的确有物理

现象中的直觉基础，如导数，即瞬时变化率。然而，尽管它与速

度的物理现象有关，导数更是一种智力构造，从质上说，与数学

上的三角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贡献。

在整个数学史上，新概念开始时总受到怀疑。甚至负数概

念起初也被严肃的数学家抛弃。然而随着它的用途在应用中变

得明显，每个新概念都被勉强接受了。

数学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抽象。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

在谈到几何学家时说道：

尽管他们利用可见的形状，并就此推理，但他们所想的

不是这些，而是这些形状所相似的理型：所 想 的 不 是 所 画

的图形，而是绝对的正方形和绝对的直径……他们其实在

寻求看见物本身，而这只能通过心智之眼才能见到。你不

知道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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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数学有力量，它必须在一个抽象概念中涵盖那个概念

所涉及的所有物理显现的本质特征。这样，数学上的直线必须

涵盖拉紧的琴弦、直尺的边、田地的边界和光线的路径。

概念是抽象物可以最基本的概念———数———为例。认识不

到这一点会导致混乱。一个简单的情景可用于说明这一点。一

个人走进一鞋店买三双鞋，每双鞋的价格是２０美元。店员说三

双鞋需要６０美元，等着顾客给他钱。但顾客回答说，每双鞋２０
美元，三双鞋的 价 格 不 是６０美 元，而 是６０双 鞋。他 向 店 员 要

６０双鞋。顾客这样做 对 吗？和 店 员 同 样 正 确。如 果 鞋 的 双 数

乘以美元得出美元，那么同样的计算为什么不能得出鞋的双数？

回答是我们并没有将鞋乘以美元。我们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数

３和２０，相乘得到６０，然后再解释这个结果来适用实际情境。

数学的另一特征是理想化。数学家在研究直线时有意忽略

粉笔线的宽度来加以理想化，或者在一些问题中将地球看成是

一个完美的球形。理想化自身并不严重地偏离实在。但在用于

实在时，它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即要研究的真实的粒子或路径

是否和其理想化足够接近。

数学最显著 的 特 征 是 其 运 用 的 推 理 方 法。基 础 是 一 套 公

理，并运用演绎推理于其上。公理一词（ａｘｉｏｍ）来源于希腊文，

意思是“认为有价值”。希腊人引入了公理概念，即如此自明的

真理，没人能够怀疑它。柏拉图的“回忆说”断言，当人作为灵魂

存在于真理的客观世界中时，就先天熟悉了真理，几何学的公理

代表了对先 前 所 知 的 真 理 的 回 忆。亚 里 士 多 德 在《后 分 析 篇》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中坚持，根据我们不会出错的直觉可知公

理为真的。而且，我们必须有这些真理，我们的推理就建基于其

上。相反，如果推理要用不能确定为真理的事实，就需要进一步

的推理来确认这些事实，这一过程不得不无穷地重复下去。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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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还指出，有 些 概 念 必 须 不 给 出 定 义，否 则 就 无 起 点 可

言。今天像点、直线这样的术语是不定义的；它们的意义和性质

取决于规定其性质的公理。

数学所处理的许多概念是由人的头脑发明的，同样，关于这

些概念的公理也发明出来，以适合这些概念关于实在意在揭示

的。如此，关于负数和复数的公理必然与关于正数的公理不同，

或者至少后者应加以推广以包括负数和复数。新概念的微妙之

处非常大，有些数学分支建立起来很久以后，才建立起正确的公

理基础。

除了数学公理，一些物理知识也加入了数学对物理世界的

贡献。这可以采取物理公理的形式，如牛顿的运动定律，实验观

测的概括，或者纯粹只是直觉。这些物理假设是用数学语言表

述的，所以数学公理和定理可用于其上。

不管概念和公理多么根本，是从公理得出的推论允许我们

获得全新的知识，以校正我们的感官知觉。在许多类型的推理

中———如归纳、类比和演绎———只有演绎推理能保证结论的正

确性。因为发现１０００个苹果是红的就做出结论说所有的苹果

都是红的，这是归纳推理，因而是不可靠的。同样，约翰和他的

孪生弟兄继承了同样的天赋，如果因为后者大学毕业就断定前

者也应如此，这种论证是类比推理，当然不可靠。与此相反，尽

管演绎推理可采取多种形式，却能保证结论的正确。这样，如果

承认所有的人是会死的而苏格拉底是人，就必须承认苏格拉底

是会死的。这里涉及的逻辑原理是亚里士多德称为三段论推理

的一种形式。在演绎推理的规律中，亚里士多德还加入了矛盾

律（一个命题不能同时既真又假）和排中律（一个命题必须在真

和假中择一）。

他和世人毫不质疑地接受，这些演绎原理用于任何前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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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和 前 提 同 样 可 靠。因 而，如 果 前 提 是 真 理，结 论 也

是。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是从数学家已实行的推理中抽

象出这些演绎推理原理。事实上，演绎推理是数学之子。

理解对演绎证明的坚持是多么彻底，是重要的。对于偶数

我们愿意验证多少就验证多少，都会发现，每个偶数都是两质数

之和。然而，我们不能断言这一结果是数学定理，因为它不是根

据演绎证明得出的。同样，假设一个科学家要度量１００个在不

同地点具有不同大小和形状的三角形的角之和，发现在实验精

确度的限度内，和都是１８０度。然而，不仅度量是近似的，还存

在一个问题：是否没有度量过的某个三角形会产生显著不同的

结果。科学家的归纳证明在数学上是不可接受的。相反，数学

家从可靠的事实或公理开始。如果相等数加上相等数，和相等，

这谁能怀疑？通过这些无可置疑的公理，可以演绎地证明，任一

三角形的角之和都是１８０度。

我们刚才描述的演绎过程是利用逻辑来为推理辩护。几乎

直到现在所运用的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

应用逻辑得出的结论可应用于自然，为什么由蹲在密闭空间中

的人类大脑推出的定理，像在许多情形中只是由人类头脑指示

的公理一样，可应用于真实世界？我们将在第１２章回到为什么

数学有效这个问题。

我们还需要提及数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符号体系的运

用。尽管一页数学符号很难说是吸引人的，毫无疑问的是，如果

没有符号体系，数学将迷失在文字的荒原中。在大量的日常简

写中，我们都用符号。例如 我 们 用 Ｎ．Ｙ．来 表 示 纽 约。尽 管 这

些符号的意义需要学习，毫无疑问符号体系的简洁有助于理解，

而用语言来表达将会使头脑负担过重。

数学家得出关于我们的物理世界的事实的方法，一言以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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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为种种真实的现象建立模型。概念，通常是理想化的（无

论从观察自然中得出还是由人类的头脑提供）；公理，也可以由

物理事实或人类头脑提示；直觉、理想化、概括和抽象的过程都

被用于建立模型。当然，还有证明，使模型的各组成成分牢固结

合。人们最熟悉的模型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不过我们将考察许

多更精致复杂、更巧妙的模型，比起欧几里得几何学来，这些模

型关于这不明显的现象提供远远多于前者的信息。

我们的目的，是看看数学如何稳健地进入现代世界，不仅作

为我们的不完美的感觉的校正方法，而且尤其作为扩展人类所

能获得的关于 世 界 的 知 识 的 方 法。正 如 汉 姆 雷 特 所 说：“贺 拉

修，在天国中和大地上，有比你的哲学之梦中更多的事物。”我们

必须超越感觉知识。与感官知觉相反，数学的精髓，在于它利用

人类头脑和人类推理来产生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而即使西方

文化中的普通人，也相信数学是完全运用感官知觉得到的。

在其 《科 学 与 近 代 世 界 中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阿 尔 夫 雷 德 · 诺 斯 · 怀 特 海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

ｈｅａｄ）强调了数学在探索物理世界中的重要性。

随着数学不断退居于越来越抽象的思想的更高地带，

它返回地面时 却 具 有 对 于 分 析 具 体 事 实 不 断 增 长 的 重 要

性……这一悖论现已完全确立，即极度的抽象是控制我们

思考具体事实的真正武器。

２０世纪的首席 数 学 家 大 卫·希 尔 伯 特（ＤａｖｉｄＨｉｌｂｅｒｔ）也

这样评论道，现 在 物 理 学 是 如 此 重 要，不 能 全 留 给 物 理 学 家 去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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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希腊人的天文学世界

苏格拉底：很好，普罗塔库斯，让我们以一个问题

开始。

普罗塔库斯：什么问题？

苏格拉底：这个宇宙是听任非理性和偶然性的导

引，还是相反，如我们的祖先宣称，由奇妙的智性和智

慧赋予秩序，并为其主宰。

普罗塔库斯：这两个论断相差何止千里，杰出的

苏格拉底。你 刚 对 我 说 的 后 一 个 论 断 似 乎 是 亵 渎 神

灵，而另一个论断，即智性赋予一切秩序，是适合此世

界之壮观的。

柏拉图：《费雷布篇》

众
所周知，希腊人的天文学理论没 有 留 存 下 来。然 而，这 些

理论是数学 如 何 理 解 所 知 觉 的 世 界 的 最 早 的 基 本 范 例。

而且，如果我们将哥白尼和开普勒开创的天文学革命与先前的

理论比照，就更能理解这一革命之巨大。

这里主要关注 于 数 学 对 不 可 知 觉 的 物 理 世 界 所 揭 示 出 来



的，或者说这样的世界只能如此不充分地知觉，以至于我们的知

觉成了物理上真实有意义之实在的粗糙错误的表象。在数学这

样的应用中，希腊人在数学天文学中尤其优异，为更成功的数学

理论铺好了路。

他们强调天文学研究的基本理由是，天空呈现了最复杂的

运动，至少就人眼所能辨认出的来说是如此。在古希腊没有望

远镜，即使有，在确定天体运动的模式时也不可能会足够有用。

星辰和类似星辰的物体的出现、消失、再出现，是令人不安和神

秘的。

尽管希腊人没有提出现今这样的数学天文学，但他们草创

了它，而且为替代它的理论提供了启示。对宇宙现象的真正的

数学推理和理解起始于希腊人。

即使在最原始的社会中也的确存在着对于天体的兴趣。太

阳的光和热，太阳和月亮常带的颜色，在一年的不同时间出现和

消失的行星的亮光，天河令人惊异的光的全景以及日月食，引起

了诧异、欣赏和推测，在有些情形中还引起了恐惧。然而，在前

希腊时代，关于这些现象的任何可称为精确的知识，都仅限于太

阳和月亮的旋转周期，以及一些行星、恒星出现和消失的时间。

不幸的是，这些信息不足以得出这些物体的大小和距离的估算，

更不用说提供其相对运动的描述了。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主要作了太阳和月亮运动的观测，部分

是为了历法计算，部分是为了获得季节更替的知识，而这对于农

业来说是重要的。然而，无论这两个民族还是其他先于希腊的

文化都没有构造出天体运动的综合描述。当然，他们缺乏所需

的数学知识，没有真正有效的观测工具。天体的复杂行为对于

他们隐藏了任何蓝图、秩序和规律的指示。自然看起来变化莫

测、神秘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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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思路与此不同，受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理性的

热爱的驱使，他们相信考察自然的行为将揭示出天体运动的固

有秩序。我们将会看到，许多希腊天文学家提出并为之辩护的

观念最终成为现代宇宙学的组成部分。这一宇宙学不是单个天

才的成果。要说天才的话，它是一系列天才的业绩。

研究天象始于米利都，这是小亚细亚西边界伊奥尼亚１２个

城邦中最南端的一个。这里，在公元前六世纪，各方面因素的最

佳结合解放了人的智力，以参与快乐、常常是危险的玄思活动。

工业与贸易给这个城邦带来了富庶，其居民舒适悠闲。市民广

泛地旅游，从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地方吸收了丰富的东方思想。

米利都人将他们的物质繁荣看成是不需诸神之助就能有所成就

的证据。渐渐地，一些有勇气之士敢于相信，宇宙自身是一个可

理解的整体，可为人的心智所理解。

泰勒斯（Ｔｈａｌｅｓ）享有西方传统中的第一位科学家和第一位

哲学家的双重荣誉。他观察星辰时落入沟中的故事证明了他对

研究天象的献身精神。据说他因预言了公元前５８５年的日食而

享有盛誉，不过现代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

泰勒 斯 的 后 继 者 阿 那 克 西 曼 德 （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公 元 前

６１１—前５４９）和 阿 那 克 西 美 尼 （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公 元 前 ５７０—

前４８０）继 续 推 测，并 提 出 关 于 宇 宙 的 基 本 物 质 及 其 结 构 的 理

论。不过在这些推测中，数学并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缺乏仪

器，也没有确立起一套方法，这些科学家对于天体的本性和它们

离地球的距离只能作些猜测。这样一来，即使阿那克西曼德也

假设恒星比太阳和月亮离我们更近。也没有提及现代意义上的

行星；这些漫游者（ｐｌａｎｅｔ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漫游者）被

看成是在本质上和其他星星一样。

无论如何，泰勒斯和它的伊奥尼亚同行比先于希腊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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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远远进步。至少这些人敢于探索宇宙，拒绝求助于诸神、精

灵、魔鬼、天使以及其他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作用者。他们的物

质和客观解释以及理性的方法，使得诗性的、神话的和超自然的

描述中的富于幻想而无批判的解释不再可信。富有才智的直觉

探索了宇宙的本性，而理性则为这些洞察辩护。

在希腊哲学和科学中，第二个巨人是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

ｒａｓ，公元前６世纪）。毕达哥拉斯生于米利都近旁的萨摩斯岛。

通过３０年的游历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为逃避暴政而逃到萨摩

斯岛，最后在大约五十岁的时候，来到意大利的克罗陶那。在那

里他将门生组织成一个奇怪的兄弟会，其会员将科学研究与宗

教仪式结合起来。

在天文学领域，毕达哥拉斯教义大胆地宣称大地是球形的，

革新了宇宙学。宗师自己相信如此，而这一新观念是由巴门尼

德（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５００）著于文字的。显然，这些思想家

的动机既是科学的也是审美的。毕达哥拉斯认为球形是立体物

体中最美的；他教导说宇宙自身就是这完美的形状，并且认为天

空和大地应该有共同的形状。这些想法可能由善于观察的航海

者的报告和日月食时所作的观测启发或至少由它们所支持。渐

渐地，大地是球形的这一说法赢得了广泛的赞同，尽管亚里士多

德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的作品中暗示道，那时不同的看法并没

有消失。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确创立了一种宇宙学，但这只是纯粹推

测性的，对后来的希腊天文学思想影响很小。其数学神秘主义

和先验的性质似乎是非科学的，不过我们应记得当时的观测天

文学还刚起步。我们将见到，一般地说希腊的天文学家明确感

觉到他们的天文观测不可避免是不精确的，从而求助于数学来

作为通向天象确定性的更可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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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行星的违背理性的不规则运动吸引了天文学家的注意

力。确实，渐渐地，智力拼图中的几片开始落入适当的位置。观

星者意识到，金星和水星与当时所知的其他三个“漫游者”不同，

总是保持靠近太阳，因而只有在早晨或傍晚才能见到。他们也

学会将“晨星”和“暮星”看作同一个星星。同时，他们观察和思

考行星逆行的秘密———“漫游者”在自西向东划过天空的正常路

程上有时会暂停，在它们的路径上自东向西后退一小段距离，又

暂停，最后又开 始 东 向 运 动。这 种 反 常 行 为 使 天 文 学 家 绝 望。

希腊人的敏感心灵喜爱秩序和规则，这些天空的流浪者简直使

他们惊骇。不管怎么说，也许这些表面的混乱背后，隐藏着某种

模式？

几个世纪以来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观测行星，并为其运动

详尽地绘图，但他们仅仅是观测者。而寻找统一的天体运动理

论，能揭示出看来不规则现象背后的图式，这与观测和绘图完全

是两回事，而且是跃进了巨大的一步。这就是柏拉图摆在其学

院面前的问题，即“拯救现象”这现在已很著名的语句所表达的。

对柏拉图问题的一个解答是由其学生优道克苏斯提出的，他自

己就是一位大师，并且是希腊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这一解答

是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天文学理论，是将自然理性化纲领中决

定性的进展。

优道克苏斯（Ｅｕｄｏｘｕｓ，约公元前４０８—前３５５）来自克尼都

斯，在现今土耳其西海岸上。年轻时他游历到意大利和西西里，

在阿球塔斯指导下研习几何学。在那里他因其数学理论而出类

拔萃。二十二岁时他至雅典听柏拉图在学院里的讲座。他自己

作了一些观测，几个世纪以后，他的“观象台”还引起一些好奇的

旅行者的注意。

优道克苏斯的方案是运用一系列以不动的地球为中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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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球。为解释除不动的地球外的任何物体的复杂运动，优道克

苏斯假设球面 运 动 的 结 合 会 产 生 需 要 的 路 径。这 方 案 错 综 复

杂，因为要解释不同的行星以及太阳和月亮，需要由三四个球形

组成的不同系统。当然，这些球形是数学上的、假设的。

优道克苏斯似乎满足于这些成就。他没有探求他的球形以

及球形之间相互联系的物理性质，也没有探求球形运动的物理

原因。合理的推测是，他只是将这系统看成漂亮的理论，不需要

也不设定物理验证。如果优道克苏斯真的采取了这种态度，那

他将居于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天文学的持久传统之首，这一传统

将天穹的几何模型只是看成方便的数学构想。

优道克苏斯的理论对于观察到的天体运动描述得怎样？他

自己的著作已失传，我们只是通过古代评论家尤其是亚里士多

德的叙述才得知他的方案。根据通常的估计可以得出结论，球

体的适当结合会很准确地得出除金星和火星的路径外的所有相

关运动。而对于金星和火星，这一系统就崩溃了，甚至不能得出

逆行这一行星运动最显著的特征。不过，在古典时期，是另一个

缺陷成了反对这方案的根据。批评家论证道，如果如优道克苏

斯所假设的那样天体总是保持与地球同样的距离，他们就不会

表现出亮度和大小的变化，而这即使对于裸眼也很明显。优道

克苏斯自己也意识到这些困难，不过认为忽略它们更合适。毫

无疑问，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得很清楚，推翻这一理论就可能将

地球从宇宙中心的位置驱逐出去。这一后果是如此可怕，除了

最勇敢的心灵外，任何人都会退缩。

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依然坚持宇宙论不是科学的私有领地，一些才

智之士已在寻求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将把宇宙学变成只有通过

数学的鲜为人 知 的 语 言 才 能 接 近 的 学 问。在 公 元 前 四 世 纪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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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个名叫赫拉克利戴斯（Ｈｅｒａｃｌｉｄｅｓ）的人（因生于旁体库斯

之地也被称作 旁 体 库 斯）提 出 了 两 个 具 有 革 命 性 意 义 的 建 议。

赫拉克利戴斯说 道，看 起 来 天 体 似 乎 每 天 在 旋 转，其 实 这 是 错

觉；事实上是地球在运动，每二十四小时围绕其转轴自旋一周。

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想，像大多数科学进展一样，它公然与常识和

感觉经验相悖。事实上，地球之转动已在两个世纪之前由默默

无闻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黑凯塔斯宣布，也许这一观念从来

就没有消失。人们总是意识到两种可能性———天空转动和地球

旋转———任一个都同样符合观测结果。那么，为什么赫拉克利

戴斯决定让地球运动呢？也许他持有宇宙与地球相比一定很大

这一普遍的看法，宁愿旋转小球而不愿转动广大的外围。不管

其理由是什么，这个新观念没有马上被接受也没有普遍被接受。

他的另一项革新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他攻击了当时流行的

宇宙学的最薄弱之处。我们已经看到，优道克苏斯的同心球系

统不能解释观 测 到 的 天 体 大 小 和 亮 度 的 变 化。尽 管 有 这 个 缺

陷，这一理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有追随者急于为其辩护。

直到赫拉克利 戴 斯 指 了 路，才 有 可 能 见 到 另 外 的 可 能 性。

大概是受金星和水星总是靠近太阳所启发，他提议说这两个行

星作以太阳为中心的圆周运动。如果这“日心”运动与太阳自身

围绕地球的圆形路线结合起来，金星和水星离我们的距离将明

显变化，导致亮度的波动，而这是优道克苏斯无力解释的。这个

新假说具有巨大持久的影响力。在纯数学方面，赫拉克利戴斯

第一次在天文学猜想中构想出“周转圆”概念：圆心围绕另一个

圆做圆周运动的圆。从这一开端将产生出许多科学数学理论。他

的理论由于只限于五颗行星中的两个而削弱了力量，而赫拉克利戴

斯看来并不想排除这一限制。幼稚的观察和人类的骄傲给予了地

球有利的位置，而长期以来就有对这一位置的侵蚀，太阳作为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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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中心这一观念是这一侵蚀传统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在第二个伟大的希腊时期，当希腊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亚历

山大城时，对于量化知识的兴趣和积累这种知识的意愿终于兴

起了。在这里追踪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特征的改变是与主题不

相关的。重要的是，在这个城中，希腊人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紧

密接触，几千年来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所积累的天文观测财富更

容易得到了。同样有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统治埃及帝国的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为学者们建造了叫做“缪斯的神殿”（Ｍｕ

ｓｅｕｍ，即英文的博物馆———译者）的巨大家园，并花费巨资装备

一个著名的图书馆。他们还提供资金建造刻度精细的仪器，以

更准确地度量天体的角方位以及这些天体对于地球上的观测点

所张的角。

在希腊化时期埃拉陶斯塞奈斯、阿波罗尼乌斯、阿里斯塔库

斯、黑帕库斯、托勒密和几十个其他的杰出之士从事于地理学和

天文学研究。利用这些资源，亚历山大城的人构造了统治１５个

世纪之久的天文学理论。

希腊化时 期 的 杰 出 贡 献 是 由 阿 里 斯 塔 库 斯（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

提出的日心假说。史书对于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库斯记载的很

少。他的著作是其唯一的传记，我们只是通过其著作才得知他。

阿里斯塔库斯 的 日 心 假 说 掩 盖 了 他 的 其 他 具 有 持 久 意 义 的 成

就。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年轻的天文学家就做了我们所知的第

一次尝试，来计算天体的大小和距离。尽管恒星和行星对于人

类的量度来说太渺小太遥远，观测数据的稳定积累和数学的快

速进展使得至少近似计算太阳和月亮的大小成为可行的了。

阿里斯塔库斯的计算出现在他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中，由

于这种幸运的情况我们得以追踪他思路的细节。从现代的视角

来看，他对太阳和月亮大小和距离的计算只是简单的三角学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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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然而，阿里斯塔库斯的工作早于三角学的发明，他只能满

足于求上述量的上限和下限，而不是它们的精确值。他的主要

武器是一两代人之前（大约公元前３００年）由欧几里得完成的辉

煌的几何学综合。阿里斯塔库斯接受了欧几里得的学说，并继

续推进，默默地采取了他自己的一些附加定理。然后，巧妙地利

用这些新的数学成果，他宣布了三个主要结论。这些结论处理

的是太阳和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以及三者的大小之比。

如果我们只是根据与现代数据的对比来判断他的成果，我

们不得不说阿里斯塔库斯的工作是明显的失败。错误不在于阿

里斯塔库斯的数学，而在于当时粗糙的观测仪器所能做出的观

测。从现代数学的观点来看，这一利用欧几里得的几个定理来

度量天穹的英勇行为似乎很可怜。但是阿里斯塔库斯沿着未来

进展的大路跨出了第一步。通过问“多远”和“多大”，他已开始

着手排除立在人类和宇宙的真实图像之间的两个中心障碍。

在他唯一留存下来的著作中阿里斯塔库斯没有提及地球绕

太阳运转。然而，比他年轻２５岁的阿基米德写下的一段话，似

乎排除了一切怀疑：

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由一些假

说组成，即固定的星星和太阳保持不动，地球围绕太阳沿圆

周运转，而太阳居于轨道的中心。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阿里斯塔库斯的动机。赫拉克利戴斯教

导说金星和水星以太阳为中心，已作了潜在有用的先导。阿里

斯塔库斯自己对太阳、月亮和地球大小的计算，再加上对于动力

学原理的直觉，可能使他确信，让较小物体围绕较大物体旋转从

物理上说更合理。另一种可能是，也许他认为日心概念只是一

个有吸引力的假说，为了其数学后果值得探讨。不管怎么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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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念对于它的时代来说太大胆了，获得很少支持。再者，地球

居民感觉不到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一事实，还有地球是宇宙的

天然中心这一信念，都反对阿里斯塔库斯的方案。

在阿里斯塔库 斯 度 量 天 体 的 大 小 和 距 离 的 开 创 性 努 力 不

久，另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也在同一传统中研究，不过目光放得有

点低，宣布了一个没人见过其整体的物体之大小，这就是地球。

埃拉陶斯塞奈斯（Ｅｒａｔ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大约公元前２７６年生于北

非的丘来乃。不满足于在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上的成功，他还

闯进诗歌、历史、语法和文学批评等领域。由于在这些领域中仅

次于最佳的，他 获 得 了“贝 塔”（希 腊 字 母 表 中 的 第 二 个———译

者）的昵称。即使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也是多才多艺。就我们现

在所知，他度量我们星球的努力几乎没有先驱，不过这很粗糙。

埃拉陶斯塞奈斯观察到在修埃乃（现今的阿斯旺）在夏至那

天正午，太阳没 有 在 任 何 物 体 上 留 有 影 子；而 同 时 在 亚 历 山 大

城，日晷的指示器投下的影子等于一个全圆的１／５０。设定两城

在同一子午线上相距５０００斯达戴斯（ｓｔａｄｅｓ，一个我们不能计

算的希腊单位，见图１９），并且太阳的光线到达地球上的不同地

方时是平行的（在当时是很尖端的观念），埃拉陶斯塞奈斯利用

直接的几何学论证来证明亚历山大城和修埃乃之间的弧距离必

定是地球周长的１／５０，这样就可 以 算 出 地 球 的 周 长 是２５００００
斯达戴斯。他的假 设 中 有 两 个 是 错 误 的：１）亚 历 山 大 城 和 修

埃乃事实上不在同一子午 线 上；２）阿 里 斯 塔 库 斯 只 是 根 据 国

王的信使在两城之间奔跑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它们的距离。不

管怎么说，埃拉陶斯塞奈斯的成就的短期意义与其说由于其精

确度还不如说由于它作的榜样和它带有的信念。这是对于正在

增长的量化天文学趋向的继续和鼓励，也提供了我们可以最终

度量最遥远的星星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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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阿里斯塔库斯和埃拉陶斯塞奈斯的量化方法不久被扩展成

太阳系的量化理论。当然不管这些天体运动的模型只是构想为

数学构造还是被看成是物理实在的镜子，都始终保持着最终的

目标：重现或预言天体在天空上的实际路径。从优道克苏斯的

时代直到我们将要描述的思想家的时代，数学天文学家提出的

各种各样的修正的确利用了其先驱提出的观念。

希腊天文学 的 巅 峰 和 决 定 性 的 成 就 是 黑 帕 库 斯（Ｈｉｐｐａｒ

ｃｈｕｓ，死 于 公 元 前 １２５ 年）和 克 劳 狄 乌 斯 · 托 勒 密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Ｐｔｏｌｅｍｙ，死于公元１６８年）所取得的成果。黑帕库斯主要生活

在赫劳戴斯。在他的活跃期即大约公元前１５０年，赫劳戴斯是

一个商业上和思想上都很繁荣的希腊城邦，足以匹敌亚历山大

城。黑帕库斯充分了解亚历山大城的进展。例如他熟悉埃拉陶

斯塞奈斯的《地理学》（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并写下了对它的批评。他

拥有更古老的巴比伦人的观测数据以及自公元前３００年至公元

前１５０年 亚 历 山 大 城 的 观 测 数 据。当 然 他 自 己 也 做 了 许 多

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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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道克苏斯的方案假设天体 附 着 在 以 地 球 为 中 心 的 旋 转

球体上，黑帕库斯 认 识 到 这 一 方 案 不 能 解 释 由 其 他 希 腊 人 和

他自己观察到 的 许 多 事 实。为 替 代 优 道 克 苏 斯 的 方 案，黑 帕

库斯假设，一行星Ｐ（见 图２０）沿 着 一 个 圆 即 周 转 圆 的 圆 周 以

恒定的速度运动，而 周 转 圆 的 中 心 Ｑ 沿 着 以 地 球 为 中 心 的 另

一个圆周以恒定的速度运动。适 当 地 选 取 两 个 圆 的 半 径 以 及

Ｑ 和Ｐ 的速度，他 就 能 得 到 许 多 行 星 运 动 的 准 确 描 述。根 据

这个方案，一个行 星 的 运 动 类 似 于 根 据 现 代 天 文 学 得 出 的 月

球的运动。月球围绕地球运转 而 同 时 地 球 围 绕 太 阳 运 转。月

球围绕太阳的运动类似于在黑帕 库 斯 体 系 中 行 星 围 绕 地 球 的

运动。

图２０

在有些天体的情形中，黑帕库斯发现有必要运用三四个圆，

一个沿着另一个运转。也就是说，一个行星Ｐ 沿着一个以数学

点Ｑ 为中心的圆周运动，点Ｑ 沿着以点Ｒ 为中心的圆周运动，

而点Ｒ 沿着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运动。同样，每一个物体或点

以自己的恒定速度运动。在有些情况下，黑帕库斯不得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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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里面的圆即“从圆”的中心不在地球上，而是在其近旁。在这

个几何构造中的运动叫作偏心的，而圆的中心是地球时，这样的

运动叫作周转圆的。利用这两种类型，并适当地选取圆的半径

和速度，黑帕库斯能够很好地描述月球、太阳和当时所知的五个

行星的运动。利用这个理论能够预言月食，误差在一两个小时

之内；预言日食则准确度差一些。

我们不能概述黑帕库斯的所有成就，但我们应该注意影响

了后来的天文学的精彩发现：“分点岁差。”分点———天球赤道的

平面、黄道和地球轨道的交叉点———缓慢而有规则地变化，大约

２６０００年完成一个周期。黑帕库斯编纂了最早的星表，最终给

大约８５０个恒星定位。就是在编纂过程中他获得了对分点岁差

的洞察。他还估算太阳年的长度为３６５天５小时５５分，比现代

的计算长６．５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黑帕库斯后退了一步，

因为大约一个世纪前阿里斯塔库斯就提出了所有的行星都围绕

太阳运动的理论。但是亚历山大城的观象台历经１５０年的观测

数据，再加上更古老的巴比伦的记录，使黑帕库斯相信，行星围

绕太阳做圆周运动的日心理论不能解释这些事实。我们今天也

知道这一点。

黑帕库斯没有追随和改进阿里斯塔库斯的观点，而是将其

看成纯粹是玄 想 而 弃 置 不 顾。其 他 人 拒 绝 阿 里 斯 塔 库 斯 的 观

点，是因为，将地球看作是一颗行星，就是将地球上的可朽坏物

质和不可朽坏 的 天 体 看 成 同 一 的，而 这 在 他 们 看 来 是 大 不 敬。

这一区分在希腊思想中根深蒂固，即使亚里士多德也为其辩护，

不过并没有武断地辩护。

耶稣诞生后两个世纪，希腊天文学如日中天。是生于尼罗

河畔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使天文学达到如此高度。像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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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中许多的早期英雄一样，他几乎没有传记。我们只是

被告知，他于７８岁时去世，他在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观测活动

大概从公元１２７年延续到公元１５１年。在他的时代，他因天文

学也因地理学获得声望。他还写了关于光学的著作；还出了一

本关于占星术的书，其中将胡言乱语与科学混在一起。他的持

久声誉来自其《数学综合》（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ｅＳｙｎｔａｘｉｓ）。阿拉伯翻

译者称这本书为ａｌｍｅｇｉｓｔｅ（最伟大的），因而产生书名《大综合

论》（Ａｌｍａｇｅｓｔ），这本书主导了欧洲天文学达１４００年之久。

黑帕库斯的成果为我们所知是因为它保存在托勒密的《大

综合论》中。在其数学内容中，《大综合论》给予了希腊三角学以

确定的形式，而三角学保留这形式达一千多年。在天文学领域，

他对关于本轮和不以地球为中心的行星轨道的地心理论作了原

创性的说明，这一理论被称作托勒密理论。在量上它是如此准

确，而又这样长时间为人们所接受，人们被诱惑将它看成是绝对

真理。这个理论是柏拉图将天体现象合理化之问题的最终的希

腊解答，并且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科学综合。托勒密完成了黑

帕库斯的工作，宇 宙 的 数 学 图 式 之 证 据 达 到 小 数 点 后 第 十 位。

然而，像优道克苏斯一样，托勒密明确说过他的理论只是一个数

学构造。

托勒密知道阿里斯塔库斯的日心理论，但是抛弃了它，理由

是一物的运动与其质量成正比。这样，如果地球运动的话，它就

会将人和动物这样较轻的物体抛在后面。他的天文学以天空是

球形的开始；他说，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宇宙学上确定的事实。他

自己的推理大都基于观测，不过旧的先天论证的回响还在持续：

“天体的运动应该受到最小的阻碍，而且最容易。在平面图形中

圆提供了最容易的路径，而在立体图形中球体也是这样。”托勒

密认为有必要给出大地也是一个球的观测证据。正如我们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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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他坚持我们的星球不运动，不过他也承认，如果地球旋转，

将会产生一些我们见到的现象。地球在宇宙的中央；它的体积，

与星星之间的距离相比，只是一个点；他这样说是对现已确立的

传统的继续。

《大综合论》的第三卷探讨的是太阳的路径问题，其要义是

黑帕库斯发现的解决方法，即太阳运动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在

其近旁。托勒密说：“坚持偏心轨道的假说更合理，因为这更简

单，完全由一种运动而不是两种运动实现。”这一表露的段落告

诉我们，这里托勒密的思考是由优美和简洁问题主导的，而没有

考虑这些天圆的物理存在。在月球理论中，托勒密发现黑帕库

斯的模型———本轮绕从圆旋转———在新月和满月时符合观测结

果，而在中间位置则垮掉了，这时，正如黑帕库斯已看到的，月球

的表观直径似乎增加了。因此托勒密构造了一种巧妙的设计，

其中在适当的位置本轮被拉向观察者。这一经调节的模型能高

度准确地给出月球的黄经，但是有严重的缺陷。它隐含着我们

的卫星离地球的距离有巨大的变化，而月球表观大小的可见变

化却不能完全证实这距离的变化。

托勒密的下一步是，通过比较他的观测结果和从理论中算

出的位置，来推算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得出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

的２９．５倍。然后他借助于阿里斯塔库斯４００年前的论证来推

导太阳的距离，不过在这里他误入歧途，估算结果比黑帕库斯的

一半还小，比实际数小１０倍。在接下来的１５００年中没人改进

这些估算。在《大综合论》的第七卷和第八卷中，托勒密改正并

扩展了黑帕库斯的恒星星表，从８５０目 增 加 到１０２２目。他 根

据大小（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把 星 星 分 为 六 类。现 在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这 个 术

语不是指体积而是指表观亮度。不过，古代人认为所有的星星

离地球同样远，结果亮度被看成与体积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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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卷中，托勒密展开了他独特的最高 成 就：对 行 星 反

常运动的第一个完整而严格的描述。他的起点当然是天体几何

学无人质疑的第一公理，他是这样表述的：

对于５个行星像对于太阳和月亮一样，我们的问题是

要证明，所有表观上的不规则都是由规则的圆形运动产生

的（因为它们不习惯于不一致和混乱）。

在科学史上很少有哪一个先天原理这样完全而又这样长久

地统治人们的思想。

作为一级近似，托勒密认为所有的行星运动都处在黄道平

面上。黄道平面即太阳的圆形路径，托勒密认为它缓慢旋转，产

生了分点岁差。而且，本轮围绕从圆旋转的方案对于行星来说

是不够的，因为由其导出的逆行弧对于所有的行星长度都相等，

而且均匀间隔，而这与观测数据相反。托勒密反对这种过分的

对称，设定了一个本轮围绕偏心轨道（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旋转。

在偏心轨道 本 轮（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ｅｐｉｃｙｃｌｅ）的 基 本 模 式 中，现 象

可以被拯救了。不过托勒密发现，这只能设定每个行星的本轮

不是一律围绕从圆的中心Ｃ 运转，而是相对于另一个叫做等径

点的Ｑ 运转（见图２１）。地球在Ｅ 点，且ＥＣ＝ＣＱ。行星围绕本

轮运动的方向与本轮的中心围绕从圆的方向相同。（这与太阳

和月球模型中所设定的相反的公转方向不同。）当行星在本轮上

离地球更近的一面时，逆行就发生了。水星的情形更复杂，与托

勒密为月球所作的设计相似：水星从圆的中心沿着它自己的一

个小圆运动，这样这颗行星的本轮就被周期性地拉近地球。一

颗内行星（金星或水星）在其自身的“一年”（等于绕太阳公转一

周的时间）中沿其本轮运转一周，而本轮沿从圆运转一周需要一

个行星年。外行星与这种安排相反，这里本轮沿偏心轨道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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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一周的时间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行星绕太阳的公转时间，而行

星围绕本轮运转一周的时间对应于我们所说的地球绕太阳的公

转时间。每一个本轮都向其从圆倾斜，以保持本轮大致与黄道

平行。

托勒密写道：“让任何人见到我们设计的困难而不觉得我们

的假说麻烦”，不过迷惑不解的读者可能会想表示异议。毕竟，

科学并不预先保证大自然会是简单的。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等径点（ｅｑｕａｎｔ）是托勒密的大师手笔，

是一个完全原创、完全成功的方案，预示了开普勒的椭圆。而对

于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以后的批评者来说等径点的闯入损害了

天体运动神圣的第一原理，这第一原理坚持的是只有相对于圆

心来说的运动齐一性。在某些人看来，等径点是真正引起公愤

之事，这后来促使哥白尼采取地球运动的方案。伟大的科学革

命有一个多么奇怪的起源啊！

为增进他关于月亮、太阳和行星运动的精彩方案，托勒密按

照它们离地球的距离来排序，不过这里他出了错。他知道他对

天体体积的估算是粗糙的，因为没有好的天文学仪器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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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的反对暂且不管，《大综合论》的几何学成就是辉煌

的。然而，我们很容易相信托勒密好探求的头脑会愿意用对天

空真实材料的描述来补充这些承认是想象的圆。将数学理论和

可触摸的实在结合起来，将天文学家的描述工作和物理学家的

解释功能结合起来，这一古老的见识在这建立几何模型的早期

阶段几乎没有减弱。而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却越来越大。因为

数学对非圆形轨道的坚持，以及对非地球的旋转中心的坚持，看

来与合理的亚里士多德原理令人痛苦地不一致。许多希腊化时

代的宇宙学家干脆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顾，但数学设计不

断增加的复杂性一定在许多其他思想家中引起了不断增长的对

实在的疏离感，甚至也许还引起了对亚里士多德简单性乐园的

怀旧感。

托勒密在有些领域形象不佳。有些读者对于《大综合论》望

而生厌，因为其真实或想象的笨重的学究气，也因为其盘根错节

的复杂几何学：

在天空上

涂抹些同心轨道和偏心轨道

圆连着本轮，天球套着天球。

然而，它自加限制只用齐一的圆形轨道，除了容许月亮离地

球过度变化的距离外，托勒密描述天体轨道的精确度足以匹配

观测数据的准确度。而且圆的倍增证明了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面对大自然的复杂性所表现的勇气和技巧。等径点的引入是第

一流的数学创造，使托勒密特异于其最有才智的先驱。《大综合

论》应该排在科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书籍之列，尽管其中解说的许

多特征，尤其是居于中心不动的地球，保留了日常经验的信念和

多个世纪积累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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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探求真理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像优道克苏斯一样，

托勒密充分认识到他的理论只是一种符合观察资料的方便的数

学描述，而不一定必然是大自然的真实设计。对于有些行星他有

另外的方案可供选择，不过他选择了数学上更简单的。托勒密在

其《大综合论》的第三卷中说，在天文学中应该寻求尽可能简单的

数学模型。然而托勒密的数学模型被基督教世界接受为真理。

托勒密理论为大自然的齐一性和不变性提供了第一个合理

完整的证据，是对柏拉图将现象合理化问题的最终的希腊解答。

总而言之，托勒密理论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证明了数学在将复杂

甚至神秘的现象合理化中的力量。理解大自然甚至发现完全未

知的现象，从它的第一个辉煌的成功中获得了动力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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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日心说

不过它在动。

伽利略

这
一章的主题是一个经常讲述的故事，是关于采纳行星系统

的日心说理论，来代替托勒密的 地 心 说。当 然，日 心 说 现

在看来是正确的理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它呢？它与我

们的基本感觉是相背离的。接受关于物理世界的概念得如此彻

底地改变，数学在其中起作用吗？

根据日 心 理 论，地 球 绕 它 的 轴 旋 转，每２４小 时 旋 转 一 周。

这就意味着赤道上的人在２４小时中旋 转２５０００英 里，或 者 说

速度是大约每小时１０００英里。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在汽车中每

小时行驶１００英 里 的 经 验 来 判 断 这 一 难 以 置 信 的 高 速 度。此

外，地球还围绕太阳公转，速率是每秒钟１８英里，或者说每小时

６４８００英里，这又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速度。然而在地球上我们

既感觉不到自转又感觉不到公转。而且，如果我们即使以每小

时１００英里的速度旋转，为什么我们不会被抛入太空？我们多

数人都骑过旋转木马，它的旋转速度是大约每秒钟１００英尺，而



我们会感到有种力，如果不抓紧旋转木马上的固定物，那种力就

会把我们抛到空中。

然而，我们今天接受日心理论作为对事实的描述，尽管旧的

地心理论还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留下痕迹。我们仍然说太阳自

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从而是太阳在动而不是我们随旋转的地

球在动。

为什么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作了如此巨大的改变，转到日心

理论？我们将会 看 到，在 这 场 革 命 中 数 学 起 了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我们已见到（在第２章中），欧洲人获悉了强调大自然的数学设

计的古希腊著作。这一信念又为天主教教义所强化，这教义在

中世纪起主导作用，即上帝设计了宇宙。大概数学就是这设计

的精髓。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古希腊的数学著作从各种来源重

新获得，并为博学之士所购买。意大利城镇中那些有魄力的商

人，当他们辅助 古 希 腊 文 化 的 复 兴 时，得 到 的 比 他 们 预 料 的 要

多。他们只是想 促 进 一 种 更 自 由 的 气 氛，但 他 们 收 获 了 旋 风。

他们不能继续在一个不动的地球的坚固根基上居住和繁荣，而

是不稳定地附着在一个快速旋转的球上，而这个球又以难以想

象的速度围绕太阳运动。冲击地球使其自由旋转和公转的同一

个理论也解放了人的头脑，这大概是对这些商人的可怜的回报。

复兴的意大利大学是这些思想之花的肥沃的土壤。就是在

这里，尼考拉·哥白尼（Ｎｉｃｏｌａｕｓ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浸染了希腊信念：

大自然的行为可由数学规律的和谐的集成曲来描写；也正是在

这里，他熟悉了也是起源于希腊的假说———行星围绕固定的太

阳运动。在哥白尼的头脑中这两种观念融合了。大自然的和谐

要求一种日心理论，他愿意移动天空和地球来建立它。

哥白尼１４７３年生于波兰。在克拉科夫大学学习了数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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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以后，他决定前往波隆纳，因为那里学问更加普及。在那里

他在有影响力的教师多米尼克·马里亚·诺沃拉指导下学习天

文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１５１２年哥白尼接

受了东普鲁士弗劳恩伯格大教堂的教士职位，他的职责是做教

堂财产的管家和治安官。在他的生命中余下的３１年中，他花了

大量时间在教堂的小塔上用肉眼仔细观察行星，并用粗糙的自

造仪器作了数不清的测量。他将剩下的空闲时间都用于改进他

关于天体运动的新理论。

哥白尼已出版的著作对于他献身于天文学的理由给予了明

确无误（尽管是间接的）的表述。根据这些表述来看，他的智性

兴趣和宗教兴趣是主要的。他看重自己的行星运动理论，并非

因为它改进了导航程序，而是因为它揭示了神的工作室中的真

正的和谐、对称和计划。它是神之在场的奇妙的压倒一切的证

据。在谈到其经３０年而成的成果时，哥白尼抑制不住自己的感

激之情：“因此，我们在这有秩序的安置之后，发现了宇宙中奇妙

的对称，轨道运动和大小之间的确定的和谐关系，这些通过其他

方式是得不到 的。”在 其 巨 著《论 天 体 的 运 行》（Ｏｎ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Ｓｐｈｅｒｅｓ，１５４３）中，他的确提到了应拉特

兰议教会之请，改进许多世纪以来已变得混乱的历法。他写道，

他将此问题牢记在心，不过很明显，这从来没有主导他的思想。

当哥白尼着手处理行星运动问题时，阿拉伯人为提高托勒

密理论的准确性，已增加了更多的本轮。为描述太阳、月亮和当

时已知的５个行星的运动，他们的理论总共需要７７个本轮。在

包括哥白尼在内的许多天文学家看来，这理论复杂得足以引起

公愤。

和谐性需要一种比托勒密理论的复杂蔓延更宜人的理论。

哥白尼读过一 些 希 腊 人 写 的 著 作，其 中 提 出 了 这 样 的 可 能 性：

·４７·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　



地球绕静止的太阳运转，同时绕自身的轴自转，就决定探索这种

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哥白尼过于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因为

他还相信天体运动必然是圆形的，或者最差也是圆形运动的组

合，因为圆形运动是“自然”的运动。更进一步，他还接受了这样

的信念：每颗行星必然在本轮上以恒定的速度运动，且每个本

轮的中心在其从圆上以恒定的速度运动。在他看来，这些原理

像公理一样自明。哥白尼甚至增加了一条论据，这显露了１６世

纪思想的有点神秘的特点。他认为可变的速度只能由可变的力

量引起，而上帝作为一切运动的原因，是恒常的。

他推理的要点在于，他用从圆和本轮的图式来描写天体的

运动；不过他的描述中的重要的差异在于，太阳是每个从圆的中

心，而地球变作了一颗绕太阳运动并绕自身轴旋转的行星。这

样，他获得了极大的简化。

为理解哥白尼所引入的变化，我们仅限于谈一个简化的例

图２２

子。哥白 尼 观 察 到，如 果 设 定 行 星

Ｐ 围绕太阳Ｓ 运转（图２２），并且设

定地球Ｅ 也围绕太阳运转，从地球

上观察到的 Ｐ 的 位 置 将 是 一 样 的。

从而行 星 Ｐ 的 运 动 是 由 一 个 圆 描

述，而地心说则需要两个圆。当然，

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不是严格圆形

的，为 更 准 确 地 描 述 Ｐ 和 Ｅ 的 运

动，哥白尼在图２２所示的圆上加上

了本论。不管怎样说，他能够将解释“行星全部舞蹈”所需圆的

数量从７７个减到３４个。这样日心说在描写行星运动时能够大

大地简化。

一件有趣的事 是，大 约１５３０年 哥 白 尼 在 一 本 叫 作《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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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ｏｌｕｓ）的小册子中传播了对其新观念的 简 单 描 述。

卡普阿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尼考拉·冯·勋伯格写信给哥白尼，

督促他让全部著作问世，并请求他给一个复本，费用由他来出。

然而，哥白尼惧怕他的著作会引起震怒，多年不愿意发表。他将

手稿托付给库尔姆的主教梯得曼·基瑟，后者在符腾堡大学的

一名教授格尔奥格·雷提库斯的协助下，出版了这本书。路德

学派的一位神学家，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也协助了印刷，因惧

怕会引起麻烦，他自己所加的前言未署名。他说这一新成果是

根据几何学原理计算天体运动的假说，这一假说不是真实的情

形。谁要是将为另外的目的而设计的理论当作真理，那么当他

学完天文学后将比学习之前变得更愚蠢。当然，奥西安德并没

有反映哥白尼的观点，因为哥白尼相信地球的运动是物理实在。

因中风而瘫痪在床的哥白尼收到其著作的一个印刷本。他不可

能读它，因为他从此没有康复。不久就于１５４３年去世了。

哥白尼太阳固 定 不 动 的 假 说 大 大 简 化 了 天 文 学 理 论 和 计

算，但在其他方面并不特别地准确，在预言行星的角位置时，哥

白尼甚至差了１０度。因此他尝试在从圆和本轮的基本图式上

作些变化，当然太阳总是保持不动而且不是在从圆的中心就是

在其近旁。尽管所作的变更不是很成功，但失败没有减低他对

日心说的热情。

但当哥白尼综览日心假说所带来的超常的数学简化时，他

的满足感和热情是无限的。他已发现了天体运动的更简洁的数

学描述，从而这一描述更应受到推崇。因为哥白尼像文艺复兴

时期的所有科学家一样，相信“大自然喜爱简单性，并不炫耀多

余的原因”。哥白尼也能因为这一事实而自豪：他敢于思考其

他人包括阿基米德视为荒谬而抛弃的想法。

就哥白尼天文学中的数学来说，它纯粹是一种几何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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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将复杂的约化为简单的而已。然而，这一变化所影响的宗

教和形而上学原则却很多，而且是根本性的。由此可以很容易

看出，为什么一个只是从数学角度来思考而不为其非数学原理

所累的数学家会毫不迟疑地立即接受哥白尼的简化，而那些主

要或完全由宗教或形而上学原则所引导的人甚至不敢根据日心

说的理论 来 思 考。事 实 上，很 长 时 间 里 只 有 数 学 家 们 支 持 哥

白尼。

正如所期待的，贬低人类在宇宙中的重要性的日心说遭到

了严厉的谴责。马丁·路德称哥白尼为“自命不凡的星相家”，

“想颠覆整个天文科学的白痴”。约翰·加尔文咆哮道：“谁敢将

哥白尼的权威性置于圣灵的权威至上？”圣书上不是说过约书亚

命令太阳而不是命令地球静止不动吗？不是说过太阳从天空的

一端行到另一端吗？不是说过地球的根基是稳固的、不能被移

动吗？

宗教裁判所将新理论谴责为“完全违背圣书的虚假的毕达

哥拉斯派教义”，天主教会在一个官方声明中，称哥白尼学说为

异端邪说，“比那些加尔文和路德以及所有异端的书中所包含的

异端邪说更引起义愤、更可恶，并且对基督教更为有害”。

哥白尼 在 给 教 皇 保 罗 三 世 的 一 封 信 中 对 这 些 攻 击 作 了

答复：

如果有一些胡言乱语者，尽管对数学一无所知，却擅自

评判数学问题，并且为他们的目的而歪曲圣书中的段落，敢

于在我的体系中挑错、公开指摘，我会忽视他们，甚至蔑视

他们的判断为无知。

哥白尼还进一步说道，圣经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走向天国，而

不能教导我们天空如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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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太阳不动的假说大大简化了天文学理论和计算，但正

如已指出的，行星的本轮路径并不怎么符合观测结果。决定性

的改进是５０年后由那个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者、理性主义者、

经验主 义 者 约 翰·开 普 勒（ＪｏｈａｎｎＫｅｐｌｅｒ，１５７１—１６３０）作 出

的。这个德国人将奇妙的想象力、洋溢的热情与在获取观测资

料时无穷的耐心以及对事实细节的极度服从结合起来。开普勒

的个人生活与哥白尼形成鲜明的对照。哥白尼年轻时就获得了

极好的教育，过着遁世的、稳定的生活，他能够几乎全部献身于

建立理论。而开普勒于１５７１年出生，出生时就身体弱，为父母

所忽视，只是得到很差的教育。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男孩若是

对学习有兴趣，父 母 就 会 期 望 他 去 学 习 做 牧 师，开 普 勒 也 是 这

样。１５８９年他进入图宾根大学，在那里他从一个狂热的哥白尼

主义者米夏尔·迈斯特林学习了天文学。开普勒受新理论影响

强烈，而路德教会的修道院院长们却不是这样，他们质疑开普勒

的热诚。开普勒反对当时路德教思想的狭隘，放弃了牧师职业，

而接受了格拉茨大学的数学和道德学教授职位。此大学在奥地

利的施丢利亚，在那里他开设了关于数学、天文学、修辞学和维

吉尔的课。他也被请去做星相学预测，当时他似乎相信这些东

西。他着手掌握这门技艺，并检验他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来练习。

后来他不那么轻信了，常常提醒他的顾主说：“我所说的可能发

生，也可能不发生。”

在格拉茨，开普勒引进了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支持的新

历法。清教徒们拒绝接受，因为他们宁愿与太阳不一致也不愿

与教皇一致。不幸的是，施丢利亚开明的天主教首领的继任人

是一个不宽容的首领，开普勒发觉那里的生活不舒服了。尽管

他受耶稣会保护了一段时间，并且靠教授天主教教义还可以留

在那里，但他拒绝那样做，最终离开了格拉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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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年他获得了一个职位，做著名的天文观测者笛谷·布

拉赫（ＴｙｃｈｏＢｒａｈｅ，１５６４—１６０１）的 助 手。后 者 正 在 对 天 文 学

观测数据做自古希腊以来的第一次较大的修正。布拉赫死后开

普勒继任为波希米亚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帝国数学家”。这位雇

主也期望开普 勒 为 宫 廷 成 员 占 星 算 命。开 普 勒 顺 从 了 这 一 职

责，他的哲学观 是 大 自 然 给 所 有 的 动 物 都 提 供 了 谋 生 的 手 段。

他惯于称占星术为天文学的女儿，女儿赡养她自己的母亲。

开普勒来到布拉格大约１０年后，鲁道夫皇帝开始经历政治

动乱，付不起开 普 勒 薪 水。这 样 开 普 勒 不 得 不 另 找 一 份 工 作。

１６１２年他接受了林茨的地方数学家职位，但是其他的困难仍然

缠绕着他。在布拉格时，开普勒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已死去，他再

次结婚，但在林茨他又有两个孩子死去。除了家庭悲剧，清教徒

不接受他，挣的钱很 少，为 生 存 而 挣 扎。１６２０年 林 茨 被 信 奉 天

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良征服，开普勒受到更严重的迫

害，身体更弱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这样度过的：努 力 出 版

更多的书，收欠他的薪水，寻找新职位。

开普勒的科学推理很有魅力。他像哥白尼一样，是一个神

秘主义者，并且像哥白尼一样，相信世界是由上帝根据简单美丽

的数学图式设计的。“这样上帝太和善了不愿赋闲，开始玩识别

标志的游戏，将世界标上与他的相似性；因此我偶然想到所有的

自然物和优雅的天空可由几何学的技艺来表示。”在《宇宙的神

秘》（Ｍｙｓｔ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１５９６）中 他 进 一 步 说，“为 什 么 轨

道的数量、大小和运动是这样的而不是另外的样子”，造物主心

智中的 数 学 和 谐 可 以 提 供 原 因。这 种 信 念 主 导 了 他 所 有 的

思考。

当然，开普勒也有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家的品质。他能

够冷冰冰地富有理性。尽管他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了新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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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想，他知道理论必须符合观测结果。在晚年他更清楚地看

出经验数据确实可能提示基本的科学原理。所以，当他见最心

爱的数学假说不符合观测数据时，就牺牲它们。拒绝容忍当时

其他科学家可能会忽视的不一致，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执著促

使他支持彻底的观点。他还有谦卑、耐性和精力，这些都能使伟

人从事超常的劳累。

在作鲁道夫皇帝的帝国天文学家期间，他完成了最严肃的

工作。为哥白尼系统的美与和谐关系所打动，他决心献身于探

索笛谷·布拉赫的观测数据可能提示的另外的几何学和谐，发

现联系所有的自然现象的数学关系。然而，他喜好将宇宙放进

一个预先构想的模式中，这也使他花费了好多年走弯路。他在

《宇宙的神秘》一书序言中写道：

我从事于证明，上帝在创造宇宙和调节宇宙的秩序时，

心目中所注视的是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为我们所知

的５个正几何体；而且，他根据这些正几何体的尺度确定了

天体的数量、它们之间的比例和运动关系。

因此他设定６个行星的轨道半径是与５个正立方体有关的

球体的半径。最大的半径是土星的轨道半径。在这个半径的球

中他假设内接一个正方体。在这个正方体中内切一个球，它的

半径就是木星的轨道半径。在这个球中内接一个正四面体，在

四面体中内切一个球，这个球的半径就是火星的半径，以此推下

去，用完５个正立方体。这样能得到６个球体，正好够当时所知

的行星的数量（见图２３）。

不久开普勒意识到他漂亮的理论不准确，尽管他所计算出

的行星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事实，但它们并不与多面体之间的

球的距离严格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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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至此，开普勒的工作会受到与亚里士多德攻击毕达哥拉斯

时同样的批评：“他们并不是为现象寻找理由和原因，而是强行

使现象符合他们的意见和预想，试图重建宇宙。”然而，明察的开

普勒太尊重事实了，不会坚持与观测数据不符而且不能给出准

确预言的理论。

只是在开普勒获得了布拉赫的观测资料，并且自己也做了

更多的观测后，他确信必须抛弃他的先驱托勒密和哥白尼以及

他自己构想的 天 文 学 模 式。他 寻 找 符 合 这 些 新 观 测 数 据 的 规

律，三个著名的成果是其最高成就。前两个在开普勒于１６０９年

出版的《论火星的运动》（Ｏｎ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Ｍａｒｓ）中

公布于世。

第一个定律与一切传统决裂，在天文学中引入了椭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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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曲线大约两千年以前已由希腊人透彻地研究过，因而其数学

性质是已知的。圆定义为与某一固定点距离（半径）相等的所有

图２４

点的集 合，而 椭 圆 可 定 义 为 与 两 个 固

定点 的 距 离 之 和 相 等 的 所 有 点 的 集

合。这 样 如 果 Ｆ１ 和 Ｆ２ 是 固 定 的 点

（见图２４），Ｐ 是椭圆上的点，无论Ｐ 在

椭圆上 的 何 处，和 ＰＦ１＋ＰＦ２ 保 持 不

变。固定点Ｆ１ 和Ｆ２ 叫作焦点。开普

勒第一 定 律 是，每 一 个 行 星 都 沿 着 椭

圆运动，太阳是其焦点之一。另一个焦点只是一数学点，上面没

有物理的存在。当然，每个行星都沿着自己的椭圆运动，太阳所

在的焦点对于所有的行星都是一样的。１５００年来人们试图用

圆的组合来描述每个行星的运动，其结果是用一个简单的椭圆

来代替每一个组合。

开普勒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行星遵循的路径，但没有告诉我

们行星沿着这路径运动多快。如果我们在某一时刻观察到一行

星的位置，还是不能知道何时它将在那条路径的另一点上。人

图２５

们也许会预想每个行星在其

路径上 以 匀 速 运 动，但 是 观

测数据这最终的权威使开普

勒相信事实不是这样。开普

勒的第 二 个 发 现 是，连 接 太

阳和行星的线扫过的面积是

恒定 的。也 就 是 说，如 果 行

星在一个月中从Ｐ 运动到Ｑ（见图２５），在 同 样 的 时 间 内 从 Ｐ′
运动到Ｑ′，那么面积 Ｆ１ＰＱ 和Ｆ１Ｐ′Ｑ′是相等的。发 现 有 一 种

简单的方式来叙说行星速度的数学定律，开普勒欣喜若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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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帝喜欢恒定面积胜过恒定速度。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什么规律描写行星到太阳的

距离？使此问题更复杂的是，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并不恒定。开

普勒探求一条能将此问题考虑在内的新原理。他相信大自然不

仅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而且是和谐地设计的。他相信有一种天

体的音乐产生和谐的音响效果，虽不是产生实际的声音，不过将

行星运动的事 实 翻 译 成 音 符 后 还 是 能 辨 认 出 的。顺 着 这 条 线

索，经过数学论证和音乐论证的令人惊异的结合，他得到了一条

规律，就是，如果Ｔ 是任一行星的公转周期，Ｄ 是它到太阳的平

均距离，那么

Ｔ２＝ｋＤ３

ｋ是对所有的行星都一样的常数（Ｄ 的正确值是每个椭圆路径

的半长轴）。这就是开普勒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是开普勒

在其《论世界的和谐》（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６１９）一书

中兴高采烈地宣布的。

因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９３百万英里，公转周期是一年，

我们可将它们代入方程来确定ｋ的值。如果知道了行星的公转

周期，就可以用这条定律来计算它离太阳的平均距离，反过来也

一样。

毫无疑问开普勒会喜爱发现行星之间的距离关系，但他所

得到的结果使他欣喜若狂，在书中叙述了这条规律后，他激情迸

发，唱起了对上帝的赞歌：

上帝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的荣耀和大能也是无穷

无尽的。天空啊，唱起对他的赞歌！太阳、月亮和行星，用

你们说不出的语言来颂扬他！天体的和谐，所有领悟他奇

妙作品的人，赞美他吧。我的灵魂啊，赞美你的创造者吧！

只是通过他而且在他之中一切才会存在。我们深知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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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我们虚荣的科学中，也包含在他之中。赞美、荣誉和荣

耀都永远归于他。

我们应该附带说明，开普勒能够构想出简单的规律，是因为

行星之间的引力相对来说很小，而且太阳的质量恰好比行星的

质量大得多。不管怎么说，开普勒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创新，是

对日心说的大大推进。

今天所受的教育已使我们接受了日心说和开普勒定律，因

而不能充分理解哥白尼和开普勒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回顾一

下他们研究所处的背景，看看他们的数学真正完成了什么，对我

们是有益的。

哥白尼和开普勒身处１６、１７世纪。自托勒密的时代以来地

心说的力量就很强大，非常符合已牢固确立的宗教教义。地球

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主角。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特地为我

们创造的。日心说否认这些基本的信条，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即人是许多高速旋转的球体之一上的一颗无足轻重的尘埃。那

么人还可能是上帝救助的主要对象吗？新天文学还摧毁了天国

和地狱，而在地心说中这些都有合理的地理位置。

哥白尼和开普勒都有高度的宗教感，然而他们都否认基督

教为中心教义之一。将地球移出了中心位置，哥白尼和开普勒

就抽去了天主教神学的一块墙角石，危及整个大厦。哥白尼攻

击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论点，指出与地球相比宇宙是如此广漠，

谈论中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一论证使他与教会更加对立。

也有一些反对日心说的合理科学的论证。如果地球处于运

动中，在地球轨道的不同位置上，看起来似乎是固定在天空上的

恒星的方位应该不同。然而，这种差别在１６、１７世纪没有观测

到。哥白尼回答说，与地球的轨道相比，恒星的距离非常之大。

他的对手反驳道，要使方位变化观测不到，这需要的距离与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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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可见的事实矛盾。

哥白尼的解释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如果得知恒星离地

球距离的现代数据，即使他也会吃惊不小。从地球轨道的一个

位置上到另一个位置上所见的恒星方位的变化，是由数学家弗

里德 里 希 · 威 尔 海 姆 · 贝 斯 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ｅｓｓｅｌ，

１７８４—１８４６）首先 于１８３５年 测 出 的，对 于 最 近 的 恒 星 结 果 是

０．７６弧度秒（０．７６″）。

上述反对意见只为几个专家认真地坚持。但还有一些其他

的有效科学的反驳，即使外行也可以理解。无论哥白尼还是开

普勒都不能解释，地球这样重的物是怎样开始运动的，又是怎样

保持运动的。过去人们相信天体是由轻物质组成的因而能够很

容易运动，所以在地心说理论中其他的行星也运动这一事实并

没有使他们困扰。哥白尼能够给出的最好的回答就是，对于任

何球体来说，运动是自然的。同样麻烦的是这样一个 问 题：为

什么地球的自转没有致使上面的物体飞到太空中去，就像一个

旋转平台上的物体一样？的确，托勒密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拒绝

承认地球的自转。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球自身没有飞

散分崩？对于这后一个问题哥白尼回答说因为运动是自然的它

就不会摧毁自身。他还反击道，地心说设定天空每天作快速运

动，那为什么天空没有飞散分崩呢？完全没有得到回答的是这

样一个问题：如果地球从西往东自转，抛向空中的物体当落回

地面时应该在其原来位置的西面。而且，正如自古希腊以来几

乎所有的科学家所相信的，如果物体的运动与其重量成正比，为

什么地球没有把较轻的物体落在后面？即使围绕地球的空气也

应该被落在后面。尽管哥白尼不能解释地球上所有的物体都随

它运动，他解释空气的存在时说，空气与地球相似，因而具有同

感地随地球运动。开普勒提出了一种理论说，上抛物体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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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转的同时还落回原处，是因为有看不见的有吸引力的链条将

物体连在地球上。

反对新日心说的另一个最合理的论据是，没人能感觉到地

球的自转或公转。而很显然的是，人人都能看见太阳在动。对

于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布鲁赫来说，这些和其他的论据决定

性地证明了地球必然静止不动。

这些反驳论证的实质就是，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与亚里士多

德物理学不相符，而在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物理

学是被普遍接受的。所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运动理论。

对于所有这些反对论证，哥白尼和开普勒有一个精巧的答

复。他们都取得了数学上的简化，都获得了一种具有压倒一切

的和谐并在美感上高超的理论。如果数学关系是科学工作的目

标，如果能给出一种更好的数学描述，这一事实又为上帝设计了

世界并且很明显会运用高超的理论这样的信念所加强，这就足

够压倒一切反驳。他们都相信并且清楚地陈述了，他们的工作

揭示了神的工作室的和谐、对称和设计，是上帝存在的压倒一切

的证据。

鉴于反对日心说的有分量的论证多种多样，而哥白尼和开

普勒仍愿意探索日心说，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几乎每一个巨大

的思想创造几十年甚至几世纪之前就有人作了破冰的工作，至

少回顾时来看 是 这 样，这 就 使 得 那 决 定 性 的 一 步 显 得 很 自 然。

然而哥白尼没有直接的科学先驱，尽管地心说已被毫不质疑地

接受了１５００年，他突然就接受了日心说，这在今天看来确实是

不自然的。在 １６ 世 纪 的 天 文 学 家 中，哥 白 尼 像 巨 人 一 样 屹

立着。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哥白尼确实阅读过古希腊著作，其中几

个天文学家曾提出地球运动的观点，但没人试图在这个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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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种数学理论，而地心说已得到精深的发展。哥白尼的观

测也没有提示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他的仪器和其先驱的一样

粗糙，他的观测也一样。他为托勒密理论的复杂性所烦扰，到他

那时这一理论已纠缠在更多的本轮中以适合阿拉伯和欧洲的观

测数据。在他书里给教皇保罗三世的堂皇献词中，哥白尼说当

他发现数学家们在争论托勒密理论的合理性时，就第一次被激

励去寻求一种新理论。不管怎么说，从历史的观念来看，他的科

学成果的出现就像在平静的海面上突然升起一座大山一样令人

吃惊。

事实上，一种特殊的宗教信念能解释哥白尼和开普勒工作

的方向。一种能显示上帝更伟大庄严的新的可能性，对这种可

能性仅仅一瞥就足以唤醒他们、点燃他们的思想。他们努力的

结果满足了他们对上帝工作室中和谐、对称和设计的期望。新

理论的数学简单性证明了上帝会优先采用它，而不是一种更复

杂的设计方案。

托勒密曾宣称在解释现象时有必要采用适合现象的最简单

的假说。哥白尼就用这个论据来反对托勒密理论。因为他相信

宇宙是上帝的作品，他将他所发现的简单性解释为真实的设计。

因为开普勒的数学更为简单，他就更有理由相信他已发现了上

帝在建造宇宙时所运用的规律。开普勒这样评价他的理论：“我

在内心 深 处 肯 定 它 为 真 实 的，我 带 着 惊 人 的 狂 喜 来 鉴 赏 它

的美。”

他们的思想中也有一种神秘因素，这在现在的伟大科学家

中是不正常的。构想和建立一种日心理论的灵感来自对于太阳

威力的某种模糊甚至原始的反应。哥白尼写道：“地球孕育自太

阳，太阳统治星星家族。”下面的论断又加强了上述论证；“在这

最美丽的神殿中放置这盏灯使它能同时照亮整体，谁能找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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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更好位置吗？”

尽管有神秘的和宗教的影响，但是哥白尼和开普勒在拒绝

任何不符合观测数据的猜想时是彻底理性的。使他们的工作与

中世纪的玄想相区别的，不仅是其理论的数学框架，而且还有他

们对使数学符合实在的坚持。此外，对于一种更简单的数学理

论的偏好是一种完全现代的科学态度。

尽管有反对地球运动的有分量的科学论证，尽管有宗教和

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尽管公然违背常识，新理论还是逐渐被接受

了。尤其是开普勒的成果公布后，新理论的简单性使数学家叹

服。此外，新理论对于导航计算和历法测算远为方便，因而即便

是 好 多 没 有 相 信 其 真 理 性 的 地 理 学 家 和 天 文 学 家 也 开 始 采

用它。

开始时只有数学家支持新理论，这并不意外。只有数学家，

只有一个相信 宇 宙 是 根 据 数 学 简 单 设 计 的 人 才 有 心 智 上 的 坚

毅，忽视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宗教和物理信念，建立一种革命性

的数理天文学。只有一个人毫不动摇地相信数学在宇宙设计中

的重要性，才敢于面对新理论必然碰到的很多有力反对，依然坚

持新理论。

日心说找到了一位极有天赋的辩护者，那就是加利利·伽

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ａｌｉｌｅｉ，１５６４—１６４２）。他生于佛罗伦萨，１７岁进

入比萨大学学习医学。他阅读了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著作，

激起了对于数学和科学的强烈兴趣，就转向了这些领域。

帕杜阿大学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这使伽利略于１５９２年前

往意大利西北部。帕杜阿当时在进步的威尼斯共和国境内，伽

利略享 有 完 全 的 学 术 自 由。１６１０ 年 伽 利 略 以 前 的 学 生 乔 西

莫·德·美底奇大公请伽利略作了宫廷哲学家和数学家。迁到

佛罗伦萨标志 着 他 教 书 职 业 的 结 束 和 作 为 全 职 科 学 家 职 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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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１６０９年夏天伽利略风闻荷兰人发明了一种东西，通过它远

处的物体像在近旁一样清晰可见。伽利略抓紧时间建造了自己

的望远镜，并逐渐改进镜片直到达到了３３倍的放大倍数。在向

威尼斯参议院戏剧性的演示中，伽利略展示了在敌人的军舰到

达两个小时之前望远镜就有能力发现它们。

但伽利略对于他的仪器有更宏伟的计划。将望远镜对准月

球，他观察到广大的凹陷和雄伟的大山，因而破除了月球表面是

平滑的这一观念。通过观察太阳，他发现了其表面的神秘斑点。

他还发现木星拥有４个环绕的月球（现在我们能观察到１６个）。

这一发现显示了一颗行星可以像地球一样拥有卫星。伽利略在

《星星的信使》（ＴｈｅＳｔａｒｒｙ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１６１０）中宣布了这一发

现，将他在１６１０年观察到的木星的４个月球描述为“不属于不

显眼恒星群，而属于行星的明亮等级”。他将这些月球称为“美

底奇行星”，以赞美强大的佛罗伦萨赞助者，政治上如此英明的

行为在伽利略是少有的。

哥白尼曾经预言说，如果人的视力得到增强，我们就能观察

到金星和水星的盈亏，也就是说，能观察到每个行星面对地球的

一面被太阳照射到的面积或大或小，正如裸眼能辨认出月球的

盈亏。伽利略的确发现了金星的盈亏。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行星

和地球一样，当然不是如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家所相信的那样

是完美的物体，由某种特殊的以太构成。天河，看起来只是一条

宽的光带，用望远镜来看是由成千上万的星星组成，每一个都放

出光芒。如此看来，还有其他的太阳，大概还有其他的行星系悬

在天上。此外很明显天空中不只包含７个运动物体，而这个数

字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通过观测，他相信哥白尼体系是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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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对日心说的辩护惹恼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后者于

１６１６年宣布此学说为异端邪说，审查了此学说。１６２０宗教裁判

所禁止了所有教导此学说的出版物。尽管教会有这些关于哥白

尼学说的禁令，教皇乌尔班八世还是允许伽利略出版一本关于

此论题的书，因为他相信没有人会证明新理论必然是真的。因

此，在《关 于 两 大 世 界 体 系 的 对 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６３２）一书中，伽利略比较了地心说和日心说。

为取悦于教会从而通过审查，他加了一个序言，大意是日心说只

是想象的产物。伽利略被告诫将地心说和日心说介绍为同样有

根据的，但他对后者的偏向是很明显的。不幸的是，伽利略写得

太好了，教皇开始害怕对日心说有利的论证会像包在银箔中的

炸弹一样，仍能对天主教信仰起很大的损害。罗马宗教裁判所

又一次传唤了伽利略，并以肉体折磨威胁他。伽利略被迫宣布：

“哥白尼体系的 虚 假 性 是 不 容 置 疑 的，尤 其 对 我 们 天 主 教 徒 来

说。”１６３３年，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在禁书

之列，禁令直到１８２２年才解除。

我们生活在一个太空探险的时代，太空船能带人登月，能到

达我们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因而不能再怀疑日心说的真理性。

然而，对那些生活在１７、１８世纪的人们，即便是那些能理解哥白

尼、开普勒和伽利略著作的人，也有充分理由持怀疑态度。感官

证据与这一理论冲突，而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数学论证，除了哲学

信念外只是建立在日心说的相对简单性上，因而很少有说服力。

现代科学在哥 白 尼 和 开 普 勒 的 工 作 中 还 看 出 了 更 多 的 含

义。黑帕库斯和托勒密在关于从圆和本轮的地心说中所组织起

来的观测数据，也可以整合在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日心说中。尽

管后两位相信新理论是真实的，现代的观点认为两种理论都可

以。除了为得到 数 学 上 的 简 单 性 外，没 有 必 要 采 取 日 心 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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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远远不像哥白尼和开普勒所相信的那样可知，今天科学理

论被看作是人 的 发 明。现 代 天 文 学 家 可 能 会 同 意 开 普 勒 所 说

的，天空宣布了上帝的荣耀，天空显示了上帝的作品。然而，他

们现在认识到对上帝作品的数学解释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数学

简单性胜过了他们的感觉。那么，如何确定在我们的物理世界

中什么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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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数学主导了物理科学

我们可以说大门已经第一次对一种新方法敞开，

这种新方法充满了多种奇妙的结果，将来会引起其他

人的关注。

加利利·伽利略

在
探索数学如何揭示和确定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 识 的 过

程中，我们已见到人们接受行星运动的日心理论是出于数

学的理由。如果数学上的优点不是那样明显，这一理论能否生

存是很难说的，尤其是考虑到教会的反对。然而，这一理论的确

存活下来，而我们将看到，其他理论也是这样，尽管违背我们的

感官知觉或迫使我们接受感官知觉达不到的物理实在。接受这

种理论的基本理由是从１７世纪开始的数学对科学的统治，再加

上那个时代普遍接受数学是真理这一信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

探讨数学关于我们的物理世界揭示了什么，但现在我们将偏离

这一目的，来看看数学是如何成为真理的顶点，成为研究物理世

界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以萨克·牛顿（ＩｓａａｃＮｅｗｔｏｎ）勋 爵 曾 说 过，他 是 站 在 巨 人



的肩膀上。这 些 巨 人 中 最 魁 伟 的 就 是 莱 内 ·笛 卡 儿（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和加利利·伽利略（１５６４—１６４２）。现代数学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不仅归功于对数学不断增长的强调，而且归功于这两位

１７世纪超群的思想家所开创和追寻的方法。

在１７世纪以前，科学思想已确立的体系和科学活动的本性

导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的方法的主要特征是

寻求物质的或质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学派试图用他们相信是基

本的质或实体，例如热与冷、湿与干，来解释地球上的现象。他

们认为这些质的结合产生了四种元素———地、空气、火、水。这

样，热与干的质产生了火，热与湿产生了水，如此等等。四元素

的每一种都有一种独特的运动。火是最轻的，自然寻找天空，而

土质的东西自然寻找地球的中心。亚里士多德还研究了他所说

的剧烈运动，其中一物打击、驱动另一物。

固体、液体和气体被认为是三种具有根本不同质的物质，而

不是如我们所说的，是同一物质的三种状态。对于希腊人来说，

从液态变到气态是一种质的丧失、另一种质的获得。不同的物

体在基本的质上不同。例如，他们认为，在将水银变成金子的过

程中，就去除了水银中液体的质，而代之以坚硬的质。在近代化

学的早期阶段仍然遵循这种关于基本质的观念。照这样看，硫

含有可燃的质，这种质叫作燃素；盐含有可溶质；金属含有水银

质。直到１９世纪，热还被看成是一种叫作热素的质，当物体获

得热时，就得到了热素；失去热时，就失去了热素。

亚里士多德学派试图根据物体所含有的质或者基本物质来

给物体归类，因而它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归类，这种方法在生

物学中仍是基本的。为解释一个事件如何引起另一个事件，亚

里士多德学派构造了一种精致的方案，其中所有的现象都因四

种原因而发生：质料因、形式因、作用因和终极因。为区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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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我们来考虑一个艺术家做雕像。质料因是石头和艺术家

的工具；形式因是艺术家头脑中的设计；作用因是艺术家在雕琢

石头；终极因是雕像在美化房间或建筑中的目的。终极因或目

的因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赋予整个活动以意义。在这一方案中，

数学在哪里？因为对古希腊人来说大部分数学是几何学，而几

何学研究的是图形，数学主要在描述形式因时有用，而这是相当

有限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学派研究自然的方法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能占统治地位有几个原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包罗广泛，比其

他希腊人的著作传播更广。更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关于

终极因的理论为天主教神学所采纳和支持。对地球上的人类生

活的解释是，它为我们走向天国作准备；教会普遍解释地球上的

现象是为上帝的意图服务。

尽管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踪文艺复兴的历史，但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到１６００年毫无疑问欧洲科学家为数学在研究自然

中的重要性所影响。最强的证据就是，为了一个在当时只有数

学上的优点的理论，哥白尼和开普勒就愿意推翻旧的天文学、力

学和宗教教义。

为什么起始于１７世纪的科学活动结果证明是有效的？那

些作出贡献的人如笛卡儿、伽利略、牛顿、惠更斯和莱布尼茨比

古代文明中的科学家智力更高吗？很难说。是因为越来越多地

采用观察、实验和归纳这些罗杰·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所倡

导的方法吗？显然不是。求助于观察和实验在文艺复兴时期可

能是一项革新，但 这 种 研 究 方 法 古 希 腊 科 学 家 至 少 是 熟 悉 的。

仅仅是数学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运用也不能解释现代科学的惊

人成就。尽管１７世纪的科学家知道他们工作的目标就是寻找

出各种各样现象背后的数学关系，但对于科学活动来说探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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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的数学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果只是遵循古代文明的足迹，大概就不会有现代科学的

惊人成功以及导源于１７世纪及后来的科学的创造新数学的巨

大动力。在１７世纪，笛卡儿和伽利略改革并重新表述了科学活

动的本性。他们选择了科学应该运用的概念，重新定义了科学

活动的目标，改变了科学的方法论。他们的重新表述不仅给予

了科学前所未 有 的 力 量，而 且 将 科 学 牢 牢 地 与 数 学 捆 在 一 起。

事实上，他们的方案几乎将理论科学还原为数学。为理解从１７
世纪以来推动数学的精神，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笛卡儿的观念。

当笛卡儿在位于弗莱舍（ＬａＦｌèｃｈｅ）的学校读书时，就开始

思考人类怎么会宣称知道那么多真理。部分是因为他有一颗批

判性的头脑，部分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统治欧洲上千年的世界

观正受到激烈挑战的时代，对于教师和教派领袖强烈、教条式地

宣布的信条，笛卡儿不能再满足了。当他意识到他是进了一所

欧洲最有名的学校之一，并且并不是一个低能的学生时，就感到

更有理由持怀疑态度。在学完课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哪里也

没有确定的知 识 体 系。他 所 受 的 教 育 只 是 使 他 发 现 了 人 类 的

无知。

应该承认，他 的 确 认 识 到 通 常 类 型 的 学 习 中 有 一 些 价 值。

他承认雄辩术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美，诗歌有销魂的优雅与狂

喜，但是他认为这些是天赋而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他敬重神

学因为它指出了通向天国之路，他自己也想到天国里去。但是

“因为确定地习于这样理解：通往天国之路对于无知的人像对

于有学问的人一样畅通，并且导向天国的天启真理超出了我们

的领悟能力”，他不敢擅自将这些真理放在他无能的理性下来考

察。他承认哲学“提供了貌似握有真理地谈论所有事情的手段，

博得了头脑简单之人的赞赏”，然而（迄今）它没有产生任何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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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的东西。在批评了其他的学问，包括法学、医学和道德学以

后，笛卡儿发现只有数学才是通向真理的可靠道路。

笛卡儿明确表示他相信数学是科学的精髓。他写道：“除了

几何学或抽象数学中的原理外，他不承认也不希望有任何物理

学原理，因为用这些原理就可以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现象，有些现

象还可以证明。”客观世界是空间的充实或几何学的具体化，因

而其性质可以从几何学的第一原理推导出。

笛卡儿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世界可由数学格致。他坚称物质

最可靠最基本的性质就是形状、空间中的广延以及空间和时间

中的运动。因为形状只是空间中的广延，所以广延和运动是基

本的 实 在。这 样 笛 卡 儿 宣 称：“给 我 广 延 和 运 动，我 将 造 出

宇宙。”

笛卡儿说，为了确立真理，应该用数学方法，因为这种方法

超越于它的研究对象：“它比人类流传下来的其他获取知识的工

具更有力量，是其他工具的源泉。”沿着同样的思路他继续说道：

所有研究目 的 关 乎 秩 序 和 尺 度 的 科 学 都 与 数 学 有 联

系，这种尺度是在数量、形状、星星、声音中寻找还是在其他

的物体中寻找是不重要的。因此，应该有一门普遍的科学

来解释所有关于秩序和尺度的知识，独立于对于任何研究

对象的运用；这门科学的专名已为长期的用法所神圣化，这

就是数学。它 在 用 处 和 重 要 性 上 远 远 超 过 依 赖 于 它 的 科

学，证据就是它同时包括了这些科学和许多其他的科学所

追求的目的。

他的结论是：

几何学家习惯用来达到他们最难的证明之结论的那种

简单而容易的推理链，促使我设想，人类有能力知道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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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相互关联。

从他对数学方法的研究中，他分离出在任何领域中获取精

确知识的下述 原 理（包 含 在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ｄ 中）。

除了那些如此清楚而明确地显示于他的头脑以至于排除任何怀

疑的东西外，他不接受任何东西是真的。他将把难题分析为更

小的难题；他将从简单的到复杂的逐次研究；最后他将彻底总列

和重审他的推理步骤以不漏掉任何东西。心智对于清楚明确的

基本真理的直接把握，这种直觉力和对于结果的推导是笛卡儿

关于知识的哲学之精髓。那么他如何区分可接受的与不可接受

的直觉？答案就在于“清楚”、“明确”这两个词中。他在他的第

三条规则中说道：

关于我们打算研究的对象，我们应该探求的既不是别

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猜想，而是我们能够清楚明显

地直觉地或确定地推导的，因为获取知识没有其他的方法。

按照笛卡儿的说法，只有两种心智活动能使我们达到知识

而没有犯错之虞：直觉和推理。他在后面的段落中给 出 定 义，

这是这些规则 对 于 清 楚 理 解 它 的 方 法 几 乎 不 可 或 缺 的 又 一 个

范例：

我所用的直觉，意思不是不稳定的感官证据，也不是带

着无用构造的想象力的虚假判断，而是纯粹、专注的心智的

概念构造能力，这是如此容易如此明确以致关于我们所正

在理解的东西没有任何怀疑。或者换一种说法，直觉是纯

粹、专注的心智的不怀疑的概念构造能力，只来自于理性之

光，甚至比推理更为确定因为它更简单；尽管如我们上面已

说过的，在推理中人类心智也不可能犯错。这样根据直觉

人人都明白他存在，他思想，三角形只由三条线段所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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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单一平面所围，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

为加强他对人类能够通过数学发现自然规律的信念，在《论

正确地引导理 性 在 科 学 中 寻 求 真 理 的 方 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ｉｇｈｔｌ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

ｉ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６３７）一书中，他论证道，因为上帝不会欺 骗 我

们，我们能够确信，心智清楚明确地认识的真理以及我们通过纯

粹的心智过程得出的推论，真实地适用于物理世界。

至于对物理世界的研究，笛卡儿确信数学就足够了。他在

《哲学原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中说道：

我坦率承认，关于有形体之物，除了几何学家称作量并

作为他们证明 的 目 标 的 东 西，我 不 知 道 还 有 其 他 的 东 西。

在研究它们时，我只考虑部分、形状和运动，总之，除了那些

可从普遍的观念（其真理性不容置疑）用像在数学证明中一

样可靠的明证 推 导 出 的 以 外，我 不 承 认 任 何 东 西 是 真 的。

既然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我们认为我们

不应该再承认其他的物理原理，或者说，我们没有权利再寻

找其他的。

尽管笛卡儿赞美数学方法而且当然认为他能将所有的科学

归化为数学，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很少运用数学本身。除了他

在通信中提到的结果外，他只写了一本简短的数学书，即著名的

《几何学》（Ｌａ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在那里他独立于费马创造 了 分 析 几

何；这是他的哲学巨著《论方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Ｍｅｔｈｏｄ）的三个

附录之一。在他１６３８年７月２７日给马林·美塞纳的信中，笛

卡儿写道：

我决心放弃的只是抽象几何，即对那只是用于锻炼头

脑的问题的思考，这是为了研究另一种几何学，这种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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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解释自然界的现象。

在《论方法》中笛卡儿进一步说道：

物理学知识使他看到有可能获得对生活非常有用的知

识，并且取代学校所教的思辨哲学，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实用

的哲学，通过这种哲学，我们知道火、水、空气、星星、天空以

及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的力和作用，从而使我们自己成为

自然的主人和加工者。

在《论方 法》的 一 个 附 录 中 显 示 他 对 于 应 用 的 兴 趣。在

Ｄｉｏｐｔｒｉｃ中他试图改进望远镜和显微镜。他还做了生物学研究，

并且尽管他强调心智的力量，他也做了一些实验。

既然笛卡儿将外部世界看作是只由运动的物质组成，他如

何解释味道、气味、颜色和声音的性质呢？这里笛卡儿采用了古

老的希腊信条，即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信条。用德谟克里特

（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６０—前３７０）的 话 来 说，这 个 信 条 就 是

“苦与甜、冷与热以及颜色，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存在于意识中

而不是在实在中；真实的存在是微粒，即原子以及它们在虚空的

空间中的运动。”第一性质，即物质和运动存在于物理世界；第二

性质，味道、气味、颜色、温暖以及声音的悦耳和难听，都只是第

一性质在人的感官上引起的效果，即通过外部原子作用于人的

感官引起的。

笛卡儿用一块蜂蜡来说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别。他

说，蜂蜡有甜味、气味、颜色、形状和大小，并且它坚硬而冷。受

到打击时它发出声音。然而，假如有人将它放在火旁边，它的味

道和气味就消失了，颜色就变了，形状改变了，体积增加了，它变

成了液体而且很热。再打击它就不会发出声音了。总之，它几

乎所有的性质都改变了，然而它还是同一块蜂蜡。根据什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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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看成同一个物体？心智超越了感官，将蜂蜡的广延和运动看

作是基本的。

这样对于笛卡儿来说，存在两个世界：一个 是 存 在 于 空 间

中的巨大的数学机器，而另一个是思想的心智的世界。前一个

世界中的元素在后一个世界上作用的效果就产生了物质的非数

学的或者说第二性的性质。真实的世界是可用数学表达的物体

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的总和，而整个宇宙是一部巨大、和谐、

根据数学设计的机器。

甚至原因和结果笛卡儿也用纯数学的术语来解释。因果关

系是公理和定理与从它们推导出的定理的关系。在由公理预先

决定的模式中，新定理只是旧定理的逻辑结果。原因只是理由。

对于感官来说，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中相续，一个似乎对另一个有

作用；然而，这种在时间中接续的表象和物理必然性的印象都归

因于感官的有限性。

然而他必须发现简单、清楚、明确的真理，它们在他的哲学

中起的作用将和公理在数学中起的作用一样。他探索的结果很

有名。从没有受到他的怀疑损害的可靠源泉，即他的自我意识

中，他抽出了建造哲学的基石：ａ）我思故我在；ｂ）每一个现象

必有一个原因；ｃ）结果不能大于原因；ｄ）完 美、空 间、时 间 和

运动的观念是头脑中固有的。

因为怀疑的那样多而知道的那样少，所以人类是不完美的。

然而，根据笛卡 儿 上 面 的 公 理 ｄ，人 类 头 脑 中 的 确 有 完 美 的 观

念，尤其是关于一个全知、全能、永恒、完美的存在的观念。这些

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呢？根 据 公 理ｃ，不 完 美 的 人 类 头 脑 导 不 出

或造不出关于一个完美的存在的观念；因而它只能从一个完美

存在的实在中得出，这个完美存在是上帝，所以上帝存在。

完美的上帝不会欺骗我们，所以可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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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真理。因而，数学公理作为我们最清楚的直觉，必然是真

理。而定理必然是正确的，因为上帝不会允许我们虚假地推理。

关于自然的知识应该用于为人类谋福利。有人宣称数学提

供了施展一个人的发明天赋的机会，并提供了展示智巧和克服

难以捉摸的困难的满足感，笛卡儿回答说，由于有了新的代数方

法（他是指他和费马独立发明的解析几何），数学已变成了人人

都能学会的力学科学。

尽管笛卡儿的哲学和科学信条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经

院哲学，在一个基本的方面他仍是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他从自

己的头脑中抽出关于存在和实在本质的命题。他相信先验真理

的存在，智力能利用自己的力量达到关于一切事物的完美知识。

这样他在先验推理的基础上陈述运动定律。然而他的确宣布了

一种普遍系统的哲学，这种哲学击破了经院哲学根据地，开通了

思想的新渠道。通过将自然现象还原为纯粹物理的事件，他对

驱除科学中的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作了很多贡献。此外，因为

他用大胆和创新的概念和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科学难

题格斗过，他激励了其他人去创造新的科学理论。笛卡儿的著

作在１７世纪后半期影响特别大。他的演绎和系统的哲学使同

时代人尤其是牛顿认识到运动的重要性。对笛卡儿哲学进行解

释的精装书装饰了小姐贵妇的梳妆台。

我们这里的目的不是详细阐述笛卡儿遵循的哲学道路，不

管这是多么有研究价值。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是，数学真理和

数学方法是如何在１７世纪的思想混乱中引导了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摸索道路。他的哲学确实可以描述为数学化的哲学。它远

远不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儿的先驱的哲学那样神秘、

形而上和神学化，而是远为理性。通过仔细考察他的数学步骤

中包括的意义和推理，笛卡儿教导我们在我们自身中寻找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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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再做古人和权威的学生。在笛卡儿身上，神学和哲学分道

扬镳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作为日心说捍卫者的伽利略。他也提出了

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大部分与笛卡儿的哲学一致，但是结果证

明更为彻底，是更为有效的程序。伽利略阅读自然之书的宏大

计划提出了关于科学目标和数学在达到这些目标中的作用的全

新的概念。是伽利略研究和征服自然的计划开创了现代数学物

理学。

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伽利略提出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革

命性的观念。他知道托勒密称他的地心说只是数学方案，他知

道哥白尼引用数学简单性来为他的日心说辩护（开普勒也是这

样，不过伽利略忽视了开普勒的工作）。伽利略赞同哥白尼和托

勒密的观点———世界是根据数学设计的。在他现在很著名的书

《恒星使者》（Ｓｉｄｅｒｅａｌ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１６１０）中，他写道：

哲学（自然）写在永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上。我是

指宇宙，但是如果不首先学习写这本书所用的语言、不掌握

所用的符号，我们就不能理解它。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来

写的，符号就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的数学图形，没有它们

的帮助，人类就不可能理解书中的一个字，只能徒劳地在黑

暗的迷宫中漫游。

大自然是简单而有秩序的，它的行为是有规则的而且是必

然的。它按照完美而不变的数学规律活动。神的理性是大自然

中的合理性之源。上帝将严格的数学必然性放进这个世界中，

而人类，尽管其理性和上帝的理性相关，却只有通过艰苦努力才

能掌握。因而数学知识不仅是绝对真理，而且像圣经中的任何

一行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数学更为优越，因为关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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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不同意见，而关于数学真理却不可能有不同意见。此外，

研究自然像研究圣经一样虔敬：“上帝在大自然的活动中向我们

展示他自身和在圣经的神圣措辞中展示自身一样令人敬仰。”

尽管笛卡儿向着发现运动规律迈进了一步，他并没有直接

面对日心说的引入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理论中，地球既自转

又围绕太阳公转。那么为什么物体和地球一起运动？如果说地

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为什么落下的物体还落向地球？此

外，所有的运动，例如抛体运动的发生似乎和地球静止时一样。

需要新的运动原理来解释这些地球上的现象。

为伽利略所提 出 并 为 后 继 者 所 遵 循 的 有 胆 识 的 新 方 案 就

是，获取对于科学现象的量的描述，而不依赖于任何物理解释。

伽利略的方案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球从一人手中落下，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形中人们可能会对球为什么落下作无穷无

尽的思辨。伽利 略 建 议 我 们 作 另 外 的 事 情。从 球 落 下 的 瞬 间

起，随着时间的过去，球从起始点落下的距离不断增加。用数学

的语言来说，球落下的距离和落下所用的时间叫作变量，因为两

者都随着球的下落而变化。伽利略寻求这些变量之间的数学关

系。他所得到的 答 案 如 今 是 用 那 种 叫 做 公 式 的 数 学 速 记 法 写

成。就我们的例子来说，这个公式就是ｄ＝１６ｔ２。这 个 公 式 表

明，在ｔ秒钟内落下的英尺数（ｄ）是秒数平方的１６倍。例如在

３秒钟内球下落１６×３２即１４４英尺；在４秒内球下落１６×４２即

２５６英尺，如此等等。

请注意这个公 式 是 简 洁 的、精 确 的 并 且 在 量 上 是 完 整 的。

公式ｄ＝１６ｔ２ 关于球为什么落下什么也没说。它只是关于球怎

样落下给出了量的信息。更进一步，尽管这样的公式是用来联

结科学家猜想是有因果联系的变量，真实的情形是，他为了成功

研究这种情况，不需要探究或理解因果联系。当伽利略强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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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描述而反对对自然界作不那么成功的质的和因果的探究时，

他对于这个事实是看得很清楚的。

因而，是伽利略寻找数学公式的决断描述了自然界的行为。

像许多天才的思想一样，这种思想初看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这些质朴的数学公式似乎没有真正的价值。它们什么也

没解释，只是用精确的语言描述。然而这样的公式已证明是人

类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我们将看到，现代科

学的惊人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主要是通过量化的、描述的知识获

得的，而不是通过对于现象的原因作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甚至机

械的解释。

伽利略在他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讨论和数学证明》（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ｗｏ

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６３８）中 说 道：“落 体 运 动 的 加 速 度 的 原 因 不 是

研究中的必要部分。”他指出，他将研究和证明运动的性质而对

原因不加考虑。建设性的科学探索必须和关于最终原因的问题

分开，必须抛弃关于物理原因的思辨。伽利略也学会这样劝诫

科学家们：你们的事不是推断为什么，而是量化。

对于伽利略的这种思想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否定的。用公式

描述自然现象似乎只是第一步。似乎是亚里士多德真正领悟了

科学的真正功能，即我们应该对于现象发生的原因作物理的解

释。即使笛卡儿也反对伽利略寻求描述公式的决断：“伽利略关

于物体在空间中的下落所说的一切都没有可靠的基础；他本应

该首先确定重量的本性。”而且，笛卡儿说道，伽利略应该反思终

极的理由。然而，根据后来的发展，我们现在知道了，伽利略寻

求描述的决断 是 关 于 科 学 方 法 论 的 最 深 刻、最 有 成 效 的 思 想。

其意义后来 更 明 显 了，即 他 将 科 学 直 截 了 当 地 放 进 了 数 学 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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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描述现象的公式的决断引起了这样的问题：“哪些量应

该由公式联结？”一个公式联结的是变化的物理存在的数值，因

而必须度量这些存在。伽利略遵循的下一个原则就是，度量那

些可度量的，并把那些还不可度量的变成可度量的。这样他的

问题就变成了，将自然现象中那些基本的能被度量的侧面分离

出来。

笛卡儿已经专注于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物质，将它们作

为自然界的基 本 现 象。因 而 伽 利 略 试 图 将 运 动 的 物 质 的 可 度

量、可由数学规律联结的特征分离出来。通过分析和反思自然

现象，他决定集中研究这些概念：空间、时间、重 量、速 度、加 速

度、惯性、力和动量。在选择这些性质和概念时，伽利略又一次

显露了他的天才，因为他所选择的并不能直接认出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容易测量的。有一些，例如惯性，并不能明显看出是物质

所拥有的，其存在不得不从观察中推断出。另一些，例如动量，

是造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概念结果证明在解释自然界的秘

密时是最有意义的。

伽利略科学研 究 方 法 中 的 另 一 个 要 素 后 来 证 明 也 同 样 重

要。科学需要将数学模型作为模式。伽利略和他的直接后继者

确信他们能发现一些关于物理世界的规律，这些规律像欧几里

得的几何学公理“通过两点可以画一直线”一样确定无疑。也许

静观、实验或观察能提示这样的物理学公理。不管怎么说，这些

公理一旦发现了，其真理性在直觉上是明显的。在这方面和笛

卡儿一样，有了这些基础性的直觉，伽利略希望，严格地像从欧

几里得公理推出定理一样，推导出一些其他的真理。

然而，在获取第一原理的方法这一方面，伽利略彻底背离了

古希腊人、中世纪的人甚至笛卡儿。伽利略以前的人和笛卡儿

相信心智提供了基本的原理。对于任何现象，心智只需要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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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能立即认出基础性的真理，正如数学中所证明的那样。在

思考数或几何图形时，像“相等数加相等数得出相等的数”、“两

点决定一条直线”这样的公理马上会自己显露出来，是不容置疑

的真理。古希腊人发现一些物理原理同样有吸引力。宇宙中万

物应该有一个自然的位置，这只是适宜而已。静止状态很明显

比运动状态更自然。因为天体是完美的，以固定的周期重复运

动，而且因为圆是允许重复运动的完美的曲线，很明显天体必然

作圆周运动，或者最差其运动也是圆的组合。看来同样不容置

疑的是，为使物体开始运动并保持运动，必须施加力。相信心智

提供了基本原理，并不是否认观察可能进入获得这些原理的过

程。然而观察只是唤起了这些正确的原理，正如看见一张熟悉

的脸会使头脑想起关于这人的事情。

伽利略强调，获得正确的基本原理的方法是关注自然所说

的而不是心智所喜欢的。他公开批评这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他们接受那些符合他们关于自然必然怎样行为的预想的观念的

规律，并不是自然先造了人的头脑，然后再这样安排世界以使它

可被人的智力所接受。对于重复亚里士多德并争论他著作的意

思的那些走不出中世纪传统的人，伽利略批评说，知识来源于观

察而不是书本。争论亚里士多德的语词是没有意义的。他称这

样做的人为纸上的科学家，幻想科学可以像《埃涅阿斯纪》（Ａｅ

ｎｅｉｄ）或《奥德赛》（Ｏｄｙｓｓｅｙ）那样来研究，或者可以通 过 校 勘 文

本来研究。自然按照其所喜欢的来造物，而让人的理性尽最大

努力来理解她。“当我们让自然权威的命令不起作用时，……，

大 自 然 才 不 管 她 深 奥 的 理 性 和 操 作 方 法 是 否 能 为 人 的 能 力

所及。”

许多伽利略的先驱也做过这样的批评。莱奥纳多·达·芬

奇（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ｎｃｉ）曾说过起始于思想并终止于思想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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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得出真理，因为没有经验进入这些思考，仅仅思考什么也

不能确定。“如果你不依赖于大自然的坚实基础，你的劳作将很

少获誉、很少获益。”伽利略的同时代人弗兰西斯·培根高声提

倡排除占据人的头脑阻止人们看见真理的各种偶像。然而，在

伽利略之前，利用经验来获得基本原理只是在摸索阶段，没有确

定的方向。

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笛卡儿却不承认伽利略依赖于实验之

明智。他说感觉 事 实 只 能 导 致 幻 觉。而 理 性 能 够 穿 透 这 些 幻

觉。从头脑所提供的内在的普遍原理中我们能够推导出自然现

象并理解它们。在笛卡儿的许多科学工作中他做实验，要求理

论符合事实，但在其哲学中笛卡儿仍然维系在头脑的真理上。

尽管伽利略做实验目的明确并且结果很有说服力，但我们

不能得出结论说：实验是大规模地进行，变成了科学中新的具

有决定性的力量。直到１９世纪情形才是这样。当然１７世纪有

一些著名的实验科学家：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化学家罗伯

特·波义耳、数学家物理学家克利斯提安·惠更斯，更不用说伽

利略本人和以萨克·牛顿勋爵。就实验来说伽利略只是一个过

渡性人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称道的那样是一个实验科学家。他

相信几个判决性的实验和敏锐的观察就可以很容易产生正确的

基本原理。甚至牛顿也是这样。牛顿强调说他依赖于数学，他

做实验主要是 为 了 使 他 的 结 果 在 物 理 上 可 理 解 并 使“俗 人”信

服。伽利略的许多所谓的实验其实是“思想实验”。也就是说，

他利用经验去想象如果做一个实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然后

就确信地得出推论，似乎他实际上已做了实验。他在其著作中

描述了他从未做过的实验。尽管哥白尼所留下的日心说并没有

很好地与观测符合，他还是支持它。在描述在斜面上运动的实

验时，伽利略并没有给出实际的数据，而是说就他那时可用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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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钟表来说，实验结果与理论符合的精确度是可信的。从大

自然中得出的几个基本原理和很多数学推理构成了伽利略的方

法。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当他描述从运动的船的

桅杆落下的球的运动时，其中的一个人物辛普里丘问他有没有

做过实验。伽利略回答说：“没有，我不需要实验，无需经验我就

能确信它就是这样，因为它不能是其他的样子。”他说他事实上

很少做实验，做实验主要是为了反驳那些不遵循数学方法的人。

伽利略的确有一些关于自然的预想，这使他确信几个实验

就够了。例如当他研究加速度运动时，他设定的最简单的原理

是，在相等的时 间 内 速 度 的 增 加 相 等。他 称 之 为 匀 加 速 运 动。

这样对于伽利略来说，科学事业中演绎的数学部分比实验部分

起的作用要大。从单一的原理中流出丰富的定理，比发现这个

原理本身更能使他感到自豪。这样我们就看出了一个模式：塑

造了现代科学的科学家———包括笛卡儿、伽利略、惠更斯、牛顿，

还包括哥白尼和开普勒———是以数学家的方式来研究自然，在

普遍的方法和 具 体 研 究 中 都 是 这 样。他 们 主 要 是 思 辨 型 思 想

家，期望通过直觉或关键性的观察和实验来抓住深广而且简单

清楚的不变的数学原理，然后期望从这些基本真理中推导出新

的定律，完全像在数学中建立几何学那样。演绎推理构成了科

学活动的大部分，整个思想体系要这样推出。

伽利略预期只是几个实验就够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

为这些人相信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在他们看来没有理由

不像数学家研究数学问题那样来研究科学问题。正如约翰·赫

曼·蓝道（ＪｏｈｎＨｅｒｍａｎＲａｎｄａｌｌ）在其《现代精神的形成》（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ｎｄ）中所说：

科学产生于对大自然进行数学解释的信念。……现代

科学以自然哲 学 的 身 份 兴 起，并 且 以 这 个 名 称 为 人 所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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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括哲学一词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实际上描述了所用

的方法。这是本质上依赖于理性的思想家所用的方法，在

科学中，是依赖于作为理性的主要工具的数学原理和步骤。

不管怎么说，伽利略关于物理原理必须建立在经验和实验

基础上的思想是革命性的、决定性的。伽利略本人毫不怀疑真

实的原理———即上帝创造宇宙所用的———可以获得，但是通过

打开了经验之门，一不留神让怀疑的魔鬼溜了进来。因为，如果

科学的基本原 理 必 须 来 源 于 经 验，为 什 么 数 学 公 理 不 是 这 样？

在１８００年 以 前，这 个 问 题 并 没 有 烦 扰 伽 利 略 和 他 的 后 继 者。

直到那时数学还享有特权的地位。

为到达现象的实质，伽利略提倡并实行了另一条原则，即理

想化。他的意思是应该忽略一些琐屑的因素。这样，一个落向

地面的球会遇到空气阻力，但只是落几百英尺空气阻力是微乎

其微的，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忽略。同样，一个密实的物

体有大小和形状，但在本质上可当作质点来处理；也就是说，可

以把它所有质量看成都集中在一点上。他还忽略了与大小、形

状、数量和运动 等 相 对 的 第 二 性 的 性 质，如 味 道、颜 色 和 气 味。

也就是说他采 纳 了 区 分 物 质 第 一 性 质 和 第 二 性 质 的 思 想。他

说道：

白或红，苦或甜，声音或寂静，香味或臭味是在感觉器

官上所产生效果的名称。它们不能被归到外部客体，正如

有时接触这些 物 体 时 产 生 的 痒 或 疼 不 能 归 到 外 部 客 体 一

样。……如果没有了耳朵、舌头、鼻子，我认为形状、数量和

运动还存在，但将不会有气味、味道和声音，这些是从活的

生物中得出的，我以为只是词语。

如此说来，形状、数量（大小）和运动是物质的第一性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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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物理上的基本性质。对于人的知觉来说，它们是真实的、外

在的。

这样伽利略倡导剥去附带的或者说次要的效果以达到主要

的效果。他从观 察 开 始，然 后 想 象 如 果 去 除 了 阻 力 将 会 怎 样。

也就是说，想象物体在真空中下落。这样他得到了这样的原理：

在真空中所有物体按照同样的规律下落。观察到摆的运动受空

气阻力影响很小，他就用摆做实验来证明他的原理。同样，猜想

阻力的效果是次要的，他用光滑球作试验，让它滚下一个光滑的

斜面，这样来得出无摩擦运动的规律。如此说来，伽利略并不只

是做实验然后从实验中得出推论。他从实验的解释中抛掉了相

对不重要的东西。他的伟大，部分在于，关于大自然他问适当的

问题。

当然，现实的物体是在有阻力的媒介中下落。伽利略怎样

解释这种运动？他的答案是：

因此，为以科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有必要解除这

些困难（空气阻力、摩擦等）；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发现并证

明了这些定理，并在经验允许的限度内运用它们。

通过去除了空气阻力和摩擦力，寻求真空中的运动规律，伽

利略想象物体在真空中运动，这不仅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甚至也

违背了笛卡儿，而且他运用了理想化的方法，即为了他的目的抽

象出根本的性质。他所做的正是数学家在研究现实的形状时所

做的。数学家剥除了直线的原子结构、颜色和宽度，这样来得到

一些基本的性质，然后来集中研究这些基本性质。以同样的方

式伽利略达到了基本的物理因素。抽象的数学方法的确偏离了

现实一步，然而貌似矛盾的是，这引导我们返回现实，其力量比

同时考虑所有存在的因素时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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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策略中伽利略也显示了其智慧。他并没有像以前

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那样试图包罗所有的自然现象。他选取几个

基本的现象来 集 中 研 究 它 们。他 认 为 谨 小 慎 微 地 前 进 是 明 智

的。伽利略显示了大师的自我约束。

这样，伽利略的方案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个是寻求物理

现象的量化描述并以数学公式来表达。第二个是将现象中最基

本的性质分离出来度量。这些基本性质即公式中的变量。第三

个是在基本物理原理的基础上演绎地建立科学理论。第四个是

理想化。

为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伽利略需要发现基本的规律。一

个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泰国婚姻的数量与纽约城

马蹄铁价格的关系，这些数量每年都不同。然而这样的公式对

科学毫无价值，因为它没有直接或隐含地包括任何有用的信息。

对基本规律的寻求是另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伽利略需要再一

次与其先驱决裂。他对运动物质的研究需要考虑地球在空间中

的运动和绕其轴的自转。这些事实本身使文艺复兴时代所拥有

的唯一有意义的力学体系，即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归于无效。

伽利略起先倾向于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定律：重的物体落向

地球时比轻的物体更快。然后他问自己说：假设我将重的物体

分成两块，它们会像两个轻的物体一样下落吗？再假设我将它

们捆在一起或粘在一起，又会怎样？它们现在是两块还是一块？

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忽略空气阻力，所有的物体都会以同样的速

度下落。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为保持物体运动需要施加力。因

而，为保持一辆汽车或一个球运动，即使在非常光滑的表面上，

也需要推动力。对于这一现象伽利略的洞察比亚里士多德更深

刻。实际上是空气的阻力和接触面的摩擦阻碍了球的滚动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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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运动。如果这些阻碍的作用不存在，保持汽车运动就不需

要推动力。它将无限期地以同样的速度持续运动，而且是沿着

直线路径。一物不受力时将以恒定的速度沿直线持续运动，这

一基本的运动原理是由伽利略独立发现的（笛卡儿也陈述过这

个原理）。这现在称作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此定律是说，一物只

有受力的作用时才会改变速度。这样物体拥有抵制速度之改变

的性质。物质的这一性质，即对速度改变的抵制，称作其惯性质

量，或简单地叫做质量。

这第一个原理就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原理矛盾，这意味着

亚里士多德犯了明显的错误吗？或者他的观察太粗糙太少而不

能得出正确 的 原 理？绝 对 不 是。亚 里 士 多 德 是 一 个 现 实 主 义

者，他所得出的确实是观察所实际提示的。而伽利略的方法更

精致因而也更有成效。伽利略是像一位数学家一样研究这个问

题。他忽略了一些事实而关注另一些，这样就将现象理想化了；

正如数学家通过关注一些性质、忽略另外的而将拉直的弦和尺

子的边理想化了。通过忽略摩擦力和空气阻力，通过想象运动

在纯粹的欧几里得式的真空中进行，伽利略发现了正确的基本

原理。

如果有力施加在物体上，那又如何描述其运动？伽利略又

作出了第二个基础性的发现：持续地施加力会使物体增加或减

少速度。我们可以将在每个时间单位中速度的增加或减少叫做

加速度。这样，如果一个物体每秒钟速度的增加或减少是每秒

钟３０英尺，它的加 速 度 就 是 在 一 秒 钟 每 秒 钟３０英 尺，简 写 为

３０ｆｔ／ｓｅｃ２。

例如，空气的恒定阻力引起速度的恒定减少，这就解释了这

个事实：一个在光滑地板上滚动和滑行的物体其速度会持续减

少，直到为零。与此相反，如果一个运动的物体拥有加速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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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有力的作用。一个从某一高度落向地球的物体确实拥有

加速度。这种力一定是地球的引力，这种观点在伽利略的时代

已经有人接受了。然而伽利略没有费时间思索这种观点，而是

研究关于落体的量的事实。

他发现，如果空气的阻力忽略不计，所有落向地球表面的物

体都有同样的恒定加速度ａ。也就是说，它们以相同的变化率，

一秒钟内每秒３２英尺增加速度，用符号来表示就是：

ａ＝３２　 （１）

如果物体是自己落下，也就是说，只是从手中放开它，它将

以零速度开始 运 动。因 而，在 一 秒 钟 后 它 的 速 度 是 每 秒３２英

尺；两秒钟后其速度是３２×２或６４英尺／秒，以此类推。在ｔ秒

后其速度ｖ 是３２ｔ英尺／秒，用符号来表示：

ｖ＝３２ｔ　 （２）

这个公式准确地告诉我们落体的速度如何随时间而增加。

它还表明，物体下落时间越长，速度就越大。这是一个常见的事

实，多数人都观察过，从高处落下的物体，撞击地面时其速度比

从低处落下的物体要快。

我们不能通过速度乘以时间来得出落体在给定的时间内下

落的距离。只有速度恒定时这样才会得出正确的距离。然而，

伽利略证明，对于在ｔ秒时下落了ｄ 距离的物体来说，正确的公

式是：

ｄ＝１６ｔ２ 　 （３）

其中ｄ是物体在ｔ秒钟内下落的英尺数。例如，在３秒钟时，物

体下落了１６×３２ 即１４４英尺。

将公式（３）两边同除以１６，然后两边同取平方根，就得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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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下落给定距离ｄ所需要的时间ｔ的公式ｔ＝ ｄ／槡 １６。注意落

体的质量没有出现在这个公式中。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物

体落下给定的距离都需要同样的时间。这就是传说伽利略在比

萨斜塔上让物体落下时所发现的。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觉得

难以相信，让一块铅和一根羽毛在真空中从同样的高度下落时，

会在同样的时间内到达地面。

所有物体落向地球时拥有的加速度３２英尺／秒２，是由地球

引力产生的。当谈论地球表面附近的物体时，我们将施加在这

些物体上的引力叫做重量。尽管伽利略没有将重量和质量联系

起来，我们还是应注意，地球上任何物体的重 量 ｗ 总 是 其 质 量

ｍ 的３２倍，用符号表示就是：

ｗ ＝３２ｍ 　 （４）

这样，物体的两种不同的性质，重量和质量，联结了起来：一

个总是另一个的３２倍。由于这种恒常的联系，我们易于混淆这

两种性质，不过我们应该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质量是抵制速度

或方向之改变的性质，而重量是地球对物体的吸引力。如果物体

在一个水平平面上，平面抵消了这种吸引力。因而，考虑水平平

面上的运动时，物体的重量不起作用。但是物体的质量还起作

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看到，区分质量和重量是多么重要。

强调数学的作 用，从１７世 纪 以 降 将 其 置 于 科 学 的 前 沿 阵

地，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深刻的、影响巨大的哲学家笛卡儿；然

而是伽利略的 方 法 论 使 人 类 能 够 揭 示 许 多 自 然 现 象 的 行 为 模

式，如果不用伽利略的方法，这些不会为人所知。

我们还可以讨论伽利略更多的具体数学成就，例如他对抛

体运动的数学描述，但是我们主要关注其研究中的方法论。

随着１６３８年其《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讨论和数学证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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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伽利略使现代物理科学驶向了数学的航道，奠定了现代力学

的基础，并为所有现代科学思想树立了典范。我们将看到，牛顿

继承了伽利略的方法论，无与伦比地展示了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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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数学与引力的奥秘

我还没有从现象中发现引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

我不构造任何假说……知道这些就够了：引力的确存

在，并按照我所说明的规律起作用；而且引力足以解释

天体的所有运动。

牛顿

１６４２
年，就是伽利略 去 世 的 那 一 年，在 一 个 偏 僻 的 英 国

村落的农场中，一位新寡的妇人生出了一个脆弱的

早产儿。出身如此卑微，身体如此脆弱以至生命岌岌可危，但以

萨克·牛顿竟活到八十五岁，并获得了人类的最高声誉。我们

将见到，牛顿本质上用的是伽利略的方法，他继承伽利略未竟的

事业。正如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说过的：“伽利略发动

攻击而牛顿大获全胜。”

除了对机械装置的强烈兴趣外，青年时期的牛顿并没表现

出成大器的特别迹象。只是因为他对农作不感兴趣，他母亲送

他去了剑桥大学，他于１６６１年进了三一学院。在那里他有机会

研读笛卡儿、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著作，并有机会聆听著



名数学家以萨克·班柔的讲课，尽管有这些优越条件，牛顿似乎

获益很少。他甚至几何学很差，曾一度差点将主攻方向从自然

哲学转到法律去。四年的本科学习结束了，他还是像刚入学时

一样不起眼。

就在那时伦敦周围爆发瘟疫，剑桥大学关门。牛顿在宁静

的家乡伍兹骚普度过了１６６５年和１６６６年。就在这个时期牛顿

开始了他在力学、数学和光学中的伟大创造。他意识到引力定

律（我们马上会讨论）是普遍的力学学科之关键；他获得了一种

处理微积分问题的通用方法；通过做实验他做出了划时代的发

现：白光如太阳光实际上是由从紫到红所有有色光组成。牛顿

后来说道：“所有 这 些 都 是 在 流 行 瘟 疫 的１６６５和１６６６年 做 出

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当创造发明之盛年，比后来的任何时期

更关心数学和哲学（科学）。”

牛顿于１６６７年返回剑桥，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

１６６９年以萨克·班柔辞去数学 教 授 职 位，献 身 于 神 学，牛 顿 接

替了他的位置。牛顿显然不是一位成功的教师，因为很少有学

生听他的课，也没有人对他所讲内容的独创性加以评论。

１６８４年他的朋友埃德蒙·哈雷（ＥｄｍｏｎｄＨａｌｌｅｙ，以哈雷彗

星而闻名）鼓励他出版关于引力的研究成果，甚至还帮他编辑并

资助。就这 样，在１６８７年，科 学 经 典《自 然 哲 学 的 数 学 原 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常 被 称 为

《原理》）出版了。

此书出版后 牛 顿 的 确 获 得 了 广 泛 的 称 誉。《原 理》出 了 三

版，对它的通俗化解释很流行。实际上《原理》是需要通俗化解

释的，因为它极其难读，对于外行来说一点也不清楚，尽管有些

教育者认为容易清除。最伟大的数学家们工作了整整一个世纪

才将书中的内容阐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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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于其先驱的贡献给予了适当的评价，但他并不相信

他的工作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他晚年对他的侄子说：

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一个

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时而拣到一块更光滑的鹅卵石或更漂

亮的贝壳，以此自娱。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真理的汪洋，

我一无所见。

在牛顿青年时期的伟大贡献中，他的科学哲学和引力方面

的成果对于我们的讨论最重要。这种哲学将伽利略发起的科学

研究纲领表达得更清楚：从清楚可证实的现象出发，构造定律，

这些定律用数学的精确语言描述大自然的运作。应用数学推理，

可以从这些定律中推导出新的定律。像伽利略一样，牛顿希望知

道全能的上帝如何造物，但他并不想探测许多现象背后的机制。

在《原理》的序言中，牛顿说道：

既然古代人（如帕普斯所言）推崇力学，认为它在研究

自然物时最重要，而现代人拒斥实体形式和神秘性质，致力

于将自然现象归到数学规律之下，因此我在这部书中推进

了数学使它与哲学（科学）相联系，发表这部书为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因为哲学的全部任务似乎就在此：从运动的

现象开始研究自然界的力，然后从这些力出发证明其他的

现象。第一、第二卷中的论题就致力于这个目标。

当然，对于牛顿来说像对于伽利略一样数学原理是量的原

理。如牛顿在《原理》中所说，他的目的是发现并表述那种精确

的秩序，其中“万物在量度、数量和重量上井然有序”。

在这描述自然的任务中，牛顿最著名的贡献是将天上和地

下的现象统一起来。伽利略已经以前人所未能的方式观察过天

空，但他成功地进行数学描述的自然界仅限于地面上或地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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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运动。伽利略还在世时，他的同时代人开普勒已经得出了

关于天体运动 的 三 个 著 名 的 数 学 定 律，从 而 简 化 了 日 心 理 论。

关于大地上的 运 动 和 天 体 运 动 的 这 两 门 学 科 似 乎 是 相 互 独 立

的。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一挑战触动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

而迎战者是其中最伟大的。

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着某种统一的原理。牛顿可能从笛卡

儿的著作中也可能从伽利略本人的著作中获知伽利略的第一条

定律：如果不受力干扰物体将沿直线持续运动。因而行星被以

某种方式发动后，就应该沿直线运动；而根据开普勒的理论，它

们却围绕太阳沿椭圆轨道运动。因而必有某种力持续地使行星

偏离直线路径，正如在挥动旋转一条绳子末端的重物时它不沿

直线飞行是因为有一只手用力拉住它。很可能太阳自身就对行

星施加吸引力。牛顿时代的科学家已认识到，地球将物体吸引

向自身。既然地球和太阳都吸引物体，将这两种作用统一在一

种理论下这种想法，在笛卡儿的时代已有人提出并讨论过了。

牛顿将一个普通的想法转换为一个数学问题，而且在没有

确定力的物理 本 性 的 前 提 下，用 高 超 的 数 学 解 决 了 这 个 问 题。

传说是从树上落下的一个苹果引起牛顿注意地球对物体的吸引

和太阳对地球的吸引之同一。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ａｕｓｓ）认为牛顿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应付那些问

他如何发现引力定律的蠢人，不过这个故事是可信的。不管怎

么说，这个苹果提高了人类的地位，而不像在人类历史上起作用

的那另一个苹果一样。

牛顿是这样着手的，他考虑从山顶上水平抛射物体的问题。

当然，伽利略已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证明实际路径是抛物线。还

证明，如果水平速度大一些，路径还是抛物线，不过这个抛物线

宽一些，因为抛射体将在水平方向上运行更远。但是伽利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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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虑了运行不远的抛射体，因而忽略了地球的弯曲。从而，牛

顿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抛射体水平射出时有足够的速度，它

图２６

将沿 着 弯 曲 的 路 径 ＶＤ（见 图

２６）。它不 会 飞 向 太 空，完 全 逃

逸地 球 吗？ 不 会，因 为 地 球 将

持续地吸 引 它。地 球 将 在 哪 个

方向上吸 引 抛 射 体？伽 利 略 总

是认为引力垂直 向 下 吸 引 所 有

物体，但 是 对 于 环 绕 地 球 运 动

的物体 来 说，垂 直 向 下 意 味 着

向着 地 球 的 中 心。从 而，从 山

顶上射出的抛射 体 将 被 向 内 吸

向地球。如果抛射速度更大，抛射体将沿着路径ＶＥ；如果速度

足够大，它将围绕地球运行，也许会无限期地持续绕地球环行。

牛顿 在《数 学 原 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中 这 样 论

证道：

一个抛体，由 于 引 力 的 作 用，可 能 会 沿 着 一 个 轨 道 旋

转，还可能围绕整个地球旋转。同样，如果月球受到引力的

作用，或者受到任何把它驱向地球的力的作用，它将持续地

被拉向地球，偏离由于固有力（惯性）而遵循的直线路径，将

沿着这里所描写的轨道旋转。

如果地球通过引力作用能使月球绕自身环行，那么同样太

阳也可以通过引力作用使行星绕自身环行。因而牛顿有根据怀

有这激动人心的预期：把地球附近的物体吸引向地球的同样的

力也致使月球围绕地球运动、行星围绕太阳运动。

到此为止牛 顿 的 所 有 推 理 都 是 定 性 的、猜 测 的。要 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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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必须 化 为 定 量 的。关 于 作 用 在 月 球 上 的 力，牛 顿 继 续

说道：

如果这个力太小，它将不足以使月球转离直线行程；如

果它太大，它将使它转离得太大，把它从轨道上拉向地球。

这个力必须是合适的量，数学家的任务是找出这个使以一

定的速度运动的物体保持在给定的轨道上的力。

牛顿在证明同样的公式适用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中所用

的推理现在已是经典性的。我们将简化叙述，不过这也可以表

现出它的精髓。月 球 围 绕 地 球 运 转 的 路 径 大 致 上 可 看 成 一 个

圆。因为月球（图２７中的 Ｍ）不沿 着 像 ＭＰ 这 样 的 直 线 运 动，

很显然有某种 力 把 它 拉 向 地 球。如 果 ＭＰ 是 月 球 在 不 受 引 力

作用的情况下在一秒钟内运动的距离，那么距离 Ｍ′Ｐ 就是月球

在这秒钟内被拉向地球的距离。牛顿以 Ｍ′Ｐ 作为地球施加在

月球上的吸引力的量度。对于在地球附近的物体其对应的量是

１６英尺，因为落体在第一秒钟 内 被 拉 向 地 球１６英 尺。牛 顿 希

望能证明同样的力能解释 Ｍ′Ｐ 和那１６英尺。

图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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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粗略的计算他相信一物吸引另一物的力取决于它们的中

心之间的距离，随着距离的增加引力减小。月球中心和地球中

心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地球半径的６０倍。因而地球作用在月球

上的力应是它作用在地球附近物体上的力的１／（６０）２。也就是

说，每秒钟月 球 被 拉 向 地 球 的 距 离 应 是１６英 尺 的１／（６０）２ 即

０．００４４英尺。通过利用三角学得出的数值，牛顿发现月亮在一

秒钟内被拉向地球的距离“几乎”就是那么多。这样他就得到一

个最重要的证据，证明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按照同样的规律互

相吸引。

经更广泛的研究，牛顿发现任何两物之间的引力的精确公

式是

Ｆ＝ｋＭｍ
ｒ２ 　 （１）

其中Ｆ 是吸引力，Ｍ 和ｍ 分别 是 两 物 的 质 量，ｒ是 它 们 之

间的距离，ｋ对于所有的物体都一样大。例如 Ｍ 可以是地球的

质量，而ｍ 是地球附近或表面上的物体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

ｒ是地 球 中 心 到 物 体 的 距 离。当 然，公 式 （１）就 是 万 有 引 力

定律。

为综合关于地球上的运动和天体运动的全部成果，牛顿在

《原理》中陈述了一些定律。尽管其中前两个已由笛卡儿和伽利

略陈述过，我们现在还是称它们为牛顿定律。第一定律是：

一物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静止或维持恒定速度（包括速

率和方向）。

第二定律是：

作用在物体上 的 力 等 于 物 体 质 量 和 力 所 产 生 的 加 速 度 的

乘积：

Ｆ＝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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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是物体速率的增减或方向的改变（用数学术语来说，

Ｆ 和ａ 是矢量）。

第三定律是：

一旦两物相互作用，第一物对第二物的作用力等于第二物

对第一物的作用力，且方向相反。

这三个定律之外，牛顿又加上了极其重要的万有引力定律，

即上述公式（１）。是罗伯特·胡克建议牛顿将此定律用于行星。

不过牛顿概括出这个定律本来就是为了得出适用于宇宙万物的

普遍规律。

得出引力定律的一些确证后，牛顿下一步是证明这个定律

可以用于地球上或地球附近的运动。这里伽利略的成果对他有

帮助。设 Ｍ 是地球的质量，ｍ 是地球附近的一物体的质量。将

公式（１）重写为：

Ｆ＝ｋＭ
ｒ２ ｍ

将方程两边同除以ｍ，我们得到：

Ｆ
ｍ ＝ｋＭ

ｒ２ 　 （２）

对于地球表面附近的任何物体，公式（２）右边的值都是一样

的，因为ｒ大约是４０００英里，Ｍ 是地球的质量，而ｋ对于所有

的物体都相等。

根据第二定律，作用在质量为ｍ 的物体上的任何力都使此

物产生加速度。具体说来，地球施加在物体上的引力应该使此

物产生加速度。力与加速度的关系是Ｆ＝ｍａ 或

Ｆ
ｍ ＝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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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式（３）中的力是引力时，因为公式（２）、（３）左边相等，所

以右边也相等，即

ａ＝ｋＭ
ｒ２

这个结果表明地球引力给予物体的加速度总是ｋＭ／ｒ２。因

为ｋ是常量，Ｍ 是地球的质量，而ｒ是物体到地球中心的距离。

当然，这个结果伽利略已经通过实验的推论得出，从这个结果出

发，他通过数学推理证明从同一高度落下的所有物体都在同样

的时间内到达地面。顺便说一句，ａ 的 值 很 容 易 测 量，是３２英

尺／秒平方。

下面的问题与我们的主题关系不大，不过也很有意思。牛

顿的第三定律表明，对于任何力来说，都有一个和它大小相等方

向相反的力。因而，如果说太阳对于地球施加了一个力，使它保

持在轨道上，那么地球也应该对太阳施加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的力。然而，太阳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用一点牛顿力学就可

以解释这一现象。如果我们现在用 ｍ 和Ｍ 分别代表地球和太

阳的质量，它们之间的引力是

Ｆ＝ｋＭｍ
ｒ２

地球施加在太阳上的力是

Ｆ＝Ｍａ

从这两个公式可以得出

Ｆ
Ｍ ＝ｋｍ

ｒ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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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Ｍ ＝ａ

因而地球给予任何物体的加速度是

ａ＝ｋｍ
ｒ２

其中ｍ 是地球的质量，ｒ是物体到地球的距离。因为这个质量

远远小于太阳的质量，地球给予太阳的加速度远远小于太阳给

予地球的加速 度。在 地 球 和 其 他 行 星 的 吸 引 下 太 阳 的 确 在 运

动，但它的运动很小可以忽略。作为这种数学推理的推论，我们

应该注意，正如地球吸引我们，我们也吸引地球，但是是我们落

向地球，而地球向着我们的运动可以忽略。

到此为止牛顿对于引力理论的贡献可以概述如下。通过研

究月球的运动，他推出了引力定律的正确形式。然后他证明这

个定律和前两个运动定律足以确立关于地球上物体运动的有价

值的知识。因而他达到了伽利略纲领中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已

证明运动定律 和 引 力 定 律 是 基 础 性 的。像 欧 几 里 得 的 公 理 一

样，这些定律可以作为其他有价值的定律的基础。如果还能推

出天体运动的定律，那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胜利。

这种辉煌还是留给了牛顿。经过一系列重要的推理，他证

明从两个基本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可以推出开普勒的所有三

个定律。

这些定律中隐含的逻辑结论，对于寻求解释数学之威力的

读者来说很有启发。正如我们已见到的，牛顿定律的主要价值

在于，它们适用于天空中和地球上那么多不同的情况。同样的

数量关系浓缩了万物共有的性质。从而，关于公式的知识实际

上是关于公式所涵盖的所有实际情况的知识。

伽利略和牛顿的成果不是一个纲领的完成而是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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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经典包含了牛顿才华横溢的青年时

期的成果。在其序言中牛顿本人明确表述了这个纲领：

我们发表这部书作为哲学（科学）的数学原理；因为哲

学中所有的难点似乎就在这里———从运动的现象出发研究

自然界的力，然后从这些力出发去解释其他的现象；……在

第一卷中通过数学证明了一些命题，通过这些命题我们从

天体现象中推导出了引力，由于这些引力，物体趋向于太阳

和行星。然后，从 这 些 力 出 发，再 通 过 其 他 的 一 些 数 学 命

题，我们推导出了行星、彗星、月球和大海的运动。我希望

我们能够通过同样的推理从力学原理出发推导出其他的自

然现象。许多理由促使我猜想，这些现象可能都依赖于某

些力，通过这些力，由于某种迄今未知的原因，物体的微粒

相互迫近、凝结成规则的形状，或者相互排斥、相互退离。

像从陡斜的山坡上滚下的一块石头一发而不可收，牛顿继

续获取基本的数学定律，并从其中推导出结果。通过类似于这

一章所讨论的方法，他计算出太阳的质量以及具有可观测卫星

的行星的质量。通过将离心力的概念应用于地球自身的运动，

计算出了地球在赤道处突出部分的大小，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球

表面不同地区物体重量的变化。由于已观察到几个行星对于球

形的偏离量，有可能计算出它们的自转周期。他还证明潮汐是

由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作用引起的。

然而，已观察到的天体运动中的几处不规则却没有得到解

释。例如，尽管月球总是将同一面对着地球，接近边缘处的或大

或小的区域却周期性地可见。此外，由于观测精确度的增加，揭

示出太阴月的平均长度每世纪减少大约三十分之一秒（这是观

测和理论到那时所达到的精确度）。最后，还观察到行星轨道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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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的微小变化。

牛顿对许多这样的不规则有充分的意识，在他自己的研究

中他着手处理月球的运动。在牛顿的时代，从船上观察到的月

球的位置，可用于确定船所在的经度（那时还没有可用于海上的

钟表）。牛顿的确关心这种实际应用。月球沿着椭圆轨道运行，

有点像醉汉沿着直线行走：它一会儿疾行一会儿逗留，左摇右

晃。牛顿相信这种不规则行为的某些是由于月球既受地球吸引

又受太阳吸引，这就使它偏离真正的椭圆路径。在《原理》中，牛

顿确实证明了 其 中 的 某 些 不 规 则 可 由 运 动 定 律 和 引 力 定 律 推

导出。

牛顿还论证说，彗 星 应 该 沿 着 椭 圆 路 径 运 动，他 督 促 埃 德

蒙·哈雷（１６５６—１７４２）寻找彗星。哈雷搜集了以前所观察到的

彗星的资料。他注意到很明显是同一颗彗星出现在１５３１、１６０７
和１６８２年。运 用 牛 顿 理 论 他 预 言 这 颗 彗 星 将 在１７５８年 末 或

１７５９年初重新出现。它于１７５８年圣诞节出现了，并于１７５９年

３月１３日紧挨着经 过 太 阳。它 上 一 次 出 现 是 在１９１０年，将 在

１９８６年重新可见（已经用望远镜观察到它了，尽管很远）。它的

周期有些变化，因为行星干扰它的路径。

然而，牛顿并没有证明，月球和行星运动中所有观察到的不

规则都是由引力作用引起的，所以他不能证明，累加效果不会使

太阳系崩溃。１８世纪牛顿的后继者们承 担 了 对 这 些 不 规 则 的

研究。

正如牛顿所知道的，只有在天空中只有一颗行星和太阳的

情况下，行星围绕太阳的路径才会是椭圆。然而，行星系有九颗

行星（其中许多还有卫星），它们不但都围绕太阳运动，而且还按

照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互相吸引。所以，它们的运动当然不会沿

着真正的椭圆轨道。对于任意数量的物体，其中每一个都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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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力作用下吸引所有其他的物体，如果能解决确定它们的运

动这样一个一般问题，就会知道它们的精确路径。但是任何数

学家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不过，１８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中的两位，沿着这个方向迈出了超凡的几步。

生 于 意 大 利 的 约 瑟 路 易 · 拉 格 朗 日 （ＪｏｓｅｐｈＬｏｕｉｓ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１７３６—１８１３），在着手处理月球在太阳和地球引力作

用下的运动这个数学问题时显露了年轻天才的光彩，他于二十

八岁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证明月球可见部分大小的变化是由地

球和月球两者的赤道突出部分引起的。此外，太阳和月亮对地

球的引力被证明对地球的自转轴有干扰，大小可以计算。这样

地球自转轴方向周期性的改变，这个至少自古希腊以来就知道

的观测事实，被证明是万有引力定律的数学结果。

在用数学分析木星的卫星的运动时，拉格朗日也作出了显

著的进展。经分析证明这里观测到的不规则也是引力作用的结

果。所有这些结果他都综合在他的《分析力学》（１７８８）一书中，

这部著作是牛顿力学成果的推广，并将其形式化、使臻于完善。

拉格朗日曾经抱怨说牛顿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只有一个宇宙而

牛顿已经发现了它的数学规律。不过，拉格朗日也享有荣誉，他

将牛顿理论的完美性展现给世人。

拉格朗日从牛顿定律中得出的推论又由皮埃尔 西蒙·拉

普拉斯（ＰｉｅｒｅＳｉｍｏｎＬａｐｌａｃｅ，１７４９—１８２７）加以推广，他和拉格

朗日同时代并与其齐名。拉普拉斯献身于研究任何有助于解释

自然的数学概念。不过事实上他将整个生命献给了天文学，他

研究任何数学分支都是为了应用于天文学。有一个很流行的故

事说，他经常 在 著 作 中 略 去 困 难 的 数 学 步 骤，而 是 说“显 而 易

见……”。这个故事的真实意义是说，他没有耐心处理数学细节，

而是想继续应用。他对数学的许多基本贡献都是他的伟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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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副产品，由其他人加以发展。

拉普拉斯辉煌的成就之一就是证明了，行星椭圆轨道偏心

率的不规则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这些不规则是以固定值波

动，而不是变得 越 来 越 大，致 使 天 体 的 有 序 运 动 紊 乱。简 而 言

之，宇宙是 稳 定 的。拉 普 拉 斯 在 其 划 时 代 的 著 作《天 体 力 学》

（ＭéｃａｎｉｑｕｅＣéｌｅｓｔｅ）中证明了这个结果。这部五卷本巨著的出

版横跨了２６年之久。在这部巅峰之作中，拉普拉斯总结了他和

拉格朗日的工作：

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给出了物体平衡和运

动的普遍原理。将这些原理运用于天体的运动，通过几何

学推理，不用任何假说，我们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重力作

用和抛射体的运动是这一定律的特例。我们考虑了由受这

一伟大的自然定律作用的物体组成的体系；通过独特的分

析，得出了关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形状以及覆盖它们的流

体之振动的普遍表达式。从这些表达式我们推导出了关于

潮汐涨落的所有已知现象，地球表面重力随纬度的变化，分

点岁差，月球的天平动以及土星环的形状和自转。我们还

指出了这些环永久保持在土星赤道平面上的原因。此外我

们还从这同一个引力定律推出了行星运动的主方程，特别

是关于木星和土星，它们的月角差的周期大于９００年。

拉普拉斯的结论是，大自然按照在地球上如此奇妙地起作

用的同样的原理，赋 予 了 天 体 机 器 以 秩 序，这 是 为 了 永 恒 的 延

续，为了个体的保存，为了物种的恒久。

不过，牛顿引力理论还取得了更令人惊异的成就。从拉格

朗日和拉普拉斯的普通天文学理论得出的一个出色推论尤其值

得一提。这是一个关于海王星的存在和位置的纯理论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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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曾在１６１３年见过这颗行星，但他以为这是颗恒星。１８２０
年曾有人观察到天王星运动偏离常规，得不到解释；曾有人设想

这是因为一个 未 知 行 星 对 于 天 王 星 的 引 力 作 用。约 翰·卡 乌

赤·亚当斯（ＪｏｈｎＣｏｕｃｈＡｄａｍｓ，１８１９—１８９２）是剑桥２６岁的

数学家，Ｕ·Ｊ·Ｊ·勒伟烈（Ｕ．Ｊ．Ｊ．Ｌｅｖｅｒｒｉｅｒ，１８１１—１８７７）是

法国巴黎天文台的台长。这两位天文学家各自利用观测到的不

规则数据和普 通 天 文 学 理 论 来 计 算 假 定 的 行 星 的 轨 道。１８４１
年亚当斯计算出了后来称作天王星的行星的质量、路径和位置。

他拜访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乔治·埃里勋爵，来告知他的

成果。埃里正在用晚餐，亚当斯只好将成果留给他去阅读。埃

里最后的确读了，但没当回事。与此同时勒伟烈发送指示给德

国天文学家约翰·伽勒，让他确定这颗行星的位置。就在１８４６
年９月２３日晚上伽勒观察到了海王星。用那个时代的望远镜

它仅仅勉强可见，如果天文学家不是在所预言的位置去寻找，就

几乎看不见它。

亚当斯和勒伟烈所解决的问题极其难，因为他们可以说是

在做后溯式的工作。他们不是在计算一颗质量和路径都已知的

行星的作用效果，而是从这颗未知行星对于天王星的作用效果

来推断它的质量和路径。因而他们的成功被认为是理论的巨大

胜利，而且被广泛宣布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普适性的最终证明。

伽利略、牛顿及其后继者的成果极好地证明了，我们关于外

部世界的知识不是通过感官知觉而是通过数学获得的。当然，

对于落体和天体的一些观察提示了数学问题。但是，所有成果

本质上是数学的，主要基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然而，所有试图理解引力的物理作用的企图都失败了。伽

利略曾经追问过引力的物理性质。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

话》中，他让其中的一个人物萨尔维亚图斯说道：“如果他能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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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谁是那些被推动者（火星与木星）（ＭａｒｓａｎｄＪｕｐｉｔｅｒ）之一

的推动者，我就能告诉他，是谁使地球移动。而且即使他仅仅能

告诉我是谁使地球上的东西向下运动，我也能告诉他是谁推动

地球。”另一个人物辛普里丘回答说：“原因很明显，人人皆知这

就是引力。”萨尔维亚图斯反驳道：

你应该说人人皆知它叫做引力；但是我不是问你它的

名字，而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并不真正理解那是什么原

理或效力，是什么向下推动一块石头，正如我们不知道当石

块脱离抛掷者时是谁向上推动它，或者说是谁使月球转动；

我们知道的只是名字，即引力，我们将它作为一切下落运动

的特定原因。

牛顿正视了解释引力作用的难题，说道：

至此我已用引力揭示了天空和大海中的现象……我还

不能从现象中推出引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我不构造任何

假说。因为任何东西只要不能从现象中推导出，就应该叫

做假说；而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的，不管是

神秘的性质还 是 机 械 的 性 质，在 实 验 哲 学 中 都 没 有 位 置。

在这种哲学中，命题是从现象中推导出的，并通过归纳而普

遍化……引力的确存在，并按照我所陈述的规律起作用；而

且引力足以解释天体和海洋的所有运动，知道这些就够了。

牛顿希望这种力的本性会被研究和掌握。作为替代，牛顿

给出了关于引力如何作用的量的公式，这很有意义而且很有用。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原理》开头这样说：“因为我只打算给出这些

力的数学表达，而不考虑它们的物理原因和所在。”在接近这部

书的末尾他又重述了同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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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从现象追溯这种力的量和性质，

并且将我们所发现的作为原理应用于一些简单的情况，这

样通过数学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更复杂的情况下估算这些

原理的效果；……我们说用数学的方式是为了避免关于这

种力的本性或质上的所有问题，而如果我们根据任何假说

来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将得不到理解。

此外，在 给 古 典 学 者 和 神 学 家 李 察 德 · 本 特 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ｎｔｌｅｙ）的一封信中，牛顿表述了他的成果的限度：

一个物体会通过真空作用于相隔一段距离的另一个物

体而不需要传送作用和力的任何媒介，这在我看来是太荒

谬了，我相信任何有能力思考哲学问题的人都不会陷入这

种境地。

牛顿清楚地看到，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是描述性的而非解释

性的。

他在给李察德·本特雷的另一封信中说道：

有时你谈论引力把它当作物质固有的。我恳求你，千

万不要将这种想法归于我；因为我并不自称知道引力的原

因，因此我将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它。

牛顿在他的《数学原理》的三个版本中作了许多关于引力的

陈述，但上面引的这个是最具体的。究竟引力是如何跨过９３百

万英里来将地球引向太阳，在牛顿看来是不可解释的，关于这一

点他没构造任何假说。他希望其他人会研究这种力的本性。人

们的确通过居间的媒介或其他过程所施加的压力来解释，但结

果都证明是不足以使人确信。后来所有的企图都放弃了，引力

被接受了，当作普遍承认但又不可理解的事实。尽管对于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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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本性一无所知，牛顿还是给出了关于它如何作用的量的

公式，这既有意义又有效。现代科学的悖谬之处在于，它满足于

寻求很少，所获却很多。

放弃物理机械作用而赞同数学描述，这种做法甚至使伟大

的科学家震惊。惠更斯认为引力概念是荒谬的，因为通过真空

而作用排除了任何机械作用。他感到意外的是，在除了引力的

数学原理再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牛顿居然费那么大的力气

来做那么多辛 苦 的 计 算。还 有 许 多 人 反 对 引 力 的 纯 粹 数 学 描

述。在牛顿的同时代人中，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巴朗·高特弗里

特·冯·莱布尼茨（Ｂａｒｏ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ｖ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就基于这一点批评牛顿的工作，认为关于引力的著名数学公式

只是一个计算规则，算不上自然规律。它与现有的“规律”相违。

石头落向大地，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因为它“欲求”回到它地面

上的自然位置。引力定律与这种万物有灵论的解释相违。

与流行的信念相反，还没有人能够解释引力的物理实在性。

这是受人有用力的能力启发而虚构的。最伟大的科幻小说是在

物理科学中。不过，从这个量的定律中得出的数学推论是如此

有效，这种程序 已 被 接 受 为 物 理 科 学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组 成 部 分。

这样，科学所做的是为了数学描述和数学预言而牺牲物理上的

可理解性。更进一步，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最佳知识是数学知

识，这一点自牛顿的时代以来越来越证明其真实性。叛逆的１７
世纪发现了这样一个质的世界，对它的研究是由数学抽象辅助

的。它传下了一个数学的量的世界，将具体的物理世界归于它

的数学定律之下。

在牛顿的时代以及随后的两个世纪中，物理学家将引力作

用作为“超距作用”，这样一个无意义的词组被接受作为解释物

理机制的替 代 品，正 像 我 们 谈 论 精 灵 和 鬼 魂 来 解 释 没 看 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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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由于没有能力理解引力的机械作用，这就加强了数学的力

量。因为正像《数学原理》的书名所指示的，牛顿的工作完全是

数学的。他的成果以及其后继者所加上的，不但计算出了超出

观察范围的行星运动，而且能够使天文学家预言日月食这样的

现象，精确度在几分之一秒之内。

与地球上许多纷乱而且时常是灾难性的事件相反，天体遵

循数学上精确的模式运动。这一系列有序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它会这样继 续 吗？或 者 有 一 天 地 球 会 撞 向 太 阳？牛 顿 的 回 答

是，宇宙是神圣的创造者的设计，是他的作品，他会保证持续的

有序性。最雄 辩 的 是 牛 顿 关 于 上 帝 存 在 的 经 典 论 证。在 他

１７０４年出版的《光学》（Ｏｐｔｉｃｋｓ）中他说道：

自然哲学的要务是从现象出发论证而不虚构假说，而

且从结果中推导出原因，直到我们到达第一因，这当然不是

机械的。……在几乎空无一物的地方有什么？太阳和行星

相互吸引，而其中没有稠密的物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大

自然不做徒劳之事？我们在世界中所见到的所有秩序和美

从何而来？彗星的存在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所有行星

都沿着同心轨道以同样的方式运动，而彗星沿着非常奇怪

的轨道以各种方式运动？是什么阻止恒星互相落向对方？

为什么动物的身体构造如此巧妙？其身体的各部分是为了

什么目的？难道眼睛是在没有光学技艺的情况下造出来的

吗？耳朵是在没有声学知识的情况下造出来的？身体的运

动如何遵循意志？动物的本能从何而来？……而且这些东

西是合适地分配的，从现象看来难道不是有一个无形体、有

智力、无所不 在 的 活 的 存 在 吗？这 个 存 在，在 无 限 的 空 间

中，似乎这空间在他的感觉器官中，他密切地注视万物，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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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知觉它们；因万物直接呈现给他自身而整个地理解它们，

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其《原理》的第二版中，牛顿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这由

太阳、行星和彗星组成的最美丽的系统，只能来自一位有智性、

有力量之存在的计划与支配……这存在统辖一切，不是作为世

界的灵魂，而是作为君临一切之主。”

在给李察·本特雷的一封信中，牛顿重述了这一思想：

因此，为 造 成 这 运 动 着 的［太 阳（ｓｏｌａｒ）］系 统，须 有 这

样的原因：他能理解并综合比较太阳和行 星 的 质 量，以 及

由此而来的引力，主要的行星离太阳的距离以及次要行星

［卫星（ｍｏｏｎｓ）］离土星、木星和地球的距离，还有这些行星

围绕那些中心天体运转的速度。为比较和综合调整差别如

此之大的天体，这些都证明这原因并非是盲目和偶然的，而

是非常精于力学和几何学。

牛顿认 为 他 对 上 帝 从 而 也 是 对 神 学 的 效 忠 是 其 最 大 的

贡献。

伽利略和牛顿的成果的关键的意义在于，拂去了盖在苍穹

上的一些神秘主义和迷信面纱，使人类能够以更理性的眼光看

待苍穹。牛顿引力定律清除了那些蜘蛛网，因为它证明了，和在

地球上运动着的我们熟悉的物体一样，行星遵循同样的行为模

式。这一事实又增加了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行星是由普通物

质组成的。将天上的材料和大地的表层认作同一的，就消除了

关于天体本性的汗牛充栋的信条。尤其是，古希腊和中世纪思

想家关于完善、不可变、不朽坏的苍穹和可朽坏的、不完善的地

球所作的区分，现在更清楚地被证明是人类想象力的虚构。

是牛顿的成果给予了人类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一个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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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普遍的数学规律控制的宇宙，而这些规律又是从一套共同的

由数学表达的物理原理推导出的。这是一个恢宏的宇宙图式，

包括了石块的下落、海洋的潮汐、行星及其卫星的运动，彗星目

空一切的掠过以及布满星星的天幕灿烂庄严的运动。大自然是

数学化地设计的并且真正的自然规律是数学的，在使世人相信

这些的过程中，牛顿的宇宙图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成果使许多梦想的实现成

为可能。古代和中世纪占星家的梦想和希望是预见大自然的行

为。培根和笛卡儿提出的计划是征服自然以提高人类的福祉。

人类已向着这两个目标进步了，即科学的和技术的目标。普遍

规律当然使预言它们所涵盖的现象成为可能，而征服离预言只

有一步之遥。因为知道了大自然的恒定进程就有可能利用自然

来设计装置。

探求和理解大自然的另一个纲领在伽利略和牛顿的成果中

得到了实现。数学关系是宇宙之钥，万物通过数学得以理解，这

种毕达哥拉斯 柏拉图哲学是伽利略通过公式联结现象的量的

侧面的方案中的精髓。这种哲学直到中世纪一直很活跃，尽管

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那样，经常包含在更广的神秘创生理论

中，其中数作为被创物的形式和原因。伽利略和牛顿脱去了毕

达哥拉斯教义上的神秘联想，给它妆上了新式样，开创了现代科

学的风尚。

今天人类利用牛顿理论送人登月，发送宇宙飞船去拍摄行

星如火星和土星的照片，发射卫星环绕地球（这种想法牛顿已有

了）。所有基于数学化理论的计划都取得了完美的成果。而任

何不幸的遭遇则是由于人类装置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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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数学和不可感知的电磁世界

贺拉修，天空中和大地上的事物，比你的哲学之梦

中要多。

莎士比亚

我
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些实例，１７、１８世纪的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如何从感官所知觉到的现象开始，例如天体的运动和大

地上的运动，建立了辉煌的数学化理论，由此扩展了人类关于这

些现象的知识，纠正并解释了一些错觉，使我们对大自然的计划

和运转有所理解。与此极似的关于热流体运动（液体和气体）和

弹性的领域的理论，也发布出来。关于这些成果，可以引用亚里

士多德的格言说，心智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起源于感官的。当

然，数学化理论超越了观察，甚至引进了没有明显的实在来对应

的概念，如引力。不管怎么说，基于这些理论的预言与经验符合

得非常之 好。人 们 可 以 说，经 验 只 是 给 这 些 理 论 增 加 了 例 证

而已。

尽管科学家相信大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事实上他们还

是不能发现和解释引力和光的作用方式。关于光，相信以太的



存在可以消除对其机械作用的疑惑，尽管细节问题还有待于探

索。关于引力，其作用的本性是完全未知的。但是，牛顿、欧拉、

达朗贝尔、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成功地用数学描述和预言了大

量各种各样的天文学现象，是如此显著的准确，以致科学家们非

常兴奋甚至为他们的成功自鸣得意。他们对一种物理机制的缺

乏视而不见，而专注于其数学形式。拉普拉斯对其五卷本经典

《天 体 力 学》（Ｃｅｌｅ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 书 名 并 不 质 疑 其 是 否

合适。

我们将要叙 述 的１９和２０世 纪 的 科 学 发 展，对 于 物 理 世

界的本 性 及 其 包 含 的 内 容 提 出 了 根 本 性 的 问 题。第 一 项 进

展，研究的是电和磁，给物理世 界 增 加 了 另 一 种 现 象。这 一 发

现，和 海 王 星 的 发 现 一 样，如 果 没 有 数 学 之 助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的。然而，与海王星不同的是，增加 的 这 一 现 象 是 明 显 无 实 体

的。它没有重量，不可视、不可触、不 可 尝 并 且 不 可 嗅；从 物 理

上来说，它过去 对 我 们 来 说 是 未 知 的，现 在 仍 是。此 外，与 海

王 星 不 同 的 是，这 像 影 子 般 的 东 西，对 当 今 文 明 中 的 每 个 男

人、女人和孩子都产生了明白 无 误 的，甚 至 革 命 性 的 影 响。在

眨眼之际它就将 信 息 传 遍 了 世 界；它 将 政 治 共 同 体 从 街 巷 扩

展到全球；它加快了生活节奏，普及了教育，创造了新的艺术和

工业，并彻底改变了战争方式。的确，人类生活几乎没有哪个方

面没有受过电磁学的影响。

像在天文学、声学和光学中的情形一样，我们关于电和磁的

知识起始于希腊人。泰勒斯已知道，在小亚细亚的曼格尼西亚

附近出产的铁矿石中含有天然磁石，能够吸引铁。中世纪的欧

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如果一片天然磁石能够自由旋转，它将

大致地指向南北方向，因而可用作罗盘。据说泰勒斯也知道，摩

擦过的琥珀吸 引 轻 的 如 干 草 那 样 的 颗 粒。这 就 是 电 学 的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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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文中，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的意思是琥珀）。

对于磁现象的严肃认真的研究首先是由伊丽莎白女王的宫

廷医生威廉·吉 尔 伯 特（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ｉｌｂｅｒｔ）作 的。他 的 著 作《论

磁体和 磁 性 体 并 论 作 为 巨 磁 体 的 地 球》（Ｏｎ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ａｇｎｅ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１６００）

中对一些简单实验的描述至今仍清晰可读，这些实验证明了地

球本身就是一块巨磁体。吉尔伯特还发现，有两种磁现象，寻北

的和寻南的，或者简称为北向的和南向的，常被分别称为正极的

和负极的。两种正极的或负极的带磁体互相排斥，而极性不同

的带磁体相互吸引。例如，这两种相反的极性处于磁棒的两端。

此外，磁体的独特性质是其吸引未磁化的铁或钢的能力，更强的

磁体能够将更重的铁吸引向自己。

吉尔伯特还研究了泰勒斯观察到的第二种现象，即摩擦过

的琥珀带电。他发现和毛皮摩擦过的封蜡以及和丝绸摩擦过的

玻璃，也获得了吸引轻颗粒的性质。这些实验提示有两种电性。

此外像在磁现象中的情形一样，有相同电性的物体相互排斥，有

相反电性的物体相互吸引。然而，在理解磁或者电的物理本性

方面，吉尔伯特进展甚少。

不过吉尔伯特的确发现了 带 电 和 带 磁 的 根 本 区 别。将 玻

璃和丝绸摩擦，可以使玻璃带 正 电、丝 绸 带 负 电。然 后 我 们 可

以分开玻璃和丝绸，就拥有了可 自 由 支 配 的 玻 璃 上 的 正 电，而

这完全独立于 丝 绸 上 的 负 电。然 而 尽 管 同 样 有 两 种 磁 性，正

极的和负极的，或者说北向的和 南 向 的，尽 管 像 在 电 现 象 中 一

样，异 性 相 吸 同 性 相 斥，在 任 何 物 体 中 两 种 磁 性 都 是 不 能 分

开的。

然而，随后的一系列研究（在此我们不必追随细节）表明对

于电现象的这种描述是不正确的。在２０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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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 相 信 只 有 一 种 电。他 们 发 现 有 一 些 物 质 的 微 小 颗

粒，并且是自然界中所发现的最小颗粒，将它们叫做电子。我们

看不见电子，正如我们看不见包含电子的更大的叫做原子的微

粒，但支持电子存在的间接证据很有力。带负电的物体———即

行为表现如摩擦过的丝绸者———含有多余的电子。另一方面，

先前被描述为带正电的物体，例如和丝绸摩擦过的玻璃，被认为

是缺少电子。很显然，玻璃与丝绸摩擦时将一些电子从玻璃中

释放出来，它们附着在丝绸的原子上。因而，缺少电子的玻璃带

正电，而丝绸带负电。带有正常数目电子的物体叫作电中性的。

通过合适的实验装置，可以 研 究 带 电 物 体。例 如，两 个 带

正电的小玻璃球 悬 在 线 上，放 在 近 旁，小 球 将 互 相 排 斥，因 为

都带正电。因为带电物体相互有 作 用 力，而 且 磁 极 也 是 这 样，

我们手 上 就 有 了 可 加 以 研 究 利 用 的 力。我 们 首 先 研 究 电 的

行为。

１８世纪后期有些科学家着迷于研究带电体所施加的力，他

们仿效伽利略和牛顿，寻找基本的量的定律。他们所发现的第

一个定律真是出人意外。因为一带电体对另一带电体所施加的

力取决于两者的电的量，有必要采纳一种度量标准。因而某个

量被选作标准（正如某个质量被选作质量单位），一物体中的电

的量就以此标准来度量。通常用的电荷电位之一叫做库仑，是

按照法国物 理 学 家 查 理·奥 古 斯 丁·库 仑（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Ｃｏｕｌｏｍｂ，１７３６—１８０６）的名字来起的，他发现了我们下述的力

的定律。如果有两个电量ｑ１ 和ｑ２，它们将互相吸引或排斥，这

取决于它们电性相反或相同。库仑发现了这个非凡的定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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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或排斥力，由下面公式给出：

Ｆ＝ｋ ｑ１ｑ２

ｒ（ ）２

其中ｒ是电量ｑ１ 和ｑ２ 所在位置之间的距离，ｋ是常数。ｋ的值

取决于用于度量电荷、距离和力的单位。

关于这个公式的显著的一点就是与引力定律形式的同一。

电荷ｑ１ 和ｑ２ 像两质量一样作用，而力随距离的平方反比变化，

恰如引力在两质量之间的作用。当然，电作用力可以相互吸引

或排斥，而引力总是相互吸引。

在１８世纪晚期柳基·伽伐尼教授（ＬｕｉｇｉＧａｌｖａｎｉ，１７３７—

１７９８）用两根不同的金属丝组成了一根导线并将整个导线的两

端插入青蛙腿的神经中。青蛙腿抽搐了。伽伐尼一直在研究动

物电，将这种抽搐归因于青蛙中的某种电流。不过这一发现的

意义是由另一位意大利人领悟的，他就是帕度阿大学的物理学

教授阿莱散 多 罗·伏 打（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Ｖｏｌｔａ，１７４５—１８２７）。伏

打意识到是两种不同的金属在导线两端产生了一种力（现叫作

电动力），他做出了一种更有效的金属组合，即一种电池。用一

根导线来替换青 蛙 腿，并 将 此 导 线 接 到 此 电 池 的 两 端，伏 打 证

明，可以利用那种力使物质微粒在导线中流动。这种微粒（后来

确认为电子）的流动就是一种电流。伏打使这些电子流动，而不

是像在摩擦过的琥珀上那样静止聚集。顺便提一提，伏打电池

与现代汽车上和手电筒中的电池在原理上并无不同。为纪念伏

打，现在电池的强度是用伏特来度量的，而电流是用安培来度量

的，这是为了纪念一位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人。一安培是每秒

一库仑，即每秒６×１０１８个电子。

至此电和磁被看成是有明显区别或者说没联系的现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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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情况将彻底改变，发现这一联系将把我们带到这段历史的核

心。第一项重要的发现是由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

奥斯特（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ｒｓｔｅｄ，１７７７—１８５１）作 出 的，他 是 哥

本哈根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利用伏打电池使电流通过导线，

奥斯特发现电流使放在导线上方的磁针偏转。当电流的方向倒

转时，磁针也倒 转 方 向。描 述 奥 斯 特 之 发 现 的 另 一 种 方 式 是：

电流在导线周围产生了磁场。这一磁场像天然磁体一样吸引和

排斥其他的磁体。

电和磁之间下一项基本的联系是由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

马里·安培（ＡｎｄｒéＭａｒｉｅＡｍｐèｒｅ，１７７５—１８３６）发现的。他是

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教授，曾听说过奥斯特的研究。１８２１年安

培发现两条带电流的平行导线也像两块磁体一样相互作用。如

果电流方向相同，导线相互吸引；如果方向相反，则互相排斥。

电和 磁 的 另 一 种 本 质 联 系 尚 待 米 考 · 法 拉 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ａｒａｄａｙ，１７９１—１８６７）和约瑟夫·亨利（ＪｏｓｅｐｈＨｅｎｒｙ，１７９７—

１８７８）去发现。前者在英国工作，自学成才，曾当过书籍装帧学

徒；后者是纽约州阿尔巴尼学院的校长。这一发现为麦克斯韦

的戏剧性登场搭好了舞台。如果一带电流导线能产生磁场，那

么磁场能不能在导线中感生电流呢？正如这些人在１８３１年所

证明的，答案是肯定的，条件是导线处于变化的磁场中。这种现

象叫做电磁感应。

下面我们来细致地考察法拉第和亨利之发现的精髓。假设

一长方形的导线框固定在杆Ｒ 上（图２８），然后将框和杆放入一

磁铁产生的磁场中。当杆转动时———譬如说用水力或蒸汽机，

固定在杆上的导线框也将转动。再假设杆（和导线框绝缘）沿逆

时针方向以恒定的速度转动，并且导线ＢＣ 从最低处开始运动。

随着ＢＣ 从这个位置向右面的水平位置运动，整个导线框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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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电流，方向是从Ｃ 到Ｂ。当到达水平位置时，电流达到了最

大值。随着ＢＣ 继续向上运动，电流的量减小，当ＢＣ 到达最高

点时，电流消失。随着ＢＣ 继续旋转，导线中又出 现 了 电 流，这

时的方向是从Ｂ 到Ｃ。同 样，随 着 导 线 框 的 旋 转 电 流 增 加，当

ＢＣ 又到达水平位置时达到最大值，方向和上次相反。随着ＢＣ
回到行程的最低位置，电流减小最终消失。杆每旋转一周，这种

变化周期性地重复。在磁场中运动的导线中电流的出现和流动

是电磁感应现象的范例。

图２８

所产生的电流是几十亿的叫做电子的物质微粒的流动。电

磁感应所产生的电流总量随时间而变化。因为我们处理的是可

度量的量，我们能够得出所涉及的函数关系。电流和时间的关

系当然是周期性的，因为变化的次序随着导线框的每一周旋转

而重复。在这种周期性的现象中，期望正弦函数会有用似乎是

过分了。然而大 自 然 从 来 没 有 停 止 调 整 自 己 来 适 用 人 类 的 数

学。电流和时间的关系是如下形式：

Ｉ＝ａｓｉｎｂｔ

其中振幅ａ取决于磁场的强度等因素，频率ｂ取决于导线框的

旋转速度。如果它每秒钟旋转６０周，那么ｂ的值是６０×３６０即

·３４１·　第７章　数学和不可感知的电磁世界　



２１６００（函数ｙ＝ｓｉｎｘ 每３６０度经过一周期。从而６０周的电

流每秒钟经过６０×３６０度。如果电流流动了ｔ秒，那么度数是

６０×３６０ｔ）。多数家庭供电电流每秒钟经历６０个正弦周期的变

化，因而叫做６０周交流电。

这样，电流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但电磁感应过程是如何产

生电流的？这种现象充满了神秘。在磁场中运动的导线通过某

种方式在导线上产生了电动力，这种力使电流流动。

现代的读者不需要被告知电的广泛应用以及这种能量对我

们的文明的影响，但也不妨强调一下，通过机械方式发电的原理

以及将电力转化为机械力的原理，在人们想到这些应用很久以

前，已经有人在研究了。当法拉第在做他的早期电实验时，一位

访问者问他在导线中感生电的原理会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说：

“新生儿会有什么用？它会最终长大成人。”还有一次格兰斯顿

当财 政 大 臣 时 访 问 他，问 了 同 样 的 问 题，这 次 法 拉 第 回 答 说：

“嗯，先生，你很快就能向它征税了。”

图２９

法拉第通过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验扩展了我们关于电磁感

应的知识。如图２９所示，他把一个导线线圈放在另一个近旁。

他的方案是使左手线圈ＣＤ 中产生电流，使电流产生一磁场，磁

场方向如图中的卵形线所示。这一磁场的范围将及于第二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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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ＥＦ。不过，法拉第想产生一变化的磁场，他将Ａ 端和Ｂ 端接

到一交流电源上。交变的电流经过线圈，根据奥斯特原理，在其

中和周围产生了变化的磁场。这样，当交流电增加时，线圈ＣＤ
周围出现了较强的磁场。随着电流减弱，磁场减小。因为线圈

ＥＦ 并排在线圈ＣＤ 近旁，线圈ＣＤ 中的电流产生的磁场涌过线

圈ＥＦ。

这样，法拉第 做 成 了 经 过 导 线 线 圈 ＥＦ 的 一 个 变 化 磁 场。

如果一经过固定导线的磁场在导线中产生了力，这一磁场将导

致一种力或者说电压，从而使线圈ＥＦ 中产生了电流。此外，因

为磁场不但经过线圈ＥＦ，而且强度增加和减弱，在线圈ＥＦ 中

感生的电流也会增加和减小。也就是说，线圈ＥＦ 中的电流会

是交变的。法拉第进一步猜想，只要在第一个线圈中维持交变

电流，感生电流就会持续，从而他就能详尽地研究感生电流。

法拉第确实发现线圈ＥＦ 中出现了交变电流；而且，正如他

所期望的，这电流的频率正好是加在第一个线圈Ａ 端和Ｂ 端的

电流的频率。这一原理的一项很明显的应用就是将电流从一个

线圈转移到另一个，尽管第二个线圈没连接到第一个上。我们

现在的变压器就有这项应用，不过我们不再探究这项应用，因为

这将使我们远离主题。

随着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的重要原理，从而发现了磁学

和电学之间的新联系，电磁学———这个词用来指电与磁之间的

作用———现在有了好几项进展，增加了它的声誉。但是这一现

象变得日益复杂，法拉第开始难以把握。在简单电磁场的情况

下，构想一些物理图像、通过度量或简单的推理来得到合适的数

学化定律，曾是相当容易的。在电磁感应的情形中，如果知道了

第一个线圈中的电流，要确定第二个线圈中的电力和电流，已经

复杂得不容易分析。首先，这一现象涉及计算伴随第一个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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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流的磁场强度，还要计算第二个线圈中的感生电压和感生

电流。此外，法拉第既然发现了一个有开发价值的物理过程，他

就希望知道如何增强它的效力。在第一个线圈中增加电流或者

加长线圈或者加粗线圈，会增加第二个线圈中的电流吗？线圈

的相对位置应该如何排放？

法拉第得出的结论是，有一种媒质包围着通电物体，媒质中

接触的微粒相互作用，电的磁效应是通过这种作用传播的。他

称这种媒质为电介质。在这种媒质中，磁效应通过磁力线而活

动，这种线不可见，但法拉第相信它们是实在的。

法拉第承认关于磁力线的猜想可能会出错，也是可以改变

的，不过这对于实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有所助益。他还说，这样

的猜想会引向真实的物理真理，并努力构想电磁感应的物理解

释。他的假说是，磁力线从电流或磁极出发伸向各个方向，并且

他给出了一些实验证据来支持他所尝试的物理解释。例如，将

铁屑扔到磁棒附近的空间中，它们自动地沿着磁力线排列。

尽管法拉第充分意识到数学的功能，但他的天才仅局限于

实验和物理思想。在复杂的电磁感应现象这一事例中，物理思

想有其大大的劣势。对于抛射体的运动、抛射角和射程形成思

维图像是容易的。然而，电磁场是不可见的，它们的布局不是很

容易得出的。尽管在炮制物理图像时他过去曾成功过，但法拉

第意识到物理思想不会使他有多大进展。法拉第已经到了这样

一个阶段，物理 学 对 于 物 理 学 家 来 说 已 经 太 难 了，需 要 数 学 家

效劳。

幸运的是，１９世纪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

麦克斯韦（ＪａｍｅｓＣｌｅｒｋ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８３１—１８７９）正在勤奋地为这

项任务做准备。青年时期麦克斯韦就显示了能够做出一流贡献

的迹象。他１５岁时写的一篇关于产生一些曲线的力学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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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年报》（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ｄｇｅ）上。在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求学期

间，他的 教 授 和 同 学 就 看 出 了 他 的 聪 明 杰 出 和 原 创 力。１８５６
年，他被选为阿伯丁的麦利考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几年后他转

到伦敦的国王学院。１８７１年，他又到剑桥大学任教。

像所有科学家一样，麦克斯韦致力于他那个时代的富有挑

战性的问题。他发明了彩色照相术，而且是气体运动理论的提

出者之一。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他在电磁学中的成果。他致

力于用一个理论综合所有已知的电磁现象。他通过阅读法拉第

的《实验 探 究》（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而 开 始 了 电 磁 学 研

究。１８５５年，当２３岁时，他发表了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一篇论文

《论法拉第的磁力线》（ＯｎＦａｒａｄａｙｓＬｉｎｅｓｏｆＦｏｒｃｅ）。在这篇

和此后的论文中，麦克斯韦致力于将法拉第的物理探索翻译成

数学形式。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早期，威廉·汤姆逊（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ｏｍｓｏｎ，即

开尔文勋爵；１８２４—１９０７）的成果给了麦克斯韦很大影响。汤姆

逊赞同对电磁现象作力学解释，他用液体的流动、热的传导和弹

性作为模型。他 将 这 些 类 比 应 用 于 以 太。他 认 为 以 太 是 一 种

场，与超距作用 相 反，其 中 接 触 的 微 粒 间 有 力 的 作 用。在 这 之

前，数学家柯西、泊松和纳韦曾提示过这种看法。麦克斯韦也寻

求以太作用的力学解释。然而，他和汤姆逊都没有成功。汤姆

逊引入了现在叫做场的概念，以反对超距作用。这麦克斯韦也

采纳了。汤姆逊还创立了关于波的传播的数学理论，麦克斯韦

从中有所获益。

１８６１年，通过将以 太 当 作 弹 性 媒 质，麦 克 斯 韦 获 得 了 对 未

解决的电磁感应现象的新的洞察。法拉第将电流从一个线圈转

移到另一个上的成果表明，磁场能够传播一段距离。麦克斯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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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出一个结论：有变化的电流穿过了包围第一个导线线圈的

空间。他称这种电流为位移电流。这就解释了在与导线中实际

的物理电流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为什么会有电流的效用。在这篇

论文中麦克斯韦谈及了他对位移电流的第一瞥，但是尚不清楚、

不完整。

为证实并完善他对位移电流的理解，麦克斯韦考虑电路中

电容的行为。一个电容由两块相互平行的板组成，其间是绝缘

媒质如空气、甚至是真空。然而交变电流却能从一块板传到另

一块板上。在麦克斯韦看来，很明显是以太将位移电流从一块

板传到另一块上。

１８６５年麦克斯韦发表了他的关键性论文《电磁场的动力理

论》（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在其

中他抛弃了所有的物理模型，而提出了合适的数学理论。他的

方程包括一个新项，物理上代表位移电流。这个数学公式使他

相信这种电流能传播很远的距离。

这种位移电流的本质需要一些附加解释。追随法拉第，麦

克斯韦将电磁场看成存在于磁体和带电流导线周围。安培定律

本身处理的是一导线中的电流。然而，当电流交变时（例如，假

设它随时间正弦变化），导线中的电子快速地往返运动。从而，

运动电子所建立的电场也将运动，在导线外空间中的任一点上，

电场的强度也随时间变化。因而，导线中的交变电流，可看成是

和导线周围空间中的变化电场共存。麦克斯韦承认这种变化电

场的实在性，并评论道，它具有电流的数学性质，尽管电场本身

（除了产生电场的导线）并不由电子的运动组成。他认为称这种

变化的电场为位移电流是有理由的，因为这等效于电场的位移

或变化。在《论 电 磁 现 象》（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ｓｍ）（１８７３）中，麦克斯韦自己的话清楚阐述了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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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论著的 主 要 特 色 之 一 就 是 所 断 言 的 这 样 一 个 信

条：电磁感应现象所依赖的真正的电流，和传导电流（导线

中的电流）不是同一个东西，而在估算电的整个运动时，必

须考虑电位移的时间变化。

麦克斯韦探讨位移电流之存在的数学含义。奥斯特定律认

为导线中的电流伴生磁场。但既然麦克斯韦在传导电流即导线

中的电流外加上了位移电流，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位移电

流也产生了一个磁场，而这个磁场是先前被认为是由传导电流

单独产生的磁场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导线周围的磁场必定

是由两种电流，传导电流和位移电流产生的。

将要旨简述一下，麦克斯韦有胆识的第一步就是，引入了位

移电流，并猜测这种存在于空间而不是导线中的电流也产生磁

场。这样，他就修正了安培定律，使总电流（传导电流和位移电

流）和从导线中发出的磁场联系起来。从而，麦克斯韦定律的精

髓在于，变化的电场，无论是产生于传导电流还是位移电流，都

产生磁场。如果 我 们 再 回 想 一 下 由 麦 克 斯 韦 表 述 的 法 拉 第 定

律，即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就可以看出，麦克斯韦引入

了相互联系。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麦克斯韦从数学推理中所预言的了。线

圈ＣＤ（图２９）中的正弦电流所产生的波在周围的空间中产生了

变化的电场，后者又产生了变化的磁场。但是这个磁场又产生

了变化的电场，而后者又产生了变化的磁场。在线圈ＣＤ 中的

电流所施加的持续“压力”下，这些场将做什么？答案几乎是明

显的。它们将向周围空间传播，到达远离线圈ＣＤ 的点。它们

甚至可以到达“远 离”的 另 一 个 线 圈 ＥＦ。在 那 里，变 化 的 电 场

将在导线中产生电流，这一电流可以有电流可能有的任何用途。

这样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场（即变化电场和变化磁场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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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传向遥远的 空 间。顺 便 提 一 句，当 法 拉 第 考 虑 如 果 线 圈 ＥＦ
和线圈ＣＤ 分 开 一 些 会 发 生 什 么 时，他 已 经 猜 到 了 这 种 可 能。

然而，法拉第是在物理依据上猜测的，没有理解其机制，也没有

意识到位移电流的存在，而麦克斯韦是建立在数学依据上。

波有波长和每秒的变化频度。在电磁波的情况中，波长是

由所用线圈的大小决定的（尽管这不是很明显）。使线圈（或者

无论什么用来发射电磁波的导线）适度的小，波长必然小。

为解释这些量，我们来考虑具有图３０所示特征的正弦波。

一周就是图上从Ｏ 到Ａ 的曲线。这样一周在一秒钟内重复许

多次，每秒钟的周数就是 频 率。所 谓 的 波 长λ（ｌａｍｂｄａ）是 从 Ｐ
到Ｑ 的 距 离。波 每 秒 钟 传 播 的 距 离 就 是 波 长 乘 以 频 率，得 出

公式

λｆ ＝ｃ

其中ｃ就是波的运动速度。

图３０

电磁波比这要复杂些。不但电场正弦式地传出，磁场也是

这样。此外，两个场相互正交，且两者都与场的移动方向正交。

图３１显示，电场Ｅ 的方向和磁场Ｈ 的方向正交。

这样，麦克斯韦的第一个且是最伟大的发现就是，电磁波能

够从发射源传播成千上万里，并且推测起来，可以被遥远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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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合适仪器检测到。在其数学工作的进程中，麦克斯韦作出了另

一个巨大的发现，这是关于光的。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光现象就

在被研究，经过许多次试验，有两种物理理论相互竞争，需要解

释。一种理论坚持光是沿直线运动的不可见微粒组成的。另一

种理论认为光是波的运动，并提出了关于这些波如何形成、如何

传播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两种理论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譬如

说光从空气中传到水中时方向的改变）的解释都差强人意。但

是，对于光 的 衍 射———即 当 光 绕 过 障 碍 物 如 一 个 圆 盘 时 的 转

弯———波动理论解释得更为合理，这种波动理论能够解释当水

波绕过 船 尾 时 的 转 弯。在１９世 纪 早 期，托 马 斯 · 杨（Ｔｏｍａｓ

Ｙｏｕｎｇ，１７７３—１８２９）和奥古斯丁·菲涅耳（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Ｆｒｅｓｎｅｌ，

１７８８—１８２７）有力地辩护了波动理论，不过这涉及一种他们没有

明确指明的媒质。

光科学中的一 项 更 早 的 发 展 与 此 有 关。１６７６年 丹 麦 天 文

学家奥劳斯·若莫（ＯｌａｕｓＲｏｅｍｅｒ，１６４４—１７１０）证明光的速度

是有限的，并且得出了一个很好的近似值，２．２×１０１０厘米／秒。

通过测量当地球背离木星运动时木星由一颗卫星造成的蚀的时

间，和地球向着木星运动时由同一颗卫星造成的蚀的时间之差，

他得出了这个数值。从木星的卫星发出的光所经过的距离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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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等于地球的直径，他还测出了时间差。１９世纪更精确的测量

显示光速大约是每秒１８６０００英里。

在其数学研究的进程中麦克斯韦发现电磁波的速度是每秒

１８６０００英里。而已知光的速度，如奥劳斯·若莫和后来的物理

学家所测量的，大约是同样的数值。速度的同一以及电磁辐射

和光都是波动这一事实，启发麦克斯韦宣称光是一种电磁现象。

１８６２年麦克斯韦 说 道：“我 们 几 乎 不 可 能 避 开 这 样 的 推 论：媒

质的横向振动是电磁现象的原因，而光就在于同一媒质（以太）

的横向振动。”１８６８年他 写 了 一 篇 关 于 此 的 论 文。麦 克 斯 韦 的

推论成为关于光的流行理论，并且仍然是（参看关于相对论的第

９章）。

麦克斯韦的结论———光是一种电磁现象———取代了一切的

旧成果。更准确地说，白光（例如太阳光）是许多频率的复合，结

果在可见光的范围内有一个整系列的频率。具体说来，频率范

围从４×１０１４到７×１０１４的所有的波都是可见波。对于我们的眼

睛来说，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所给出的范围内，随

着所接受的光从最小频率到最大频率，由神经和大脑共同形成

的色彩感，逐渐从红到黄、绿、蓝，最后到紫。我们可以组合单色

来形成新的颜色。例如，白光就不是单色之“调”，而是光的“和

弦”，是许多颜色的复合效果。这样，太阳光包含从红到紫的所

有颜色，复合效果就是白光。

光的电磁理论认为，光是由一系列的电磁场组成，这给了我

们关于光可能是什么的最好的提示。尽管在麦克斯韦的成果之

前已提出了一些关于光的理论，但没有一种能够完全解释所有

的现象。光的电磁理论证明是令人满意的，赋予了科学家新的

能力来预言，当光穿过各种媒质时将怎样。尤其是，旧概念将光

看成是沿着直线运动的未知但坚固的实体，遵循反射和折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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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现在看来，这只是一种很好的近似。因为，严格说来，光在空

间中的传播并不限于沿着一系列的直线，在给定的点，它的强度

随时间而变化，在不同的点也不同。换句话说，它的行为正像从

源传出的水波。不过，变化是那样的小，又是那样的迅速，结果

光看起来是恒定的流动。

光是一种电磁波是基于数学推理作出的预言，这个例子说

明了数学的非凡价值。用当代首席哲学家埃尔弗雷德·诺斯·

怀特海的话来说，“数学的独创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在数学中显

示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离开了人类推理的作用，这些联系是非

常不明显的”。

在麦克斯韦的时代，关于紫外线（ＵＶ）的存在及其性质，物

理学家已经知道了一点。尽管肉眼看不见，通过使照相底片变

黑，它的存在已经为人所知。此外，肉眼不可见的红外线所传导

的热，很容易为温度计记录到。这两种射线都存在于太阳的辐

射中。通过使电流通过特殊的细丝也可以产生它们，这和使电

流通过钨丝产生可见光的方式一样。红外线和紫外线是电磁波

这一猜想很容易在实验上确立。结果发现，红外线的频率稍低

于可见光，而紫外线的频率要稍高于可见光。

在电磁拼 图 游 戏 中 越 来 越 多 的 板 块 很 快 就 添 上 了。１８９５
年德 国 物 理 学 家 韦 尔 海 姆·康 拉 德·伦 琴（ＷｉｌｈｅｌｍＣｏｎｒａｄ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１８４５—１９２３）发现了Ｘ射线，很快它们就被确认为电

磁波，频率比紫外线更高。最后，发现了从放射性物质发出的伽

玛（γ）射线，并且发现这也是电磁波，频率比 Ｘ射线更高。

电磁波的波长 变 化 从１０－１４到１０８，也 就 是 说，变 化 范 围 为

１０２２。用倍频（ｄｏｕｂｌｉｎｇ）的术语来表示就是１０２２＝２７３。在７３个

“八度”中，可见波段只占一个，所以我们的肉眼是非常有限的。

但我们有仪器来探测红外线、紫外线以及 Ｘ和γ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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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以太”理论的接受情况怎样呢？在１８７３年几乎

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怀疑电磁波的存在。在最小限度上，他们觉

得这个概念难以理解。有一个例外就是亨德里克·安图·洛伦

兹（ＨｅｎｄｒｉｋＡｎｔｏｏｎＬｏｒｅｎｔｚ，１８５３—１９２８），他曾试图通过实验

产生各种各样的波，但没有成功。但是在其１８７５年的博士论文

中，他证明麦克斯韦理论比其他的已有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光的

反射和折射。

很显然，需要实验确证。基于物理公理———在当前的事例

中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数学预言是不确定的，因为物理公

理是可能出错的。１８８７年，在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２５
年后，另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赫尔姆兹的聪明杰出的学生海因

利希·赫兹（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ｒｔｚ，１８５７—１８９４）发射了电磁波，并在

离发射源有段距离的线圈中接收到它。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

波叫做赫兹波，这 正 是 在 当 今 有 成 千 上 万 种 应 用 的 无 线 电 波。

这一确证令人震惊，不久各种各样的应用随之而来。

随后不久，１８９２年，英 国 实 验 物 理 学 家 威 廉·柯 鲁 克 斯 提

出了 无 线 电 报 的 想 法。１８９４年 有 些 人，其 中 有 奥 利 佛·约 瑟

夫·洛奇爵士，曾 短 距 离 地 发 送 电 磁 波。最 后，１９０１年 古 列 尔

莫·马可尼有了通过建造特殊的天线来远距离地传播电磁波的

构想。他认为电报信号能够越过大西洋从欧洲到达北美。随后

不久就有了语音的传送。１９０７年 李·德·佛 里 斯 特 发 明 了 无

线电真空管，通过电磁波来传播语音和音乐就变得普及了。

通过无线电来传播语音是一项非凡的发现。声音的传播速

度大约是每秒１１００英 尺。如 果 声 波 能 够 从 纽 约 城 到 达 旧 金

山，我们得等待八个小时声音的回话才能传回。通过电话回话

却是即时的，因为大多数信息是由速度 为 每 秒１８６０００英 里 的

无线电波传载的。

·４５１·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　



如今我们利用电磁波的形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注意这

种非凡的特征。我们来考虑一下远距离传播图像的过程。被传

播的场景的亮度变化转换成电流，电流转换成在空间传播的电

磁波，电磁波在接收天线中感生电流，电流从天线传到电路，最

后通过阴极射线管电流被转换成光波。

电磁波在空 间 中 的 传 播 产 生 了 一 个 大 问 题。麦 克 斯 韦 在

１８５６年写道：“一 种 成 熟 的 理 论，物 理 事 实 会 从 中 得 到 物 理 解

释，这种理论将会由这样的人提出，他们通过诘问自然本身能够

得到由数学理论所提示的问题的唯一真实的答案。”虽然如此，

对于从传送器到接收器所传播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点物理概

念。尽管为物理上确定电磁场到底是什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科学家们还是没有成功。

当麦克斯韦证明了电磁波以光速传播时，他得出结论说这

些波在以太中传播，因为从牛顿时代以来以太就被认为是光在

其中传播的媒介。此外，因为波以高速运行，以太必须是高度刚

性的———因为一个物体的刚性越高，波在其中运行的速度越大。

然而，如果以太弥漫太空，它必须是完全透明的，行星必须无摩

擦地在其中运行。以太必须满足的这些条件是互相矛盾的。还

有，以太不可触摸、不可嗅，又不可和其他物质隔绝。这样一种

媒质在物理上是不可信的。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

一种虚构，只是一个词语，只能满足那些不在词语背后寻求的头

脑。更进一步，通过场的整个描述是一根拐杖，帮助人类心智之

前行，不该从字面上接受，也不该太认真。

总而言之，我们还没有电磁场之作用的物理描述，也没有作

为波的电磁波的物理知识。只有当在电磁场中放入无线电天线

这样的导体时，我们才得到这些场存在的明证。我们传送负载

复杂信息的无线电波至几千英里以外，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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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穿越空间。

意识到这些波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也同样恼人。我们只需

要打开无线电接收器或者电视机，就能收到从几十个广播电台

和电视台发 出 的 波；然 而 我 们 的 感 官 对 于 这 些 波 的 存 在 一 无

所知。

对于电磁波之物理本性的无知也使许多电磁波理论的主要

创造者烦恼。威廉·汤姆逊（开尔文勋爵），在１８８４年的一次演

讲中，也表示了对于麦克斯韦成果的不满意。他说道：“在形成

一个东西的力学模型之前，我永不会满足。如果我能形成力学

模型，我就理解了一样东西。而只要我没能完全形成力学模型，

我就不能理解。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电磁波理论的原因。”缺乏的

是一种以太的力学理论。赫尔姆霍兹和开尔文勋爵拒斥麦克斯

韦的位移电流，认为是一种虚构。

麦克斯韦曾试图参照弹性媒介中的压力和张力来得到电磁

现象的力学理论，但没有成功；海因里希·赫兹、威廉·汤姆逊、

Ｃ·Ａ·比尔克奈斯和 Ｈ·彭加勒后来的努力同样也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支持麦克斯韦理论的实验证据标志着任何反对观点

的结束。采纳麦克斯韦理论意味着采纳一种纯数学的观点，因

为电磁波是由在空间传播的联合的电磁场组成这个假设几乎解

释不了物理本性。用一个理论包容光和 Ｘ射线等，这减少了科

学之谜的数量，却使其中的一个更加神秘。

赫兹说道：“麦克斯韦理论由麦克斯韦方程组成。没有力学

解释，也不需要力学解释。”他继续说道：“我们摆脱不了这样的

想法：这些方程有其自身的存在和心智，它们比我们甚至比其

发现者更有智慧，我们从中得出的比当初放进去的要多。”

对于电磁现象的精确而完整的描述就是数学描述。从而电

磁理论整个地就是数学理论，由几个粗糙的物理图像作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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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像不过是穿在数学之身体上的衣服，以使它在物理学界

看上去体面。这一事实可能会使数学物理学家烦恼或得意，要

看其身上的数学家还是物理学家占上风。

没有人比麦克斯韦更理解电磁理论的彻底的数学品格。尽

管他几乎不顾一切地试图建立一种电磁现象物理描述，在其经

典《论电磁现象》中他略去了这类材料中的大部分，而强调高度

精制、复杂的数学理论。有一次一位布道者所言超出了会众的

理解力，麦克斯韦曾劝其道：“为什么不能说得简单点？”然而他

自己曾努力以直觉上可理解的解释使电磁场的数学理论“简单”

却没有成功。无线电波和光波在物理的黑暗中运作，只有那些

愿意带着数学火炬的人才能照亮。此外，虽然在物理学的一些

分支中可能使数学理论适合物理事实，但在电磁理论中最佳选

择却是使不充分的物理图像适合数学上的事实。

麦克斯韦为现代数学物理学定好了调子，制定了行规。它

主要是数学化的。以一整套数学定律来涵盖看似散漫的各种现

象，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牛顿的万有引力

定律。一粒沙子和最重的恒星的运作可以牛顿运动定律来描述

和预测。而包括光在内的各种各样不可见的电磁波可以用麦克

斯韦电磁定律来描述并加以利用、产生力量。电流、磁效应、无

线电波、红外波、光波、紫外波、Ｘ射线、γ射线，这些频率低至每

秒６０周、高达每秒周数值可跟２４个零的正弦波是同一个隐藏

在背后的数学图式的表现形式。这一理论既如此深奥又如此包

罗万象，超出了人的想象力。它揭示了一种方案、一种自然界的

秩序，比大自然本身更雄辩地向人类诉说。

对于数学挖掘大自然秘密的力量，电磁理论又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例证。在工程技术人员生产出潜水艇和飞机的模型很久

之前就有可能构想它们，甚至可能形成它们的图像。然而，无线

·７５１·　第７章　数学和不可感知的电磁世界　



电波的观念即使在异想天开中也几乎出现不了，而且即使出现

了，也会被当作异想天开而受拒斥。

有一个人在构造电磁感应的物理图像中是最有天赋的，而

这个物理图像曾被麦克斯韦本人用于推进自己的思想，而即使

此君也坦白当 试 图 从 物 理 上 理 解 整 个 现 象 时 他 困 惑 不 解。在

１８５７年写给麦克斯韦的一封信中，法拉第问麦克斯韦：

能否将他的数学研究的结论表达在日常语言中，就像

在数学公式中一样充分、清楚和确定？如果这样的话，这对

于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它们的我辈岂不有极大的裨益？———

从它们的象形文字中翻译过来，以便于拿它们做实验……

如果这成为可能，如果致力于这些课题的数学家会这样给

予我们成果，除了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还能够以这种通俗、

有用、可行的方式，那岂不是好事？

不幸的是，法拉第的请求至今也得不到满足。

不能从质上或者说从物质上解释电磁现象，这与麦克斯韦

及其同行所提供的严格的量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牛顿

运动定律为科 学 家 提 供 了 处 理 物 质 和 力 的 手 段 而 没 有 解 释 以

太，麦克斯韦方程使科学家能够利用电现象成就奇迹而对于其

物理本性的理解却令人悲哀地欠缺。在统一、可理解的描述的

方式中，我们所能得到的就是量的定律。数学公式是确定的、全

面的，而质的解释却是模糊的、不完整的。电子、电磁场和以太

波只是给出现在公式中的变量提供了名字，或者如冯·霍尔姆

霍兹所言，在麦 克 斯 韦 理 论 中 电 负 荷 只 是 一 个 符 号 的 接 受 者。

此言颇为中肯。

如果对于电磁现象缺乏物理理解，没有能力用物理术语来

推理，那么我们对于这一实在到底是怎样把握的？我们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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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声称我们已掌握了？数学定律是探测、揭示和掌握物理世

界这一巨大领域的唯一手段；对于如此神秘的运作数学是人类

所拥有的唯一知识。对于未被授以这些近来的神谕式奥秘的外

行来说，对于这 些 问 题 这 样 来 回 答 是 不 能 令 人 满 意 的，尽 管 如

此，如今科学家已习于接受了。的确，面对着如此之多的自然奥

秘，科学家非常乐于将它们埋在数学符号的重压之下，埋得是如

此彻底以至于许多代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所隐藏的。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科学理论的最大领域之一几乎完

全是数学的。感官印象能够确证从这一理论得出的逻辑推论，

例如导线中的感生电流，或者在离发射源几百英里之外接收到

的电流。但理论的主体本身却是数学的。

我们本该在某种范围内对这种独特的事态有所预料。探讨

完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成果以后，我们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引

力是什么？它是如何作用的？在那时我们也发现：得不到对于

引力作用的物理理解。我们有一个数学定律来描述这种力的量

值，通过运用这一定律和运动定律，我们能够预言可在实验上控

制的结果。而对于引力这一中心概念却一无所知。

由此可以看出，最佳的科学理论之核心是数学，或者更准确

地说，是一些公式和由此得出的推论。科学理论的坚固有力的

基础方案是数学的。我们的心智建构已超过了我们的直觉和感

官知觉。在引力和电磁理论中，我们都必须坦白对于基本机制

的无知，而将表述我们所知的任务交给数学家。作出这样的坦

白我们可能会失掉自豪感，但我们也可以得到对于事态的真实

理解。埃尔佛雷德·诺斯·怀特海说过：“现在已完全认识到这

样的悖论：数学的高度抽象是调控我们对于具体事实之思想的

真正武器。”现在我们能理解他的意思了。

有这样一些现象，尽管在物理上是实在的，离开了人类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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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却完全不明了。自从数学科学确认了这样的现象，数学的独

创性就存在于上述的悖论中。怀特海曾说过，从人类思想中去

除数学就像去除了奥菲利娅而不是哈姆雷特。的确，奥菲利亚

很有魅力且有点疯狂，不过，若比作哈姆雷特那会更切题。

１９３１年爱因斯坦是这 样 描 述 麦 克 斯 韦 之 后 物 理 实 在 之 概

念的改变：“这是自牛顿以来物理学所经历的最深刻、最有成果

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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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相对论的序幕

常识是十八岁之前在头脑中所铺下的偏见层。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公理是为几千年的时间所神圣化的偏见。

埃里克 Ｔ·贝尔

与
在数学科学本身中的情形有点 类 似，大 约 在１９００年 数 学

物理学家对于他们的成就和物理理论的状况自鸣得意、自

我满足。他们 不 是 揭 示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世 界———电 磁 现 象 的 世

界———即将丰富、加速和扩展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世界，改善人类的

交往？两个世纪以来以太已被接受作为光和电磁现象传播的媒介，

这麻醉了数学物理学家，使他们进入了安闲、无批判的睡眠。

然而，１９００年的自满自足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当非凡的成

就所带来的欣喜消退之时，数学物理学家意识到尚有一些大问

题需要解决。一种解决方式———相对性理论，将彻底改变我们

关于物理世界的科学概念。直到今天这场革命也没有无线电和

电视向公众展示的同样的影响力，但是对于我们理解物理世界

的本性、理解什么是客观实在的，其含义却同样至关重要。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看见了什么问题使他们清醒起来，对于

宇宙的重大现象采取了全新的处理方式？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物理空间 的 几 何 学 实 质。为 理 解 这 个 问 题，我 们 须 按 原 路 返

回去。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有一些数学家质疑过欧几里得平行公理

的物理真实性，这条公理是：

如果与两条直线相交的直线在同一边所形成的内角都

小于直角，那么延长这两条直线它们将在角度小于直角的

直线那一边相交。

也就是说，如果角１和角２之和小于１８０度，那么直线ａ和

ｂ延伸到足够长将会相交。

图３２

欧几里得有充分的理由来以这种方式表述其公理。他本来

可以这样断言，如果角１和角２之和为１８０度，则直线ａ和ｂ 永

不相交；也就是说，直线ａ和ｂ 平行。然而，欧几里得显然不敢

设定会有永不相交的两条无限长直线。当然无论是经验还是自

明性都不能证实无限长直线的行为。然而，欧几里得在其平行

公理及其他公理的基础上确实证明了无限长平行直线的存在。

欧几里得所表述的平行公理被认为有点太复杂了，缺少其

他公理的简单性。很显然即使欧几里得也不喜欢平行公理的这

种表述，因为直到在未加利用它就证明了所有的定理以后，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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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用它。即使在古希腊时代数学家们已开始致力于解决欧几

里得平行公理所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尝试有两类。第一类是以

一种似乎更自明的表述来替代平行公理。第二类是试图从欧几

里得的其他九个公理中推导出它。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欧几里

得的表述将会成为定理，从而不再有问题。在两千年的时间里，

几十个大数学家，更不用提小数学家，在两类尝试中都努力过。

这段历史既漫长专业性又强，大部分将不在这里重述，因为对这

段历史的叙述很容易得到，且与我们的主题并不是特别相关。

对于所提议的替代公理，我们至少应该讨论其中一个，因为

这是当今我们通常在高中时学到的。这种表述归功于约翰·普

雷夫埃（ＪｏｈｎＰｌａｙｆａｉｒ，１７４８—１８１９），他是于１７９５年提出的：

通过不在直线ｌ上的一给定点Ｐ，在 Ｐ 和ｌ的平面中

有一条且只有一条直线与ｌ不相交。

所提议的所有其他替代公理，尽管似乎比欧几里得的表述

简单，细加考察会发现并不比之更令人满意。当然，普雷夫埃的

平行公理将欧几里得所回避的当作了公理，即可能有两条永不

相交的无限长直线。

在第二类解决平行公理问题的尝试中，即寻求从其他九条

公理推导出欧几里得的断言，最有意义的尝试是由盖洛拉摩·

萨克里（ＧｅｒｏｌａｍｏＳａｃｃｈｅｒｉ，１６６７—１７３３）作 出 的，他 是 耶 稣 会

牧师，帕维亚大学的教授。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采纳了与欧

几里得公理在本质上不同的公理，就有可能得出与其他定理矛

盾的定理。这样的矛盾意味着否认欧几里得平行公理———唯一

一条有问题的公理———是不成立的，从而欧几里得平行公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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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真的———也就是说，它是其他九条公理的结果。

我们来考虑与欧几里得公理等价的普雷夫埃公理，萨克里

首先假设通过点Ｐ（图３３）没有直线与ｌ平行，从这条公理以及

欧几里得所采 纳 的 其 他 九 条 公 理，萨 克 里 的 确 推 导 出 了 矛 盾。

图３３

萨克 里 接 着 尝 试 了 第 二

种唯一可 能 的 选 择，即 通

过点 Ｐ，至少有两条直 线

ｐ和ｑ 无论如何延长都不

会与ｌ相交。

萨克里继续证明了许多有趣的定理，直到他得到了这样一

个定理，它是如此奇怪、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他就断定这与先前

确立的结果矛盾。所以萨克里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

论：欧几里 得 平 行 公 理 实 际 上 是 其 他 九 条 公 理 的 推 论，就 于

１７３３年出版了他的《从归谬法证明欧几里得》（ＥｕｃｌｉｄＶｉｎｄｉｃａ

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ｌｌＦａｕｌｔｓ）。然而，后来的数学家意识到萨克里在第

二种情况下没有真的得出矛盾，因而平行公理问题依然未决。

寻找欧几里得平行公理的可接受的替代，或证明欧几里得

的断言必是其他九条欧几里得公理的推论，这类尝试是如此之

多，又都归为徒劳，１７９５年伟大的 数 学 家 让·勒 翁·达 朗 贝 尔

（ＪｅａｎＬｅＲｏｎｄ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１７１７—１７８３）将平行公理问题称作

“几何学基础中的丑闻”。

渐渐地，数学家们开始接近对于欧几里得平行公理之地位

的正确理解。在其１７６３年的博士论文中，后来成为海姆斯达特

大学教授的格尔奥格·Ｓ·克吕格尔（ＧｅｏｒｇＳ．Ｋｌüｇｅｌ，１７３９—

１８１２）作出了一个杰出的评论：人们接受欧几里得平行公理之

为真的确定性 是 基 于 经 验。这 一 评 论 第 一 次 引 入 了 这 样 的 思

想：是经验而不是自明性支持这条公理。克吕格尔对于欧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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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断言能被证明表示怀疑。此外，他还意识到萨克里没有得出

矛盾，而只是得出了奇怪的结果。

克吕格尔的 论 文 启 发 约 翰 ·海 因 里 希·兰 伯 特（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ａｍｂｅｒｔ，１７２８—１７７７）继续研究平行公理。在其著于

１７６６出版于１７８６的 书《论 平 行》（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ｉｅｎ）

中，有点类似萨克里，兰伯特考虑了两种必须择一的可能性。他

也发现，假设没有通过 Ｐ 平行于ｌ的直线会得出矛盾（图３３），

然而，他没有断定假设至少有两条平行于ｌ的直线通过Ｐ 会得

出矛盾。更进一步，他意识到任何一组不导致矛盾的假说都提

供了一种可能的几何学。这样的一种几何学将会是逻辑上有效

的结构，即使可能与物理形状关系不大。

兰伯特和其他 人 如 亚 伯 拉 罕 Ｇ·凯 斯 特 纳（Ａｂｒａｈａｍ Ｇ．

Ｋｓｔｎｅｒ，１７１９—１８００）的成果值得强调一下。后者是格廷根大

学的教授、高斯的老师。他们相信欧几里得平行公理不能根据

欧几里得的其他九条公理证明出来，也就是说，它独立于欧几里

得的其他公理。三 者 都 认 识 到 一 种 非 欧 几 里 得 几 何 学 的 可 能

性———也就是说，这种几何学关于平行线的公理与欧几里得公

理在本质上不同。

致力于解决欧几里得平行公理所引起的问题的最杰出的数

学家 是 卡 尔 · 弗 里 德 里 希 · 高 斯 （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ａｕｓｓ，

１７７７—１８５５）。高斯充分意识到试图确立欧几里得平行公理是

徒劳的，因为这是哥廷根的常识。然而，直到１７９９年高斯仍然

试图从其他似乎更真实的假设中推导出欧几里得平行公理，依

然相信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关于物理空间的几何学，尽管他能够

构想其他的合乎逻辑的非欧几何。１７９９年１２月１７日，高斯写

信给他 的 朋 友 和 同 事 沃 尔 夫 冈 · 波 尔 约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ｏｌｙａｉ，

１７７５—１８５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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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作中已有所进展。然而我所选择的路径根本不

会引向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而你对我言之凿凿你已到达这

个目标。相反，我的工作似乎促使我怀疑几何学本身的真

理性。的确，我已偶然得到了多数人会当成是［从其他的公

理推导出欧几里得平行公理的］证明的许多东西，但在我看

来这什么也没证明。

自１８１３年以后，高斯就发展他的非欧几何学。起先他叫做

反欧几里得几何学，后来又叫做超感觉世界几何学，最后才叫做

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他相信它是逻辑上自洽的，还相当肯定可

用于物理世界。

在１８２４年１１月８日给他的朋友弗兰茨·阿道夫·陶里努

斯（ＦｒａｎｚＡｄｏｌｐｈＴａｕｒｉｎｕｓ，１７９４—１８７４）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假定［三角形］内角之和小于１８０度导致了一种奇怪的

几何学，非常相异于我们已有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但完全

自洽，我已经将其推展阐明到完全满意了。这种几何学的

定理看起来是悖论，对于没入其道的人来说，是荒谬的，然

而静心沉思表明它们绝没有包含不可能的东西。

我们将不讨论高斯所创非欧几何学的细节，他创始了，但没

有写成充分的演绎表述，他所证明的定理与那些我们将在罗巴

切夫斯基和波尔约的成果中遇到的非常类似。１８２９年１月２７
日在给数 学 家、天 文 学 家 弗 里 德 里 希 · 威 尔 海 姆 · 贝 塞 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Ｂｅｓｓｅｌ，１７８４—１８４６）的信中他写道，他很可

能永远不会出版在这个课题上的发现，因为他担心被讥笑，或者

如他自己所说，他害怕比欧世恩人的叫嚣，这个比喻是指古希腊

一个头脑迟钝的部落。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几个数学家已逐渐

接近非欧几何工作的尾声，广泛的知识界依然为欧氏几何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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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能的几何学这个信念所主导。对于高斯在非欧几何学中的

工作我们所知道的是从下列材料中搜集的：给朋友的信中，《格

廷根学报》１８１６年号和１８２２年号上的两篇短评，以及在他过世

后留下的文档中发现的１８３１年笔记。

因创造非欧几何声誉更盛的两个人是罗巴切夫斯基和波尔

约。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只是先前创新观念的收场白，然而因为

他们发表了系统推演的著作，通常受到喝彩，被称为非欧几何的

创造者。俄国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Ｎｉｋｏｌａｉ

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Ｌｏｂａｔｃｈｅｖｓｋｙ，１７９３—１８５６）受 业 于 喀 山 大 学，自

１８２７年至１８４６年是那所大学的教授和院长。自１８２５年起，他

在许多论文和 两 本 书 中 发 表 了 对 于 几 何 学 之 基 础 的 观 点。约

翰·波尔约，沃尔夫冈·波尔约之子，是匈牙利军官。他的关于

非欧几何（他叫做绝对几何学）的２６页论文《绝对空间的科学》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Ｓｐａｃｅ），作 为 其 父 的 两 卷 本 著 作《将

好学青 年 引 入 纯 粹 数 学 原 理 之 尝 试》（Ｔｅｎｔａｍｅｎｊｕｖｅｎｔｕｔｅｍ

ｓｔｕｄｉｏｓａｍｉ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Ｍａｔｈｅｓｅｏｓ）第一卷的附录出版。尽管这

部书在１８３２—１８３３年间面世，因而在罗巴切夫斯基发表的著作

之后，波尔约似乎在１８２５年就构想出非欧几何的概念，并在那

时相信新几何学并不自相矛盾。

高斯、罗巴切夫斯基和波尔约已意识到根据其他九条公理

不能证明欧几里得平行公理，而且为确立欧几里得几何还需要

一些附加公理。因为平行公理是独立的，所以至少在逻辑上有

可能采纳一条与它矛盾的陈述，并推展这套新公理的结果。

这些人所创立的专业知识相当简单。我们不妨来看看罗巴

切夫斯基的成果，因为三者大概上都作了同样的事情。罗巴切

夫斯基有胆识地放弃欧几里得平行公理，而作了萨克里实际上

已作出的假设。给定一直线 ＡＢ 和一点Ｐ（图３４），则对于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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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来说所 有 通 过Ｐ 的 直

线分 成 两 类，即 与 ＡＢ
相 交 的 一 类 和 与 ＡＢ
不 相 交 的 一 类。更 精

确地说，如果Ｐ 点到直

线ＡＢ 的 垂 直 距 离 为

ａ，那么存在这样一个锐角 Ａ，所有和垂直线ＰＤ 所形成的角小

于Ａ 的直线都将与ＡＢ 相交。两条和直线ＡＢ 所形成的角为Ａ
的直线为平行线，Ａ 叫作平行角。经过 Ｐ 点而与ＡＢ 不相交的

直线，除了那些平行线，其他的叫作非相交线。不过在欧氏几何

中，这些也叫做平行线。从这种意义上说，在罗巴切夫斯基几何

学中，经过Ｐ 点有无穷数量的平行线。

他接着证明了几个关键性的定理。如果角 Ａ 等于π／２，那

么欧几里得平行公理成立。如果角Ａ 是锐角，那么随着垂直线

ａ减少到零，角 Ａ 增加并接近π／２。此外，当ａ趋 向 无 穷 时，角

Ａ 减少并接近零。三角形的角度之和总是小于１８０度，随着三

角形面积的减少接近１８０度。并且，两个相似三角形必然全等。

关于这种非欧几何学，最有意义的是它能像欧几里得几何

同样准确地描述物理空间。欧氏几何并不是物理空间的必然的

几何学，其物理上的真理性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基础来保证。这

种认识首先是由高斯得到的。这并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发展，因

为数学已发展到这一步。

然而，没有人会很容易地产出财宝。很显然高斯反复考虑

了数学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发现了可作为根基的岩石。在１８１７
年写给海因里希·Ｗ·Ｍ·奥尔贝斯的一封信中，他说道：

我越来越相信，欧几里得几何的物理必然性是不能证

明的，至少不能由人类理性也不适合人类理性来证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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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行，也许 在 来 生 我 们 能 获 得 对 于 空 间 之 实 质 的 洞 察。

在到达那一步之前，我们必须不将几何学放在纯粹先验的

算术一类，而应该和力学放在一类。

和康德不同，高斯并不认为力学定律是真理。相反，他和另

外的一些人追 随 伽 利 略，相 信 这 些 定 律 是 建 立 在 经 验 基 础 上。

高斯断言真理在算术中从而也在建立在算术基础上的代数和分

析中，因为算术的真理对于我们的心智来说是清楚的。

罗巴切夫斯基还考虑了他的几何学对于物理空间的应用，

并给出了一个论证，证明能应用于非常大的几何形状。由此看

来，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不仅非欧几何得到了承认，其应用于物

理空间也被看成是可能的。

在罗巴切夫斯基和波尔约的成果发表后长达３０年左右的

时间里，数学家 们 忽 视 了 这 种 非 欧 几 何，只 是 视 为 逻 辑 上 的 奇

珍。一些数学家并不否认其逻辑连贯性。另有一些认为它必含

有矛盾，因而是无价值的。几乎所有的数学家都坚持物理空间

的几何学，那唯一的几何学，必是欧几里得式的。威廉·Ｗ·汉

密尔顿（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８０５—１８６５），那 个 时 代 的 杰 出

数学家之一，在１８３７年表示了他对非欧几何的反对：

任何坦诚、有智性的人都不能怀疑平行线主要性质的

真理性，这在两千年以前已由欧几里得在其《几何原本》中

提出了，尽管这人有理由期望见到它得到更清楚、更好的方

法之处理。这一信条并不包含思想的模糊或混乱之处，并

没有在人的头脑中留下合理的怀疑根据，尽管在改进其论

证结构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发挥智巧。

１８８３年在对于英国科 学 促 进 协 会 的 主 席 演 说 中 亚 瑟·凯

雷（ＡｒｔｈｕｒＣａｙｌｅｙ，１８２１—１８９５）也支持汉密尔顿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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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以普雷夫埃的方式表达的欧几里得第十

二公理（通常叫做第五公理或平行公理）并不需要证明，而

是我们的空间观、我们经验中的物理空间之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人们通过经验熟知了它，而它是所有外部经验的基

础表象……倒不是几何学命题只是近似地真，对于欧氏空

间来说它们是绝对地真，而很久以来欧氏空间被看成就是

关于我们的经验的物理空间。

费利克斯·克 莱 因（ＦｅｌｉｘＫｌｅｉｎ，１８４９—１９２５），近 代 真 正

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也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观点。尽管凯雷和

克莱因自己也从事研究非欧几何学（我们将看到，有好几种），他

们只是将其视为新奇的东西，当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引进人为

的新的距离函数时成立。他们拒绝承认非欧几何和欧氏几何同

样根本、同样可应用。当然，在前相对论的时代，他们的观点是

立得住的。

不幸的是，数学家们抛弃了上帝，因而那位神圣的几何学家

拒绝启示他用哪种几何学设计了宇宙。数学家们不得不利用自

己的才智。有几种可供选择的几何学，这一事实本身就令人震

惊。更剧烈的震惊是，人们不再能肯定，非欧几何是否最终可用

于物理空间。

选择一种适合物理空间的几何学这个问题，最初是由高斯

的研究提出的。而这又激发了其他的发明创造，进一步促使数

学界相信，物理空间的几何学可以是非欧几里得的。创造者是

格 尔 奥 格 · 伯 恩 哈 特 · 黎 曼 （Ｇｅｏｒｇ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Ｒｉｅｍａｎｎ，

１８２６—１８６６）。他是高斯的学生，后来成为格廷根大学的教授。

尽管黎曼不知道罗巴切夫斯基和波尔约的成果的细节，但高斯

知道。黎曼当然知道高斯对于欧氏几何的真理性及其必然可应

用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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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引入了另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为黎曼耸人听闻的想法

铺平了道路。通常我们将球面几何当作三维的欧氏几何学中的

部分来研究，因而并没引入一些叛逆性的观念。但是设想将球

面作为就其本身范围内的空间来考虑，来建立一种适合这个空

间的几何学。正交坐标不能用了，因为这需要直线，而球面上不

存在直线。有人可能想到利用经度和纬度作为点的坐标。下一

步可能会想到确定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最短路径。很快，由至智

的数学家们所解释的经验导向了这样的结论：最短路径是经度

线圆圈这样的大 圆 的 弧，事 实 上，是 任 何 圆 心 在 地 心 的 圆 的 圆

弧。这些圆将是这种几何学中的“线”。继续研究这种球面上的

几何学，会发现许多奇怪的定理。例如，由大圆的弧（即这种几

何学中的线段）所组成的三角形，其内角和将大于１８０度。

高斯在其著名的１８２７年论文中所提示者是这样的，如果我

们将表面作为独立的空间来研究，那么适合这些表面的二维几

何学将会很奇特，将取决于这些表面的形状。如此一来，椭球体

的表面（大约是橄榄球的形状），将有一种不同于球体的几何学。

平行“线”又会怎样呢？很显然，因为任何两个大圆相交不

止一次而是两次，我们不得不有这样一条公理：任何两条“线”

在两点相交。很清楚的是，球面几何学后来被承认为一种新的

非欧几何学，叫作二重椭圆几何。对于地球表面来说这是自然

的几何学，而且，它的的确确将与球体当作三维欧几里得几何学

中的表面来研究同样合乎实际，至少同样方便。

黎曼熟悉高斯的这些思想。黎曼为取得无薪讲师（格廷根

大学的一种教职）资格需作演讲，高斯指示了几个可能的题目。

黎曼选择作几何学的基础，于１８５４年对格廷根的哲学教师们作

了这次演讲，当时高斯在场。这次演讲于１８６８年发表，题目是

《论几何学基础中的假说》（Ｏ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Ｌｉｅａ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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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黎曼所作的关于物理空间几何学的研究重新考虑关于空间

结构的整个问题。黎曼首先提起这个问题：关于物理空间究竟

什么是确定的？在我们根据经验来确定物理空间中成立的特定

公理之前，我们 在 空 间 这 个 概 念 中 预 设 了 什 么 条 件 或 者 事 实？

他打算从这些被当作公理的条件或者事实出发，进一步推导出

性质。这些公理及其逻辑结果会是先验的并必然是真的。而空

间的任何其他性质则不得不从经验中习得。黎曼的目的之一是

证明欧几里得的公理是经验性的而非自明的真理。他采取了分

析的方法（即代数和微积分），因为在几何学证明中我们可能受

知觉误导设定一些事实，而表面上看来却认不出它们是假设。

黎曼对先验的探求将他引向了对空间的局部研究，因为其

性质在不同的点可能不同。这种方法叫做微分几何法。这与在

欧几里得几何或高斯、波尔约、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中将

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同。

黎曼的方法将他引向了根据两个典型点或者说非特殊点来

定义距离，这些点对应的坐标只有无穷小量的差别。他称这个

距离为ｄｓ。他设定在三维空间（尽管他考虑 的 是ｎ 维）中 这 一

距离的平方是：

　　ｄｓ２ ＝ｇ１１ｄｘ２
１＋ｇ１２ｄｘ１ｄｘ２＋ｇ１３ｄｘ１ｄｘ３

＋ｇ２１ｄｘ１ｄｘ２＋ｇ２２ｄｘ２
２＋ｇ２３ｄｘ２ｄｘ３

＋ｇ１３ｄｘ１ｄｘ３＋ｇ２３ｄｘ２ｄｘ３＋ｇ３３ｄｘ２
３

其中ｇｉｊ是坐标ｘ１，ｘ２，ｘ３ 的函数，ｇｉｊ ＝ｇｊｉ，对于ｇｉｊ的所有可

能的值，右边总是正的。这种对于ｄｓ的表达是对于欧几里得几

何中的公式的推广：

ｄｓ２ ＝ｄｘ２
１＋ｄｘ２

２＋ｄｘ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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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微分形式。通过将ｇｉｊ作为坐标

的函数，黎曼提供了这种可能：在不同的点空间的性质可变化。

从这个公式出发，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推导出关于长度、面积、

体积及其他性质的许多事实。

在这篇演讲中，黎曼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论点。他补充道：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即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种程度上这些

关于空间的先验假说可由经验确证。”物理空间的性质只能通过

经验获得。具体说来，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公理对于物理空间

来说可能只是近似真的。他用这个预言家式的论断结束了这篇

论文：

所以，或者空间背后的实在必形成一个离散的流形，或

者我们必须在加于其上的约束力中寻求其外在的度量关系

之根据。这将把我们引向科学即物理学的领域，而就我们

今天的研究目的来说，就不论及了。

在这里黎曼提示，真实空间的性质必须把发生在空间中的物理

现象考虑在内。如果黎曼不是在４０岁就去世了，可能会将这深

刻的思想展开详述。

这个论点由数学家威廉·金登·克利福德（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ｉｎｇ

ｄｏ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１８５４—１８７９）作了一些发展。克利福德相信，一些

物理现象，是由空间曲率的变化引起的。曲率不仅在不同的地

点有变化，而且随时间不同而不同，而这是物质运动的结果。空

间与多山丘的地面类似，在这样的空间中，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

规律不再有效。对物理定律的更严格的研究不能忽略空间中的

这些山丘。

克利福德在１８７０年写道：

事实上我坚持：１）空 间 分 成 的 小 部 分 在 性 质 上 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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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均说来是平的表面上的小山丘。２）这种弯曲 或 扭 曲

的性质持续地以波的方式从空间的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

３）这种空间曲率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在那种我们叫作物质

运动的现象中 所 发 生 的，不 管 这 种 物 质 是 重 的 还 是 轻 的。

４）在这个物理空间中除了这种变化并无其他发生，这种变

化可能遵循连续性定律。

克利福德还提出了这种可能：引力效应可能是由空间曲率引起

的，但当时的空间度量还不能确证他的想法。的确，尽管这种观

点很精彩，还须等待爱因斯坦的研究。

如果我们考虑多山地区地球表面的自然几何学，黎曼和克

利福德所提出的观点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在这样一个地区的

表面上，可能就没有直线。此外，在无论什么样的曲面上，两点

之间的最短距离几乎永远不是直线。还有，这些最短路径，即短

程线（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ｓ），不必具有同样的形状。这些山中居民们可能

会继续考虑三角形。也就是说，给定三点和连接这三点的短程

弧，这些三角形将具有什么性质？很显然，这些性质将取决于由

短程弧包围的地面的形状。有些三角形的内角之和可能远大于

１８０度，而另一些可能 远 小 于１８０度。毫 无 疑 问 这 些 人 将 得 出

一种非欧几何。这种几何学的一项重要性质就是其非同构性：

即这种几何学中的图形的性质会随地点不同而不同，正如山地

表面的形状随地点不同而不同。

高斯去世后，在１９５５年他笔记中的材料可为人所用了，而

这时他的声名无与伦比。黎曼１８５４年的论文于１８６５年发表，

这使一些数学家相信一种非欧几何学可以作为物理空间的几何

学，并且认为再也不能确定哪一种几何学是正确的。

非欧几何学及其关于几何学之物理真实性的含义逐渐为数

学家们所接受，但并不是因为对于其可应用性的论证以某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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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强了。早在１９００年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马克斯·普朗克

就给出了理由：“一 种 新 科 学 理 论 的 胜 利 并 不 是 通 过 使 对 手 信

服、使他们看见真理，而是因为其对手最终死去，而熟悉新理论

的一代长大了。”

我们上面一直在讨论数学家们如何为物理空间的几何学而

烦恼。另一个问题开始困扰１９世纪的数学物理学家。在１８和

１９世纪的科 学 思 想 中 一 个 根 深 蒂 固 的 假 设 就 是 引 力 之 存 在。

根据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如果不受外力作用，静止的物体将保持

静止，运动的物体将持续以恒定的速度沿直线运动。因而，如果

没有引力，握在手中的球只是被释放时将保持悬停在空中。同

理，如果没有引力，行星将沿直线射向太空。而这种奇怪的现象

从来没有发生过。宇宙运作时似乎有一种引力。

尽管牛顿证明了同样的量的定律适用于受引力作用的所有

地上和天上的效应，却从来没有人理解引力的物理性质。太阳

离地球９３百万英里之遥，它是怎样向地球施加引力的？地球是

怎样对其表面附近各种各样的物体施加引力的？虽然没有对于

这些问题的答案，物理学家也没有感到困惑不安。引力是一个

如此有用的概念，他们满足于接受其为物理上真实的力。的确，

如果不是因为１８８０年左右出现的其他更紧迫的问题和困难，物

理学家在引力问题上的自我满足也许还不会被扰动。

由于引入引力而引起的另一个问题也被平静地推到一边。

任何物体拥有两种有明显区别的性质：质量和重量。质量是物

体对其速度或运动方向之改变的抵抗。而重量是地球吸引一物

体的力。在牛顿理论中物体的质量是常量，而重量取决于物体

离地球中心的距离。在地心，物体质量不变而重量为零。在月

球表面上，质量还是一样的，但是月球的吸引只是地球的八十分

之一，不过到引 力 中 心 的 距 离 只 是 在 地 球 表 面 上 的 四 分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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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引力定律中的平方反比律（第６章），月球对其表面上的

物体的吸引是地球的１６倍。两种效应的总的结果就是，物体在

月球上的重量是地球上的１／８０×１６，即五分之一。宇航员在太

空船上和在地球上具有同样的质量，但在那上面没有重量。

虽然物质的这两种性质是有区别的，但在一给定地点两者

的比例总是一样的。这一事实就像是在每年煤产量和小麦产量

的比例都严格相同一样令人惊奇。如果煤产量和小麦产量实际

上就是这样关联的，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寻求

解释。同样，也需要解释重量对质量的恒定比例。在爱因斯坦

之前，还没人找到解释。

在我们考察爱因斯坦的成果之前还需提及另一个物理学假

设。解释光的本性的企图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具体说来，自

１９世纪早期以 来，普 遍 接 受 的 关 于 光 的 观 念 是 将 它 看 作 是 波

动，像声波一样。因为在没有媒介来负载波的情况下想象波的

运动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就推断道必有一种媒介来负载光。然

而没有证据表明光从遥远的星星或从太阳上传来所经过的空间

含有任何物质 实 体 来 传 播 波。因 而，科 学 家 假 设 一 种 新 的“实

体”以太的存在，它不可视、不可尝、不可嗅、不可称量，也不可触

摸。此外，以太还得是一种固定的媒体，弥漫整个太空，地球和

其他天体在其中运动像在真空中一样自由。如此一来，假定以

太拥有的性质是互相矛盾的（见第７章）。

尽管１９世纪后期物理学的基础中有许多可疑且不得理解

的假设，任何时代的任何科学家群体都没有像他们那样深信已

发现了宇宙的规律。１９世纪是乐观的；１９世纪是极度自信的。

２００年的部分成功冲昏了科学家和哲学 家 的 头 脑，宣 称 牛 顿 运

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思想和纯粹理性的规律的直接结果。

假设这个词没有出现在科学文献中，尽管牛顿曾经明确表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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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和以太概念是假设，并且是一点也没有在物理上得到理解

的假设。尽管如此，对于牛顿来说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１９世纪

后期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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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相对性的世界

宇宙的伟大建筑师现在显得像是一位纯数学家。

詹姆斯·Ｈ·金斯

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应该由对于所有的坐标系都成

立的方程来表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当
美国物理学家在１８８１年决定检验地球通过静止的以太的

运动时，对于物理学的彻底大检修就不详地开始了。阿尔

伯特·Ａ· 麦 克 尔 逊 根 据 一 个 非 常 简 单 的 原 理 设 计 了 一 项

实验。

稍加计算就 能 证 明，在 一 条 河 中 向 下 划 一 段 距 离 再 返 回

比在静止的水中 用 的 时 间 更 长（我 们 在 第１章 讨 论 直 觉 时 已

碰到这个概念）。譬如 说，如 果 一 个 人 在 静 止 的 水 中 以 每 秒４
英里的速度 划 行，那 么 在 没 有 水 流 存 在 的 情 况 下，他 划 行１２
英里再返回需 用６小 时。然 而，如 果 水 流 的 速 度 是 每 小 时 两

英里，那么他下行 时 的 速 度 将 是 每 小 时４＋２英 里，上 行 时 的

速度将是每小 时４－２英 里。以 这 种 速 度 他 整 个 行 程 所 用 的



时间将是２＋６，即８小时。这里涉及的原理是，如果一恒定的

速度，如水流的速 度，阻 碍 运 动 比 促 进 运 动 用 了 更 多 的 时 间，

结果将是时间的损失。

迈克尔逊和一位后来的合作者埃德华·Ｗ·莫雷（Ｅｄｗａｒｄ

Ｗ．Ｍｏｒｌｅｙ，１８３８—１９２３），以 下 面 的 方 式 运 用 了 上 述 原 理。从

地球上的Ａ 点（图３５），发送一束光到地球上的Ｂ 点；从Ａ 到Ｂ
的方向是地球绕太阳运动的方向。预计的是光线以通常的速度

经过以 太 传 播 到 Ｂ，然 后 再 被 反 射 回 Ａ。不 过，由 于 地 球 的 运

动，当光线向着Ｂ 点的镜 子 传 播 时，镜 子 又 运 动 到 了 一 个 新 位

置。因而，地球的运动使光线到达镜子延迟。光线是在Ｃ 点被

反射向Ａ。而当光线向Ｂ 点运动时，地球带着 Ａ 点运动到Ｄ，

并且光线返回时，地球又带着 Ｄ 点运动到Ｅ 点。因此，地球的

运动促进了光线从Ｃ 到Ｅ 的运动。然而，从Ｃ 到Ｅ 的距离比从

Ａ 到Ｃ 短。这样，光线返回时受地球的促进比射出时受地球的

延搁的时间短。地球的运动和前面的例子中水流的速度起了同

样的效果。因此，根据上面所述的原理，光线从 Ａ 到Ｃ 再到Ｅ
所用的时间将比地球在以太中静止时它传播两倍ＡＢ 距离所用

的时间多。尽管他们运用了一种叫做干涉仪的精巧灵敏的探测

装置，迈克尔逊和莫雷也没能探测到时间的增加。很显然，地球

经过以太的运动没有发生。

图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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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们面对着一个不可回避的两难境地。负载光所需

要的以太必须是地球在其中运动的固定的媒介，然而这种假设

和实验结果不一致。理论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实验不一致是不

能忽略的。到这时物理学家相信他们的科学中的某些假设需要

彻底检修了。

另一个相关的困难面临着１９世纪的数学物理学家。为理

解这点让我们说几句题外话。牛顿相信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

存在，在 其《自 然 哲 学 的 数 学 原 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中 是 这 样 来 定 义 的：“绝 对 空 间，按 照

其本性而不管 外 在 的 一 切，是 保 持 不 变 不 动 的。绝 对 的、真 实

的、数学的时间，自发地、按照其本性、均匀一致地流动下去，而

不管外在的一切。”他认为离开了物体和人类经验，这些概念也

有其客观实在性，并且他相信对于一个超人的观测者即上帝来

说，它们是可知的。此外，对于这个宇宙的数学和科学规律的完

美的表述是那些上帝根据其绝对的量度能够得到的规律。只有

知道了地球相对于固定不动的观测者上帝的运动，人类才能将

上帝的规律转化为真实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出，牛顿的科学思

想就其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包括上帝、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

规律这样一些形而上学假设之上的。牛顿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

中，尤其是欧拉和康德，相信这些概念的存在。

当然，牛顿认识到人类不具备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知识，

因而他假定存在惯性的观测者，即那些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对其

成立的观测者。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条定律是这样说的，如果

没有力施加在一物体上，静止的物体将保持静止，或者运动的物

体将沿直线以恒定速度运动。给定了一惯性观测者，就可以找

到其他的，或相对静止，或以恒定的速度沿直线相对运动。所有

这些观测者都在惯性参考系中运动。让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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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考虑一下这个概念。假设在以恒定速度运动的船上的一个

旅客以恒定的速度运动，并度量他运动的距离。再假定岸上的

一个人度量了旅客从起始点到终止点的距离。当然，相对于岸

上来说距离更大。如果将船的运动考虑在内，这个差别就可以

解释了。很明显，有两个参考系，一个参考系是岸上人的，另一

个参考系是船上旅客的。

考虑这样两个以均匀速度平移运动的参考系，再假定一物

体相对于这两个参考系运动。相对于第一个参考系，物体有特

定的轨迹，并以特定的速度沿轨迹运动；相对于第二个参考系，

轨迹和运动都不同。从数学上考虑，用正交坐标系来表示所需

要的参考系。在图３６中，我们假定参考系 Ｋ 固定不动，参考系

Ｋ′以恒定的速度相对于Ｋ 向右运动。假定处于两个参考系中

的观测者有相同的时钟。

图３６

现在空间中有一点 Ｐ，其坐标在 Ｋ′中是ｘ′和ｙ′，在 Ｋ 中

是ｘ 和ｙ。因为右边的参考系以速度ｖ运动。ｘ′和ｘ 的关系由

ｘ ＝ｘ′＋ｖｔ给出。这个方程将Ｐ 相对于Ｋ′的横坐标变换为Ｐ
相对于Ｋ 的横坐标。而且ｙ＝ｙ′。此外，如果两个观测者以同

样的方式来度量时间间隔，那么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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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顿物理学中所有的力学定律在这样的变换下保持不变。也

就是说，以坐标ｘ、ｙ、ｔ表示的定律 若 用ｘ′、ｙ′、ｔ′表 示 还 是 具 有

同样的形式，只要第二个参考系相对于第一个的速度是恒定的。

这两个参考系叫作伽利略参考系或惯性参考系。其中一个

相对于另一个作匀速运动。两个之间没有加速运动或者旋转。

用牛顿的术语来表达，伽利略参考系保持静止或者在绝对空间

中以均匀的平移速度运动而没有加速或旋转。究竟哪一个在绝

对空间中静止是不能确定的，但我们既然知道了变换规律，这无

关紧要。此外，在一个参考系中成立的微分方程在另一个参考

系中也成立。再重复一下，经典的力学定律在两个参考系中是

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麦克斯韦方程组。在１９世纪结束时，人

们相信同样的偏微分方程在伽利略参考系中成立。如此一来似

乎在电磁学中和在牛顿力学中情形相同。然而，这一信念导致

了矛盾。若定律在参考系 Ｋ 中 成 立，为 得 出 在 Ｋ′中 成 立 的 定

律，我们对于 Ｋ 运用变换定律。对于电磁学方程，我 们 必 须 修

改变换定律，加上两个参考系相对速度的项。理由很简单，速度

不是不变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包含光速ｃ。譬如说，一个光信号

向右以速度ｃ传播，而另一个以速度ｃ向左传播。向右运动的

观测者在追赶光，对 于 他 来 说 信 号 的 速 度 是ｃ－ｖ。另 一 方 面，

这个观测者在逃离第二 个 信 号，他 相 对 于 这 个 信 号 的 速 度 是ｃ

＋ｖ。对于运动 的 观 测 者 来 说，这 两 个 光 信 号 不 以 相 同 的 速 度

传播，所以麦克斯韦方程组对于他来说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就

麦克斯韦方程组来说，只有一个优选的参考系：相对于以太静

止的参考系。

如此一来，将麦克斯韦方程组从一个参考系变换到另一个

相对于它作匀速运动的参考系，表明麦克斯韦方程组与牛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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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定律的行为不同。在后者中，一个简单的变换就从一个参考

系转到另一个参考系，而对于麦克斯韦方程组却不是这样的。

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安图·洛伦兹（Ｈｅｎｄｒｉｃｋ

ＡｎｔｏｏｎＬｏｒｅｎｔｚ，１８５３—１９２８）想 出 了 一 种 可 行 的 解 决 方 法。

假如保持麦克斯韦方程组的不变性，而修改从一个参考系到另

一个的变换定律，会怎样呢？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只有空间的

一维和时间变化了。对于从一个正交坐标系到另一个相对于它

以匀速运动的坐标系，洛伦兹得出了如下的方程：

ｘ′＝
ｘ－ｖｔ

１－ｖ２／ｃ槡 ２
，ｙ′＝ｙ，ｚ′＝ｚ，ｔ′＝

ｔ－ｖｘ／ｃ２

１－ｖ２／ｃ槡 ２

这些方程假定 第 二 个 参 考 系 与 第 一 个 沿 着 相 同 的 方 向 运

动，即沿ｘ方向。我们注意到，在洛伦兹方程中，距离与时间是

关联在一起的。此外，ｘ 和ｘ′之间、ｔ和ｔ′之间的关系不像伽利

略变换中那样简单。尤其是，ｔ和ｔ′并不是同时的，即两者不相

等。我们再留意一下，ｃ是光的速度，每秒１８６０００英里，而人通

常遇到的速度相对来说是如此之小以致洛伦兹方程实际上可还

原为伽利略变换。

１９０５年 阿 尔 伯 特 · 爱 因 斯 坦 （Ａｌｂｅｒ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

１９５５）登场了。爱因斯坦更倾向于物理而不是数学。尽管数学

他懂许多，随后又不断地学了很多，数学对于他来说却不过是工

具。物理学更重要。他对电磁理论的成果和赫兹的成果尤其敬

佩。虽然在２０世纪他关于相对论的成果是革命性的（下一章我

们将看到，关于量子力学也是如此），他是召唤数学只是作为物

理思想之辅助的１９世纪伟大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个。尽管如此，

他的相对性理论是完全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

研究完洛伦兹的成果和麦克尔逊 莫雷实验以后（不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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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他了解多少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致力于消除经典力学

和电磁理论之间的明显的不一致，并解决我们已提到的一些其

他问题（见第８章）。他的１９０５年论文中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论

运动 物 体 的 电 动 力 学》（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

Ｂｏｄｉｅｓ），这篇论文中包括现在为人所知的狭义相对论。从根本

上说，可以说，狭义相对论的某种特定形式是产生于电磁理论。

爱因斯坦直面难局，作了几个假设。既然除了惯性系没有

方法来确定绝对空间和时间，他设定，在力学中也一样，从一个

惯性系到另一个的变换不是牛顿式的而是洛伦兹式的。这一决

定不是任意的或独断的。洛伦兹曾经致力于求得麦克斯韦方程

组在正交变换中的不变性。爱因斯坦相信他能够扩展牛顿定律

的范围，即使仅对于惯性参考系成立也好。光速对于所有观测

者来说都是一样的（而不管光源的运动），这一事实也影响了他，

而这也成了其狭义相对论中的一个设定。此外，既然电磁场对

于电子施加作用力，而力是一个力学概念，有充分理由相信洛伦

兹方程应该适用于力学。至于以太概念他是抛弃了。究竟光是

如何传播的曾经是且仍然是有待于解决的。歌德曾经写道，在

理论和实践生活中最伟大的艺术是将一个难题变成一个设定。

这就是爱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所作的。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的设定所得

出的一些推论。第一个就是，有两个观测者，一个相对于另一个

以匀速沿直线运动，两者对于事件的同时性意见将不一致。让

我们来考虑一个有点平凡的实例。

假设在快速运动的长火车当中的旅客同时看见两道闪光，

一道发自最前面车厢的一点，另一道发自最后面的车厢。一个

观测者站在铁轨旁边，也处在最前和最后车厢的中央，他也看到

了两道闪光，但不是同时的。从最后车厢发出的闪光先到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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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者。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两道闪光是同时发出的吗？

两个观测者都会同意说它们不是同时的。因为地上的观测

者正处在两道闪光中央，它们传播了同样的距离，因而到达他花

费了同样的时间。因为观测者先看见从后面发出的光，这道光

必是先发出的。车上的旅客会这样推断：从后面发出的光的速

度在他看来是光速减去火车的速度。而从前面发出的光相对于

旅客的速度是光速加上火车的速度。因为这两道光都经过火车

长度的一半的距离到达他，从后面的光线必然是先发出的以使

两道光线同时到达。在这种情况中似乎没有任何困难。

这两个观测者在两道光线的发射顺序上也是一致的，因为

他们都假定地上的人相对于以太静止而火车上的旅客相对于以

太在运动。然而，假设采取不同常规的观点，即认为火车相对于

以太静止，而是地球向着火车后部运动。根据这种观点火车上

的旅客会正确地得出结论说，因为他同时看见了闪光，它们是同

时发出的。地上的观测者毫无疑问会选择坚持他先前的观点，

即他和地球相对于以太静止，后面车厢的闪光是先发出的。现

在关于两道闪光的同时性意见不一致了，起因是对于谁相对于

以太静止意见不一致。那么究竟是谁呢？

不幸的是，火车上的旅客相信火车相对于以太静止，和地上

的观测者相信地球在以太中静止同样有道理。因为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表明，我们不能检测出经过以太的运动。因此，两个相

对运动的观测者关于两个事件的同时性必然意见不一。

如果两个观测者关于两个事件的同时性意见不一，对于距

离的度量也必然意见不一。假设火星上的观测者和地球上的观

测者愿意度量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因为距离在不断变化，他们

必须同意在给定的瞬间来度量。然而，为使两个观测者同意一

个给定的瞬间，两者必须在事件的同时性上取得一致，譬如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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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那个瞬间的钟表响声。因为相对运动的观测者关于这些事件

的同时性不会取得一致，他们“在给定的瞬间”对于地球到太阳

的距离会得出不同的度量结果。

即使物体所经过的路径的性质也取决于观测者。我们再来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匀速运动的火车上掉下的石头在火车

上的旅客看来是沿直线下落，但在地上的观测者看来似乎是沿

着抛物线路径。换句话说，轨迹随观测者而变。

两个相对运动的观测者不但对于距离的量度而且对于时间

间隔也会意见不一。否则的话，他们将对于标志间隔结束和开

始的事件之同时性取得一致：而这他们做不到。

爱因斯坦作了进一步的推论。如果一个观测者静止，而另

一个观测者相对于他以恒定的速度ｖ沿固定方向运动———譬如

说，运动的观测者在火车上———运动物体上的长度在静止的观

测者看来要短些，反之亦然。至于时间，静止的观测者发现相对

于地球运动的观测者进展得更慢。运动者的雪茄在静止的观测

者看来持续的时间是他自己雪茄的两倍。换一种说法，参考系

Ｓ′中的一个钟表静止于其中，从另一个参考系Ｓ看来，Ｓ′中的钟

表每秒钟慢（１－１／β），其中β＝ １－ｖ２／ｃ槡 ２。反过来也成立。一

般说来，两个参考系之间的关系符合洛伦兹变换。此外，除了考

虑任何单一的观测者外，时间和空间的度量不能分开，正如对所

有的观测者来说不能分开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的量度。

应该强调的是，当我们讨论不同的观测者度量长度的差别

时，我们所谈的不是距离的效果或者视觉错觉。当我们谈论对

于时间间隔的不同意见时，也不是在谈论心理或者情感效应。

现在来考虑一个数量例子。一个地上的观测者会发现，相

对于地球以每秒钟１６１０００英里的速度运动的火箭船的大小是

船上的人所量大小的一半。而这样一个火箭上的时钟在地球上

·６８１·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　



的观测者衡量来比火箭上的观测者衡量来要慢一半。对于地球

上的物体和事件的大小和时间，火箭上的观测者也会得出同样

的结论。更进一步，在其自身的时空世界中，两者都是对的。

这个长度和时间之局域性的信条，是相对性理论的惊世骇

俗的新断言之 一。观 念 的 陌 生 性 不 应 使 我 们 看 不 见 这 样 的 事

实：比起牛顿绝对时空的观念来，它们更符合实验和我们上面

检视过的关于同时性的推理。的确，如果不是这样，科学家们不

会坚持片刻，不管是相对性还是绝对性。相对于另一个观测者

以速度ｖ运动的观测者所见到的长度和时间关系可以从洛伦兹

变换中推导出来。

狭义相对论的设定的另一个结果涉及速度的叠加。假设一

个人在静止的水中以每小时４英里的速度划行，而水流的速度

是每小时２英里。总速度是每小时６英里吗？根据狭义相对论

却不是这样的。总速度Ｖ 用一般项来表示就是

Ｖ ＝ ｕ＋ｖ
１＋ｕｖ／ｃ２

其中ｕ 和ｖ 是 两 个 速 度，这 个 公 式 的 一 个 有 趣 特 征 是，当

ｕ＝ｃ时，Ｖ ＝ｃ。

也许狭义相对论隐含的最奇特的推论是任何物体的质量随

其速度而增加。爱因斯坦在其１９０５年的第四篇文章中讨论了

这个论题。如果用ｍ 来表示相对于观测者静止时物体的质量，

其数学表达式是

Ｍ ＝
ｍ

１－ｖ２／ｃ槡 ２
　 （１）

其中 Ｍ 是 运 动 物 体 的 质 量 而ｖ 是 其 速 度。怎 么 会 是 这 样 呢？

当物体的速度增加时，它的分子当然不会增加。这种结果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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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外的。可以证明，作为一种很好的近似，质量的增加非常接

近静止质量的 动 能 除 以ｃ２。粗 略 地 讲，质 量 的 增 加 等 于 能 量。

可以这样说，运动的质量之活动似乎是其质量增加了，其实从物

理上讲增加的是一份能量。

上述质量与能量的关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几乎是我

们日常经验的组成部分。我们先来考虑质量向能量的转化。我

们都曾用过手电筒。这时我们将电池中的质量转化为光，而光

具有能量。光能使玩具辐射计的叶片旋转。很明显，光具有质

量，撞击了辐射计。在供暖系统中我们燃烧燃料，我们燃烧汽油

推动汽车。这时我们也是将质量转化为能量，正如我们燃烧木

头产生热，而热是一种能量形式。实际上光是地球上多数能为

我们所用的能量之源。它由植物转化为化学能。在绿色植物的

光合作用中，光的能量被捕获，利用来将水、二氧化碳和矿物质

转化为氧气和富含能量的有机化合物。

爱因斯坦曾经提示，在放射性粒子如高速运动的β粒子（电

子）中可发现质量的增加，这已经在实验上得到验证。另一种相

关的情况是，如果加热粒子，给其提供了能量，质量会增加。

幸运或不幸的是，还有一个相反的过程。一点物质会通过

发出相应量的能量而损失质量。在一种相对无害的情形中，可

以减慢粒子的运动，发出能量。不幸的一面是，基本离子的裂变

和聚变会放出辐射，这里就有了原子弹的基本概念。

理解质能等价的一个关键是考虑质量是如何表现自己的。

质量的一种基本性质是惯性，即对速度改变的抵抗。为增加速

度，必须施加能量；速度越高，改变速度所需能量就越多。根据

公式（１），通过增加速度，物体获得了更多的惯性或质量。我们

可以用代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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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ｍ＋１
２ｍ ｖ２

ｃ（ ）２ 　 （２）

右边的第二项是动能除以ｃ２。这样，质量的增加是动能。无论

我们说质量随速度而增加，能量有质量或就是质量，或者说能量

作用使质量增加，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能量的增加是不是

动能，同样的事实成立。获得改变的是富含能量的物质之惯性。

不过，爱因斯坦走得更远。恰好情况是这样，当质量处于静

止时，其 能 量 在 数 量 上 等 于 ｍｃ２，其 中 ｍ 是 物 体 的 静 止 质 量。

于是爱因斯坦将公式（１）作为以速度ｖ运动的物质的质量。事

实上，他作了推广，论证了Ｅ＝ｍｃ２，其中Ｅ 代表质量ｍ（不只

是静止 质 量）中 所 有 能 量 （用 我 们 的 符 号 来 表 达 就 是 Ｅ ＝

Ｍ（ｃ２））。他还证明，对 于 辐 射 能 量 Ｅ 必 须 分 配 惯 性，其 等 价 质

量是Ｅ／ｃ２。这些结论不是从狭义相对论中推导出的，但是与其

一致。如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的含义》（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Ｒｅｌ

ａｔｉｖｉｔｙ）一书中所说：“因而质量和能量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他

们只是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达。物体的质量不是恒定的，它

随能量的改变而变。”

在日常经验中，我 们 在 质 量 和 能 量 之 间 作 了 人 为 的 区 分。

它们是用不同的单位来度量的，即克与尔格。Ｅ 所具有的质量

在数量上等于Ｅ／ｃ２，其中ｃ是光速。然而，现在看来更 加 肯 定

的是：质量和能量是度量同一个东西的两种方式。如果有人反

对说，不应该混淆，它们是有区别的两种性质，那么我们应该理

解，它们不是感官可感的性质而是数学术语，表达了更可直接把

握的性质（即质量和速度）之组合。

尽管爱因斯坦继续思考力学、电磁学和其他的课题，在其后

来的研究中 他 受 了 赫 曼·闵 科 夫 斯 基（Ｈｅｒｍａｎｎ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１８６４—１９０９）的强烈影响。后者是他在联邦技术学院（苏黎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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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的名教授。闵科夫斯基在１９０８年说过：

我愿意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时空观是从实验物理学的土

壤中生发出的，其力量就在于那里。这种时空观是激进的。

从今以后，空间自身和时间自身命定会消失成影子，只有两

者的一种结合才能维护一种独立的实在。

闵科夫斯基同意：事实是这样，我们怀有这样一种时间观：

它独立于任何空间观念，持续流动。尽管如此，当我们观测自然

界中的事 件 时，我 们 同 时 经 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到 时 间 和 空 间。此

外，时间本身总是用空间手段来度量的，例如用钟表指针经过的

距离或单摆经过空间的摆动。而且，我们度量空间的方法必然

涉及时间。即使度量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中，即用一根测杆，在

度量期间时间在流逝。因而，对于时间的自然的看法应该是将

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世界是四维时空的连续统。

对于两个事件的时空间距的空间和时间部分，不同的观测

者会得出不同的测量结果。这是事实，但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三

维空间自身，这并不出人意外。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两个人看

到的是同一个三维空间，但其中一人将其所经验的空间分成垂

直和水平方向，这与另一人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不同。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将空间看成三维的整体，而不是水平和垂直范围的人

为组合。同理，不同的观测者也会将时空分解成不同的时间和

空间部分。这种分解对于作出这种分解的人来说，与正在走下

一段楼梯的人对于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区分同样真实和必要。作

为人类，我们作出区分，而大自然将空间和时间一起呈现。实际

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混同时间和空间。我们说一颗星星

多少光年远，就是说这颗星星与光在这些年里所经过的距离一

样远。火车时刻表也是地方和时间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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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继续运用闵科夫斯基的观点，即宇宙应该被看成

是四维时空世界，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这些令人吃惊的革

新并没有解决前一章所列举的所有问题。对于引力如何将物体

拉向地球，并维持行星在其轨道上，以及为什么在一给定地点质

量和重量的比率总是恒定的，还没有给出解释。

爱因斯坦接下来试图将狭义相对论推广到这样的相对运动

的参考系，其中一个 相 对 于 另 一 个 作 加 速 运 动。１９０７年，爱 因

斯坦在考虑重力问题时意识到，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不可区分，

于是对于更一般理论的钥匙出现了。是什么促使科学家作出这

样的区分？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当一定质量的物体需要改变方

向或速度时，Ｆ＝ｍａ 中的质量是惯性质量。譬如说，当击打桌

上的台球使其运动时，这里涉及的质量是惯性质量。然而握住

一个台球让其下落，它的下落却是因为地球的质量吸引台球的

质量。在这一现象中，涉及的是引力质量（重量）。这两种质量

是一样的吗？这个问题并没有烦扰牛顿，但是随着关于质量的

全新问题出现，却使爱因斯坦不安。他断定引力质量和惯性质

量是同一的，引力质量不过是全新的时空中的惯性质量。

为跟得上他的思路，我们首先考虑电梯中的一位乘客，而电

梯因缆绳断掉而自由降落。乘客可以忽略引力，因为这种力没

有对他作用。事实 上，乘 客 对 于 电 梯 的 地 板 没 有 压 力，没 有 重

量。在降落的电梯 中，如 果 乘 客 掉 了 一 块 手 帕 或 手 表，它 们 下

落，但是因为电梯也下落，因而它们就停留在开始下落的地方。

在电梯内部，只有惯性质量能作用于物体。然而对于外部的观

察者来说，有引力作用在电梯及其中的物体上。

更一般地说，在一个受均匀重力作用的参考系中所作的所

有观测，与在一个均匀加速的参考系中完全一样，加速度和引力

是等效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换种说法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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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力场中自由降落的观测者，与一个不受重力作用但以自由

落体的加速度运动的观测者，有相同的经验。

受闵科夫斯基时空观的影响，加上他自己关于惯性质量和

引力质量的思想，以及希望推广狭义相对论以适应一个参考系

相对于另一个加速运动的情况，爱因斯坦采取了弯曲时空的观

点。真实引力场的非均匀性不允许在大的范围内以单一的加速

参考系来代替它。因而，他运用了黎曼和克利福德的思想（不过

他可能并不知道后者）：时空中物质的存在可以被整合到几何

结构中去。

对于爱因斯坦的四维弯曲空间我们不能形成物理图像，但

下面的类比可以给我们一点直感。考虑地球的形状。尽管为了

许多目的将其看作球面就足够了，但它不是。有多山地区，有山

谷，有深渊。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其他东西的表面上，什么是短程

线即最短路径？当然这随表面形状的不同而不同，在不同地区

也不同。

爱因斯坦将等效原理整合到其广义相对论中。在这个数学

时空中，任何物质都会使其周围的时空弯曲，结果所有自由运动

的物体都遵循那个区域的相同的弯曲路径，即短程线。用古典

力学的术语来说，物体加速是因为某种力如引力作用其上。然

而在广义相对论中，加速度是由时空的性质造成的。从而对于

所有惯性质量的效果是一样的，等效原理自然就满足了。

这样，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主要思想是，时空的几何结构

将物质的存在考虑在内，从而就排除了引力（严格地说，时空中

所有的物质包括运动物体都必须考虑在内，然而如果运动物体

的质量很小，它对时空结构的参与很小，就可以忽略了。这也适

用于行星）。行星和从太阳到达地球的光遵循的路径是由四维

时空的结构强加的。这些物体和光，如果自由运动的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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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任何力的作用———遵循的路径是时空的短程线，即最短路

径，正如在牛顿力学中，光遵循最短路径，和其他不受（曾经归因

于引力的）力的作用的物体一样。在局部上，广义相对性的时空

是狭义相对性的时空；而在整体上，狭义相对性的结论被纳入广

义相对论中。

以时空的几何学来解释先前当作引力效果的现象，也解决

了另一个未曾解决的难题，即为什么在地球上或地球附近所有

物体其重量与质量的比值都是常数。从物理意义上说，这一恒

定比值是所有质量落向地球时的加速度，根据牛顿定律，这是由

地球施加在质量上的引力造成的。因而，重量与质量的恒定比

值意味着所有的物体在落向地球时都遵循同样的空间和时间行

为。然而，根据爱因斯坦对于引力现象的重新表述，先前当作引

力的东西成了地球附近的时空形状所造成的效果。根据修正的

第一运动定律，所 有 自 由 降 落 的 质 量 必 须 遵 循 时 空 的 短 程 线。

换句话说，所有的质量在地球附近应该显示出同样的空间和时

间行为，确实如此。这样，通过剔除重量概念，对于先前归因于

重量的效果提出一个更满意的解释，相对性理论解决了重量与

质量的比值是常数这个难题。

爱因斯坦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我们每个人都是时空中的

一个观测者，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坐标系中表述时空定律。因

而，为保证定律对于所有的观测者都是相同的，爱因斯坦希望这

样来表述它们，使得当从一个观测者的坐标系变换到另一个坐

标系时定律保持不变。这里爱因斯坦面对的是一个数学难题。

他与其同事格尔奥格·皮克讨论他的困难，后者让他考虑由黎

曼、埃尔文·布鲁诺·克里斯托佛、齐奥其欧·里齐 库巴斯托

洛以及后者的著名学生图利奥·利维 齐维塔发展起来的张量

分析（ｔｅｎｓ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接着，爱因斯坦找到了苏黎世的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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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微分几何学家马赛尔·格劳斯曼（１８７８—１９３６），向他学习

了张量分析。他和爱因斯坦在１９１３到１９１４年间合写了三篇文

章。在几年时间内，爱因斯坦能够运用黎曼几何学和张量分析

来表述广义相对性理论，并表明了如何将定律从一个坐标系变

换到另一个。爱 因 斯 坦 承 认 他 受 惠 于 张 量 分 析 的 创 立 者。在

１９１５年他写了４篇文 章 论 述 相 对 论，关 键 性 的 一 篇 是１９１５年

１１月２５日写的。这篇文章表明，通过张量分析，自然定律在所

有数学上可接受的坐标系中都有同样的形式。

广义相对论在当时来说尤其奇特、激进，是什么促使数学物

理学家接受它呢？

爱因斯坦基于其激进的理论，作了三项预言。行星的近日

点是在其椭圆轨道中离太阳最近的点。根据牛顿力学，最内的

一颗行星水星每年会改变其位置，偏离所观察到的位置的量大

约是每百年５６００弧度秒（１弧度秒等于１／３６００度）。其 中 大

部分，大约每百年５０００弧度秒，是由于我们是从运动的地球上

观察造成的。勒伟烈于１８５６年证明，部分的不一致，大约每百

年５３１弧度秒，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造成的。剩下的不一致没

有得到成功的 解 释，直 到 爱 因 斯 坦 用 其 广 义 相 对 论 解 释 了 它。

这些数据是近似的，因为自１９１５年的预言以来又有了许多新的

观测。此外，任何计算都是复杂的，因为一个运动的行星增加了

时空的弯曲。

爱因斯坦还预言恒星发来的光经过太阳时会发生偏移。至

于光的弯曲（曾假定光有质量），曾被认为是引力场（在这种情况

下是太阳的引力）的作用。科学家曾预计擦过太阳的光线的偏

移是０．８７弧度秒。而爱因斯坦的预言是１．７５弧度秒。这个数

据由１９１９年日食期间所作的观察所证实。通过将５个月之前

所拍的恒星照片（当恒星处于远离太阳的夜空中时）与日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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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拍照片的比较，阿瑟·斯丹利·爱丁顿能够证明星光的偏移

量与爱因斯坦的预言一致（见图３７）。爱丁顿的 成 果 是 相 对 论

发表不久作出的，因而对于爱因斯坦思想之接受作出了最大的

贡献。

图３７

爱因斯坦还预言了第三个现象。一般地说，原子尤其是加

热气体中的原子，发射出几种或多种频率的光。爱因斯坦的预

言是，原子发出的光在太阳场的不同部分，会比同样的原子在地

球上发出的光振动快或者慢。振动频率的变化会由地球上所接

收到的光的颜色变化在物理上表现出来。太阳附近的原子对于

我们地球上的观测者来说会显得更红些，即光的波长红移。这

种红移也观察到了。

鉴于这些实验证据，看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已充分确

证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包含了牛顿理论，作为一级近似，这是又

一个证实。然而，还有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一点。我们所描述

的实验所起作用甚小，甚至在其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受到检验之

前爱因斯坦就确信他是正确的。

如今，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不仅仅是我们的科学知识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所涉及的现象，它们提供了我们关于物理

世界所能拥 有 的 最 好 的 知 识。我 们 应 该 接 受 它 们 吗？具 体 说

来，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观点：事件的同时性、空间和时间间隔取

决于由谁来观 测 这 些 量？在 过 去 人 们 会 对 于 这 些 问 题 不 予 理

会，因为两个观测者之间任何明显可观的差异取决于一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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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另一个作高速运动。现在我们既然已送人登月并将宇宙飞船

发向土星和海王星，而且太空旅行必将扩展，我们不再是与低速

打交道了。

尽管对于相对论有令人吃惊的戏剧性的证实，许多人还是

觉得其四维非欧几何宇宙完全不合口味。没人能够构造出四维

非欧几何世界的形象，但是坚持将现在科学和数学所运用的概

念形象化的人还处于其理智发展的中世纪。几乎自关于数的研

究开始，数学家就已进行独立于感官经验的代数推理。今天，他

们有意识地构造仅存于人类头脑中的几何学，从来就没打算将

其形象化。当然，也没有完全抛弃与感官经验的接触。要使逻

辑结构对科学有用，几何学和代数思考对于物理世界所作出的

预言必须与观测和实验一致。然而，坚持推理链（甚至是几何学

推理）中的每一步都应该对于感官有意义，那就等于剥夺了数学

和物理学两千年的发展。

我们应该回想一下，人们对于地球是球形的这样的事实是

如何反应的，后来对于地球绕日运动这个事实又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的知觉当然不与这些事实一致。这样，对于时间、同时性、

空间和质量的相对性概念就更容易接受了。相对论告诫我们，

不应将只是在某个参考系中成立的表面现象当作任何意义上的

绝对真理。像在其他物理领域中一样，在这里数学定律告诉我

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客观实在。大自然不怎么关心我们的感

官印象。她继续自己的进程而不管我们是否在场。

相对论所提出的空间和时间的合一以及物质对于时空的影

响，这些思想对于２０世纪早期的哲学家来说是怪异的，但现在

却成为越来越广泛地接受的自然哲学的组成部分。大自然作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 向 我 们 呈 现 其 自 身，空 间、时 间 和 物 质 浑 然 一

体。在过去人类曾经分解大自然，选取某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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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将其看作完全独立的实体，而忘了这只是从整体中抽象出

的侧面。现在获知必须结合这些假设分离的概念以得到对于知

识的一贯、满意的综合，人们却感到意外。

亚里士多德首先明确表述了这样的哲学 信 条：空 间、时 间

和物质是经验的有区别的组成部分。随后科学家们采纳了这种

观点，并为牛顿所运用。我们追随牛顿，已如此习惯于将空间和

时间看作物理世界中与物质分离的基础性的独特组成部分，而

不再将这种观点看成是人为的、只是诸多可能的观点中的一种。

当然，当代的哲学家，其中包括已过世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

特海，并不认为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分析是无用的。相反，结果证

明它相当有价值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它

是人为的。我们不应错将我们的分析当作自然本身，正如我们

不该将通过解剖人体观察到的器官当作活的身体本身。

现在可以理解科学是在何等程度上被数学化成几何学的形

式。自欧几里得的时代以来，物理空间的定律不过是欧氏几何

的定理。然后，黑帕库斯、托勒密、哥白尼和开普勒以几何学概

括了天体的运动。伽利略利用望远镜扩展了几何学的应用，用

于无限的空间和许多百万的天体。当罗巴切夫斯基、波尔约和

黎曼向我们展现如何构造不同的几何学世界后，爱因斯坦抓住

了这一思想，以 将 我 们 的 物 理 世 界 纳 入 到 四 维 的 数 学 世 界 中。

从而引力、时间、物质，和空间一起，成了不过是几何结构的组成

部分。这样，“根据几何学性质能最好地理解实在”这一古典时

期的希腊信念，以及“物质和运动可以根据空间的几何结构来解

释”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笛卡儿信条，获得了全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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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章

物质的分崩离析：量子理论

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如果不由理论来解释，任何

实验都没有意义。

马克斯·波恩

我记得那次与波尔的讨论，……当讨论结束后我

独自到附近的公园里散步时，我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

题：大自然会如此荒唐，就 像 它 在 这 些 原 子 实 验 中 对

我们表现得这样？

维那·海森堡

本
世纪第二项革命性的发展叫做量子理论。到此为止，关于

物理世界中什么是实在的、大自然如何活 动 的 知 识，还 没

有任何发展能改变如此之大。

讨论这个课题时，我们将不拘泥于发现的历史顺序，对于数

学的贡献和那些精彩的实验也不谈很多。数学已相当高深，涉

及诸如微分方程和概率论等领域，不容易表述。但是读者可以

确信，数学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我们前面考察过的领域中

同样关键、有效。



量子理论研究的是原子结构，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甚至有些表面的矛盾都没有解决。在这常常叫做微观物理学的

学科中，我们正处在发展阶段；与此相对的宏观物理学处理的是

大尺度的现象。量子理论所钻研的远在视觉和触觉所及的范围

之下，因为即使 非 常 大 的 原 子 也 只 能 在 电 子 显 微 镜 下 观 察 到。

这一理论关涉的是一个不可见的寂静世界。尽管就其自身来说

完全不可感，其效应却像桌子、椅子、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真实。

也许与此最相似的是电磁世界。尽管对于电磁波我们没有感官

知觉，我们却都知道其效应，如在无线电和电视中。

虽然量子理论的一些成果是试探性的，它们却正在被应用。

原子弹就是实在的，这远比过去的一些伟大的数学创造与我们

利害攸关。

我们的感觉使我们相信，声、光、水和物质都是连续的，但是

关于光或者物 质 的 根 本 结 构 这 个 问 题 早 在 古 希 腊 时 代 就 提 出

了。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可分的原子组成，这一信念可追溯到

留基伯（约公元前４４０），后来又由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４６０—

前３７０）加 以 发 展（ａｔｏｍ 这 个 词 源 于 希 腊 语，意 思 是 不 可 分）。

德谟克里特认为存在着许多种原子，其大小、形状、硬度、状态和

位置不同。大的物体是由数量和排列不同的许多原子组成的，

但原子自身不可分。这两人都说过，所有感觉到的性质都只是

表象，是原子不同排列的结果。形状、大小以及刚提到过的其他

的不同是原子在物理上实在的性质，而其他的性质诸如味道、热

度、颜色等不在原子中而只是原子对于知觉者的作用效果。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此不同。他的信条源于恩培德克勒斯

（公元前４９０—前４３０年），后 者 坚 称，有 四 种 元 素，其 特 性 表 现

在土、火、空气和水中，所有物体都或多或少拥有这些特性。这

些特性在吸引（爱）和排斥（恨）的作用下结合，能够解释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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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现象。事实上，其他的元素（如铜、锡和水银）在古希腊和前希

腊时期已为人 所 知，但 亚 里 士 多 德 及 其 后 继 者 没 有 分 析 这 些。

亚里士多德相信，甚至原子也是可分的，事实上无限可分，这样

物质就是连续的，没有最终不可分的微粒。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占主导地位，一直到１６世纪。

然而，从１７世纪直到２０世纪初普 遍 接 受 的 理 论 是：原 子

是不可分的。对于根本上不同的元素如氢、氧、铜、金和水银，人

们认为是有不同的原子。此外，还认为，尽管同一元素的原子重

量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却不同。普通的物质如水是由分子组

成的，而后者又由原子组成。化学就是在这基础上开始的，尤其

是罗伯特·波义耳（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ｙｌｅ，１６２７—１６９１）在其《怀疑的化

学家》（Ｓｃｅｐ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１６６１）中就是这样做的。

与波义耳一 致 的 一 个 更 明 确 的 宣 言，是 由 约 翰·道 尔 顿

（ＪｏｈｎＤａｌｔｏｎ，１７６６—１８４４）于１８０８年做出的。道 尔 顿 的 主 要

思想是，如果设定对应于每一种化学元素都有特定的原子，化学

定律就很容易解释了。每一种物质都由不同种类的不可分的原

子的不同组合构成。

到１８６０年大约有６０种不同的原子已为人所知。就在那个

年代 德 米 特 里 · 伊 万 诺 维 奇 · 门 捷 列 夫 （Ｄｍｉｔｒｉ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Ｍｅｎｄｅｌéｅｖ，１８３４—１９０１）着手按照原子的重量来排列已知的元

素。他注意到在前１６种元素中，第８种和第１６种有相似的化

学性质。然而，他发现，再往后，如果要继续按原子重量增加的

顺序来排列并且使具有相似化学性质的元素相距８位，他就不

得不空着一些位置。有一些未知元素属于那些空位置，这在门

捷列夫看来是合理的推断。这一推理引导门捷列夫去寻找新的

元素，不久研究者发现了３种，现在叫做钪、镓、锗，其化学性质

门捷列夫能够根据８位下的元素性质预见到，他的确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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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的。后来的发现修正了门捷列夫的周期律，但他的排列方

式仍是现代周期律的精髓。尽管门捷列夫意识到对于其排列方

式所揭示的规律性他还没有物理上的解释，他提倡利用周期性

发现新元素，确定其原子量，并预言这些元素的化学性质，例如

它们与其他元素结合组成分子的能力。

由门捷列夫和后来的研究者发现的元素被整理有序，并根

据结构 的 简 单 性 编 了 号。这 样，氢 是１号，氦 是２号，一 直 到

１０３号的铹。原子量是其重量与氢原子重量的比值。对于氢是

１，氦是４，铹是２５７。尽管对于原子的可分性和连续性还时而有

争论，但到１９００年原子被广泛接受为物质最终不可分的组成成

分。１９０７年开尔文勋爵 说 原 子 牢 不 可 破。然 而 几 个 不 寻 常 的

发现反驳 了 不 可 分 的 信 条。１８７９ 年 约 瑟 夫 · 约 翰 · 汤 姆 逊

（ＪｏｓｅｐｈＪｏｈ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８５６—１９４０）爵 士 给 出 了 原 子 确 实 由

微粒组成的证 据，并 得 到 了 电 荷 及 非 常 轻 的 带 电 微 粒（叫 做 电

子）的质量的相当准确的数值。１９００年亨德里克·安图·洛伦

兹（１８５３—１９２８）认为这些带负电的微粒的确存在。已发现这些

带电粒子的质量大约是１０－２７克，大约是最轻的原子即氢原子的

２０００分之一。电子的电荷非常 小，大 约 是４．８０３２５×１０－１０个

静电单位。汤姆逊于１９０４年提出了原子的模 型：原 子 核 由 这

些更小的电子 所 围 绕。这 是 第 一 次 与 原 子 不 可 分 的 传 统 信 念

决裂。

这时原子理论还相当简单。所有的原子都由质子（带正电）

和电子组成。质子被认为组成了原子的核。不久又发现原子的

质量 几 乎 全 部 集 中 在 核 里。氢 的 原 子 核 是 最 小 的，质 量 是

１．６７２４×１０－２４ 克。围 绕 原 子 核 的 是 电 子，其 数 量 是 原 子 的

序数。

当１８９６年安乐尼·亨里·贝克勒尔（ＡｎｔｏｉｎｅＨｅｎｒｉＢ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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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ｒｅｌ，１８５２—１９０８）非常偶然地发现了放射性时，与 传 统 理 论

的又一次决裂开始了。随后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是由居里家族

的两 位 成 员，皮 埃 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５９—１９０６）和 玛 丽 （Ｍａｒｉｅ，

１８６７—１９３４）进行的。变得有点明显的是，原子结构远比至此所

想象的复杂。虽 然 关 于 放 射 性 的 本 质 我 们 后 面 要 谈 得 更 多 一

些，不久对于这些发现者很明确的就是，一些原子的核，例如那

些重的，发出粒子和电磁波，称作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射线。阿

尔法粒子是电离的氦原子，贝塔粒子是电子，伽马射线是高频的

电磁波。此外，当原子发出阿尔法粒子时，它就变成了有点轻的

元素。在对于原子结构的早期研究中，放射性的产物被用来研

究原子中的粒子。

厄内斯特·卢瑟福（Ｅｒｎｅｓｔ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１８７１—１９３７）曾用

放射性的原子作过实验，到１９１０年他有这样一种构想：原子结

构像太阳系一样，其中太阳居于中央，由运动的行星所围绕。在

卢瑟福所提出的原子模型中，原子核居于中央，由电子所围绕，

电子在不同的轨道上运动。他确信原子核的体积大约是整个原

子的兆分之一（１０－１２）。例如，金的原子序数是７９，其原子核由

７９个电子围绕。原子核主要由叫作质子的粒子组成。然而，为

解释原子的重量，卢瑟福提出原子核中还有电中性的粒子，他称

为中子。有一些质子数相同但中子数不同的原子核，这样的原

子叫作同位素。

当卢瑟福这样的人正在发现和构想原子结构时，一个重大

的发现 由 马 克 斯·普 朗 克（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１８５８—１９４７）在１９００
年作出了，这一发现影响了后来所有关于原子理论的研究。普

朗克的研究课题是热辐射，更准确地说是黑体辐射。例如，一块

炽热的金属发出光，而我们知道这是电磁辐射的一种形式。普

朗克于１９００年宣称，辐射不是一连续的“流”而是一份一份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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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以量子的形式发出的，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原子通常发出的

辐射的频率。这个断言尽管没有数学根据却有充分的理由。辐

射能量的普朗克公式是：

Ｅ＝ｎｈｆ

其中ｎ是发出的量子的数量，可以是０，１，２，……ｈ是一个常数，

现叫做普朗克常数（大约是１０－２６）。ｆ是辐射的频率，这是所有

量子的复合，有点像水波是水分子的复合。像光这样的辐射似

乎是连续的，这是因为由普通电灯泡发出的量子数是如此之大：

对于１００瓦的灯泡来说是每秒钟１０２０个量子。

相反的过程是，频率为ｆ 的光照在金属表面上时释放出能

量。辐射定律 告 诉 我 们 每 一 个 放 出 的 电 子 的 能 量 与ｈｆ 成 正

比。这些量子后来叫做光子。普朗克公式是一个假设，一个侥

幸的猜想，或者是非凡的直觉。然而，普朗克大量运用数学来表

示和推导他的许多结论。

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我们不需要考察其

细节）不仅确证了普朗克公式，而且在运用中显示了其妙处。正

如普朗克所断言的，光照在金属上使电子逸出。伴随的辐射能

量是量子化的。它由量子组成，每个的能量是ｈｆ。此外，每一

个放出的电子的能量与ｈｆ 成正比。只有设定了量子爱因斯坦

才能解释光与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只有频率非常高的光才有光

电效应，而这不取决于光的强度。不过释放的电子的数量取决

于光的强度。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研究引起了这样的难题：光

和所有的辐射 是 由 波 还 是 由 粒 子 组 成。后 面 我 们 将 详 述 这 一

点。当前可以明白的是电磁辐射既表现出似波又表现出似粒子

的行为方式。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对于原子结构的研究。卢瑟福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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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理论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并不发出光

或者能量，并最终盘旋运动到原子核上，而根据电磁理论卢瑟福

模型中 的 电 子 是 应 该 这 样 的。尼 尔 斯 · 亨 里 · 戴 维 · 波 尔

（ＮｉｅｌｓＨｅｎｒｉｋＤａｖｉｄＢｏｈｒ，１８８５—１９６２）对于原子结构“观察”

得更仔细；尽管他接受卢瑟福的太阳系模型，运用数学理论他断

定：原子中的电子并不仅仅因为运动就发出能量，电子只能像

行星一样在某些特定的轨道上旋转。旋转的电子拥有能量，即

任何旋转物体所拥有的机械能。然而只有当电子从一个轨道移

向另一个轨道时才会发出或吸收辐射能。此外，发射和吸收是

以量子跃迁的方式进行的，即是量子ｈｆ 的整数倍。当原子 吸

收辐射时，电子从内轨道移到外轨道；而在相反的过程中，它放

出量子或光子。

波尔理论没有解释有关原子辐射频率的所有观察数据，因

而关于原子结构和行为的研究还在进行。

至此辐射被看成是量子或光子，活动方式像粒子。１９２２年

路易 维克多·德布罗意登场了，提出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

现在的波动力学中的主旋律。德布罗意思考光波的粒子性（光

子），问道：如果光波的行为既像粒子又像波，是否所有的粒子

都有波动性呢？更一般地说，不是应该认为所有的物质都与波

有关吗？波有频率和速度。

借助于偏微分方程中的数学知识，德布罗 意 推 导 出：与 一

个粒子相联系的波的波长λ应该等于普朗克常数ｈ 除以粒子的

质量ｍ 及其速度ｖ。具体说来就是：

λ＝ ｈ
ｍｖ

乘积ｍｖ 是动量，通常用ｐ来表示。对于质量为一克、速度为每

秒一厘米的粒子来说，λ＝ｈ，大约是１０－２６厘米，是原子核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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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分之一。从而，在我们熟悉的大尺度物质世界中，所有的物体

与其物质波比较都非常巨大，所以观察不到物质波。

德布罗意关于 波 与 所 有 物 质 粒 子（尤 其 是 电 子）相 关 的 思

想，由厄文·薛 定 谔（Ｅｒｗｉ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７—１９６１）加 以 发

展，后者于１９２６年构造了一个关于函数 Ψ 的偏微分方程，函数

Ψ 能表示这些波的形状。解这个方程就能得出波形，方程的解

叫做本征函数（ｅｉｇ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或特征函数（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当赋予解 中 的 常 量 以 数 值 时，函 数 就 导 向 了 一 些 特 定

的值，叫做本征值或特征值。一个原子中电子的不连续的能量

值是作为波动方程的本征值出现的，如果能够得出，它们就与波

尔理论一致。

为了理解薛定谔关于电子波如何活动的概念，我们来考虑

一个略图。图３８表示一个波，现延展到两个波长的距离。如果

这个波是在小提琴弦上拉出的，它将上下颤动，占据实线和虚线

之间的所有位 置。它 还 可 能 以 基 础 波 长 的 分 数（例 如，二 分 之

一，三分之一）波长颤动。在薛定谔方程所描述的情形中，这个

电子波的波长围 绕 着 原 子 核，可 以 延 展 两 个、三 个 甚 至 五 个 波

长。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波长的整数倍。最后的波的末端连在

最初的波上。按照图３８来说，Ｂ 点与Ａ 点连在一起。

图３８

薛定谔的 Ψ 代 表 物 质 波 的 波 幅，在 空 间 的 各 个 点 上 不 相

同，在时间的各个瞬时也不相同。它们是驻波，基本上限制在原

子核周围的小区域中。每一个都随着与原子核距离的增加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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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衰减，但大多数波都在从实验上说是原子大小的范围内。对

于最低能态下的氢原子来说，波动模式只在大约１０－８厘米范围

内有可测到的波幅。对于任何一种原子来说，薛定谔波动方程

的解给出电子不连续的波动模式，与每一个状态相联系，有特定

的能量值。

再重复一下，描述原子中电子的薛定谔波必须被看成是包

含一系列不同的波长，而不是单一波形的单一波长。从这一点

上说，它很像乐器发出的复合声波。

关于德布罗意 薛定谔波的一个很明显 的 问 题 就 是：它 们

是由什么形成 的？换 一 种 说 法 就 是，这 种 波 由 什 么 物 质 组 成？

当１９世纪发现光波和其他的电磁波时，这样的问题也提出过。

起初物理学家认为那些波是一种叫做以太的神秘物质的颤动，

对于其行为构想了各种各样的力学模型。然而最终证明这些观

念是站不住脚的，波被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体。在电子波的

情形中，薛定谔起初提议波代表电荷的分布，这样在原子中，电

子电荷和电子密度从物理上分布在波不为零的空间中。然而，

这种行为从来没有观察到。相反，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电子，其整

个的电荷都集中在很小的空间中，从而电子是粒子性的。

严格地说，列举在各个能级中独特的可能的波模式，是指与

单个电子自身相对应的波模式。当一个原子中有许多电子时，

它们的身份就模糊了，它们的波模式融合成单一的波模式，与所

有的电子共同对应。

薛定谔的电子图像就像是变化密度的云，是三维的。这些

云相互包围，每一个的密度从零到最大值又从最大值到零变化。

云延展到原子外部，但在离原子的距离在波尔所预言的地方密

度最大。云是对于数学公式的解释，作为图像必然是不清楚的，

不可能使薛定谔的数学推导严格地图像化。找到薛定谔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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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是如此之难，因而只有几个问题能够严格求解。不过，这

几个与实验非常吻合，而其他的尽管是近似的，也似乎与实验一

致。一个能完全求解的问题是关于氢原子的，对于任何实验能

够检验的问题，它都能回答。

电子在某些情形下的行为像波，这一点由克林顿·Ｊ·戴维

森（ＣｌｉｎｔｏｎＪ．Ｄａｖｉｓｓｏｎ，１８８１—１９５８）和 赖 斯 特·革 末（Ｌｅｓｔｅｒ

Ｇｅｒｍｅｒ，１８９６—１９７１）所进 行 的 著 名 实 验 证 实 了，后 来 又 由 乔

治·Ｐ·汤姆森（ＧｅｏｒｇｅＰ．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８９２—１９７５）于１９２７年

证实。他们证明了电子波的衍射（利用晶体的栅格结构）。衍射

是波绕过障碍物的现象。从原理上，这就是水波绕过船尾时所

发生的事情。因此可以肯定在某些现象中粒子的行为像波。现

在物理学家确信所有亚原子粒子都有与其相关的波，其波长满

足德布罗意所推导出的关系。这样，德布罗意和薛定谔的研究

把麻烦的波粒二象性概念推向前台。

尽管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电子的行为确实像波，“将电

子在原子核周围涂抹”这种想法对于所有的物理学家来说都是

不可接受的。既然电子的电荷是一个确定的量，在任何小区域

内电荷密度必须无限小这种想法是令人不愉快的。电荷总是电

子电荷的整数 倍。基 于 这 个 理 由，且 为 避 免 波 粒 二 象 性，马 克

斯·波恩（１８８２—１９７０）于１９２６年提出了对于薛定谔理论的一

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波恩引入了几率解释。

概率论，由于和机会 对 策 有 关 联 偶 然 地 进 入 了 数 学，在１９
世纪后半期 已 经 由 麦 克 斯 韦 和 路 德 维 希·波 尔 兹 曼（Ｌｕｄｗｉｇ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１８４４—１９０６）用 来 研 究 并 得 出 描 述 气 体 运 动 的 定

律———气体分子运动论。事实上，爱因斯坦著名的１９０５年论文

之一就是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叫作布朗运动。原来的看法是

将电子看成是弥漫的云，密度在各点不同；与此相反，波恩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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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释成在任一点发现作为粒子的电子的几率。

对于薛定谔微分方程中的函数 Ψ，波 恩 提 议! Ψ!２是 某

一瞬间粒子在某一微小空间内的几率。这样一来，只能知道作

为 粒 子 的 电 子 在 某 处 的 可 能 性。 例 如，如 果 在 某 点

! Ψ!２＝０．８，那么在那点周围很小的空间内发现粒子（电子）

的可能性是８０％。几率解释现在仍是公认的解释。

对于在某一给定的空间内找到电子，几率解释能够给出准

确的估计。当探测到电子时，它不是弥漫开来，这与薛定谔的物

质波理论相反。然而，问题是几率解释是不是最佳的可能的解

释，是不是由于部分的无知。

利用概率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统计力学的历史显

示了概率论的价值。任何气体都是混乱的分子运动的集合。但

是，利用最可几的值（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却可以计算 气

体的压力及其他值，这些值在物理上是高度有意义的。

爱因斯坦、普朗克和薛定谔都反对几率解释。爱因斯坦在

１９３５年的一篇论文中阐述了其反对意见。他的论据是，量子理

论是近似的、不完备的：

我拒绝当代统计量子理论中的基本观念，因为我不相

信这个基本概 念 能 证 明 是 一 个 对 于 整 个 物 理 学 有 用 的 基

础……事实上，我确信：当代 量 子 理 论 本 质 上 的 统 计 品 格

主要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这一理论是以对于物理系统不

完备的描述来运作的。

尽管几率解释现在是公认的，也许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能够

确实无疑地确定电子的精确位置。然而，根据量子力学的新特

点之一，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由维纳·

海森堡（Ｗｅｒｎｅ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０１—１９７６）于１９２７年阐明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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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原理。粗略地讲，它断言的是，在某一给定的瞬间，我们永

远不能期望对于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动量）都获得准确的信息。

更精确地说，海 森 堡 证 明 位 置 和 动 量 不 确 定 值 的 乘 积 至 少 是

ｈ／２π。他确信这种不确定性，并将其归因于这样的事实：粒子既

是波又是粒子。位置和动量分开度量可以得到精确值，但同时

却不行。海森堡还说，在这样精细的度量中，探测体就变得事关

重大了。

后一种不确定 性 的 原 因 是 测 量 仪 器 并 不 比 电 子 小 或 者 精

细。只能用其他的电子或光子，但它们自身对于要观察的粒子

有强烈的作用。因而，我们不能无干扰地观察到原子世界中的

事件。既然在任何时刻我们都不能同时精确知道位置和速度，

关于粒子我们就不能预言多少。我们能够预言几率。经典物理

学的观察和实验将不再对此有用。

如果普朗克常数足够大的话，宏观现象中也将有这种不确

定性。例如，当神枪手瞄准靶子时，我们不能肯定能击中。但量

子力学的现实并不对应于宏观的现实。不确定性是波动力学固

有的。不过，位置和动量的不确定值非常小，它们对于观察到的

（宏观）现象的影响是可忽略不计的。

量子理 论 的 不 确 定 原 理 也 反 驳 了 关 于 客 观 性 的 经 典 概

念———世界有一个独立于观察的确定的状态。这与我们通常关

于世界的经验形成对比，后者支持客观性的经典观念：即使我

们不知觉它，世界也在运行。早晨一觉醒来，世界还存在，像你

睡去时一样。然而，不确定性解释坚持：如果我们对于 世 界 观

察得更细一点———在原子的层次上———那么其实际的存在状态

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它以及我们选择要观察什么。客观

的实在必须由“观测者创造的实在”来代替。

对于原子结构的进一步的研究开始集中到原子核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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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我们已提到的，放射性提示原子核不是一个不可分的

微粒。发射性原子发出α射线，带有正电荷，数量是电子电荷的

两倍，质量是氢原子的四倍；β射线本质上是电子；γ射线，是已

知最高频率的电磁波。所有这些都从重原子的原子核中发出。

对于原子核的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主要是运用“加速器”或

者说原子粉碎器，不久就揭示了原子核决不是一种单一的实体，

而是包含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微粒，包括质子、中子（本质上不带

电荷）、正电子（带正电荷，发现于１９３３年）、轻子、介子、重子、强

子、π介子、夸克以及其他的许多种。现在还不断地发现新的粒

子；也就是说，从实验结果可以推断出它们的存在。原子核中的

诸粒子有多种关 系，不 过 对 于 我 们 的 目 的 来 说，知 道 其 存 在 就

够了。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子核粒子，质子和电子是所有物质的

主建筑材料。我们身 体 的９９．９％都 归 属 它 们。所 有 比 氢 重 的

原子核除了含有质子外都含有中子。

组成原子核的粒子有些还像电子一样显示了波的属性。氢

和氦的原子核尤其是这样。同样真实的是，就其力学效应来说，

所有的原子核都保持着粒子的属性。

对于原子核内外的各种各样的粒子来说，更令人吃惊的是

其结构发生的改变。例如，一个质子可以将其一个单位的电荷

给予一个中微子；这样质子就变成了一个中子，中微子就变成了

一个正电子，质 量 和 电 子 一 样，但 带 有 同 样 数 量 的 正 电 荷。保

尔·Ａ·Ｍ·狄拉克（１９０２—１９８４）１９３２年创立的理论曾预言了

正电子的存在。相反的过程是，一个中子可以放出一个电子和

一个中微子；然后中子就变成了一个质子。

一个量子或光子能够“分裂”成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而

一个正电子和一个电子可以结合形成两个或者更多的光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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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质量转换为能量以及相反过程的范例。

这样，原子核非但不是不可分的，而且还持续变化。许多粒

子还衰变，有的快有的非常慢，成为放射能。然而，根据现今所

知，质子和电子是不衰变的，不过质子在１０２３年的时间跨度里可

能衰变。据认为它们由夸克组成，后者又变成轻子。夸克转化

为轻子 能 促 成 中 子 的 衰 变。现 在 正 在 做 着 探 测 质 子 衰 变 的

实验。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量子理论将我们引向了一种独特的

现象———反粒子———这由狄拉克所预言并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

现。对于许多粒子科学家已分离出其反粒子，带有相反的电荷

但质量相同。据信当一个粒子遇到其反粒子时，它们互相湮灭

产生一个质量小一些的粒子。我们已经提到，电子和正电子的

结合产生两个或更多的光子。此外也有反中子、反中微子、反介

子和反夸克。现在所发现的粒子和反粒子的总数大约是８０种。

还不知道是否对于所有的粒子来说都有反粒子。人们会希望反

粒子的种类和数量是有限的，否则我们都将会变成辐射能。幸

运的是，宇宙中的反物质很少，这很出人意外。

我们还没有谈过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什么把质子合

在一起？它们都带正电荷，应该相互排斥。除了已为人熟知的

引力和电磁力外，物理学家还假定有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

力，这些力将质子和电子合在一起。关于这两种力的本性还不

知道，但研究正在进展。

对于这个微观的宇宙，我们还能有一个连贯的观点吗？量

子理论的概念 和 结 论 似 乎 令 人 吃 惊 地 违 反 常 规。它 们 公 然 违

抗、否弃，至少抵触常识。在我们平复起初的反应之前，先看看

我们如何严肃地考虑这一理论对应的实在。我们知道原子结构

的全部理论解释了许多化学结构和化学性质、化学反应。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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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实在或者说更可见的现实：根据原子裂变和聚变过程而

制造的原子弹。如果一个铀原子受一个中子的撞击，它将分裂，

其部分质量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而且，还可以将这一过程变

成链式反应。这就是原子弹和原子能的基本概念。我们已领教

了这一现实。

相反的过程发生在聚变中，这还有待于控制和利用。如果

四个普通的氢原子的原子核聚合成一个氦原子，其质量比氢原

子质量的四倍稍小一点，巨大的能量就以光和热的形式释放出

来。这一过程持续发生在太阳中。在地球上我们必须利用氢的

同位素———即氘和氚，其质量是基本的或者说轻的氢原子的三

倍和四倍，要使它们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

有趣的是奥利沃·劳芝爵士在１９２０年就预言说：“将来有

一天原子能会取代煤……我希望人类在有足够的才智正确地利

用它之前，不要发现如何利用这种能量。”而卢瑟福却在１９３３年

认为所谓原子能是荒唐的想法。

我们对量子力学过程的概述已表明在微粒意义上的物质可

以转化成波，反之亦然。那么，在物理上真实的是什么呢？为回

答这个问题，波尔提出了互补理论，一种二象性理论，认为在大

自然中既没有纯粹的波也没有纯粹的粒子，而只有分有两种性

质的实体。光子不是旧的意义上的波。它是粒子波，结合了两

方面的特征。电子也不是旧的意义上的粒子，它是波粒子。光

子和电子作为波或者作为粒子活动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其做什么

实验。在同一时间任何实体都不会既作为波又作为粒子活动。

这样，如果我们用光来做光的干涉实验，光子就作为波活动。而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光来做光电效应实验，光子就作为粒子来活

动。当我们在电子管或阴极射线管中利用电子时，它们是作为

粒子来活动的；奇妙的是，如果我们射出一束电子，使其穿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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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就会发生干涉效应，正像光波一样。如海森堡在其《物理学

和哲学》（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中所言：“我们所观察的不是

大自然本身，而是大自然对于我们的提问方法所展露的。”

在粒子波和波粒子之间有意义重大的区别吗？答案是非常

肯定的。最根本的区别又与光有关。波粒子永远不会达到光速

（否则其质量会变得无限大）而粒子波既然是一种光波，速度正

好是光速。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异。粒子波（光子）不能有静止质

量（即不运动时的重量），因为如果有的话当作为光来传播时它

就会有无限大的质量。波粒子当然有其静止质量。此外还有其

他的区别。

波和粒子是从日常生活中借来的概念，它们合适吗？或者，

判断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仪器来观察吗？也许我们需要新的

概念。

至于粒子或波之争，有些人争辩说物质并不像看起来那样

坚实和持久。相反，物质必须被看成是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中的

能量，很容易粉碎成无质量的粒子，以光速飞向空间。而且，我

们所接受的连续的场，例如电磁场，尽管有实在的影子，主要是

一种数学构想。事实上，有些科学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宣称只有

场是实在的，它们是宇宙的本体，而粒子只是场的短暂的表现。

光波是光子活动的总的数学模式。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它们

是幻影波。薛定谔在１９２６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波是唯一的

实在，而粒子只是派生的概念。

一种更 极 端 的 观 点 是，传 统 意 义 上 持 久、不 可 分、充 实、坚

硬、广延的实体在我们这里消解了，不再存在。我们所有的是质

量和能量的总量。总量是守恒的，但是质量和能量能相互转换。

这样，在一些粒子反应中，在加速器中一个粒子被用来撞击另一

个粒子，新的粒子形成了，其中就有开始的那些粒子。这怎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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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呢？加在作为子 弹 的 粒 子 上 的 能 量 变 成 了 质 量。根 据 Ｅ ＝

ｍｃ２ 能量就是质量，什么时候有能量就有质量。它们是同一个

现实的互补的侧面，而对这个现实本身我们不能图像化地描述。

任何宏观的描述都捕捉不到微观现象的行为，而对于在牛顿物

理学中所熟悉的问题的解答在原子现象中都不灵了。

如果物质分解成量子或粒子，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注

意不到呢？原因是即使一粒灰尘与原子中的粒子比也是庞然大

物了。即使给这样的粒子以小的不可理解的速度，波长也会非

常小，运动量子化的效应也观察不到。当我们离开原子王国趋

进日常事件的王国时，量子概念就融入了经典概念，这样说是有

充分根据的。在中观世界中，这是很明显的，但在原子甚至在宇

宙学层次上的世界中，情形就不是这样的。

量子理论对于实验结果的预言相当准，但对于物理过程的

理解还不够。譬如说，一个电子在数学上由一个波函数表示，而

波函数将电子描述成弥漫在空间中。这个波函数的确给出了在

任一给定点发现电子的几率———而一旦发现，它就不是弥漫的

了，而是有确定的位置。这样一来，什么是电子的正确图像呢？

仪器的指针位置是正确地预言了，但作为基础的物理机制是不

清楚的。数学规则是有效的，但遗憾的是对这个世界缺乏符合

常识的解释。很明显的是，为了描述现实，波和粒子都需要。

宇宙的秩序可能就是我们的心智的秩序。我们不只是实在

的观测者，而且是参与者。大自然不是一本敞开的书，我们作为

独立的观测者就可以读了。对于物理解释之通常要求的放弃，

致使许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怀疑我们是否拥有了对于原子现象

的合适的描述。尤其是，描述的几率方式应该被看成是暂时的

权宜之计，应该最终由决定论的描述所代替。

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量子理论还是一项相对来说较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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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也许再用５０年，粒子和粒子波理论中的困惑会为一种非

常简单的理论所解决。许多对于粒子种类的知识都是从阴极射

线屏上的一串串的点推断出的。在现代的加速器中，当粒子被

撞击时这些点就出现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加速器对于撞

击用的粒子加上了巨大的能量，有人可能会推断说这些能量转

化成了质量。物质是真实的？还是从不可靠的表面的感官观察

中派生出 的 一 种 印 象？ 从 大 尺 度 上 说，质 量 的 确 是 一 个 统 计

结果。

我们见到，对于原子结构的理解对物理学有巨大的价值，其

在辅助化学和生物学研究中的价值也无可估量。也许生物化学

会揭示生命和遗传的秘密，从而增进我们的健康、延长我们的生

命。至少可以这样说，对于原子本性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见到，原子结构的模型不是物理

上的，它们完全是数学上的。在混乱的地方，数学提供了秩序。

正如狄拉克和海森堡所说，在物理学中，对于大自然的自洽的数

学描述是通向真理之路。要求形象化或要求得到物理描述，这

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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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章

数学物理学的实在

我们的处境和这样一个人相似：他有一串钥匙，

曾连续打开了几扇门，而且是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尝试

时碰巧就选中了合适的钥匙。对于钥匙和门之对应的

唯一性，他开始怀疑了。

奥伊格纳·维格纳

我
们是以这样一 个 问 题 开 始 探 讨 的：是 否 存 在 一 个 外 部 的

世界？我们的回答是有，而不管贝克莱正相反对的断言以

及其他哲学家有所保留的断言。不过，我们的确表明了，我们的

感官知觉不仅是有限的，而且还可能误导。而直觉即使经经验

改进也被证明没多大助益。因而，尽管数学有其人为性，我们还

是求助于它来校正和扩展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从而，人类接受这样的理论：地球绕太阳运动，这不是因为

日心说比旧的地心说更准确，而是因为在数学上它更简单。从

感官的角度来看，日心说当然不如地心说可信。

为解释行星有秩序地沿着椭圆轨道运动，以萨克·牛顿爵

士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而这一理论的物理本性无论是他本人



还是其后继者３００年来都解释不了。在这个案例中感官知觉被

证明是无用的。

处于纯粹数学上的考虑，克拉克·麦克斯韦断言存在着电

磁波，而这完全不能由人类五种感觉中的任一种察觉。然而这

些波的实在性却几乎不能受质疑；每一台收音机、每一台电视都

宣布了电磁波的存在。麦克斯韦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光也是一

种电磁波。在这一案例中，可以说一个不解之谜由数学取代了。

尽管牛顿相信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但不能找到绝对的

参考系。这一情况以及为调和牛顿力学定律和电磁学定律，促

使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粗略地讲，这一理论认为长度、

质量、时间和同时性完全依赖于观测者。实验上的确证迫使我

们不得不接受 这 些 结 论 为 事 实。广 义 相 对 论 取 消 了 神 秘 的 引

力，这使人们更加相信它。此外，实验所发现的正是广义相对论

所预言的，这使我们更加相信其合理性。

关于原子结 构 的 理 论，即 量 子 理 论，几 乎 挑 激（ｃｈａｌｅｎｇｅｓ）

我们来不相 信（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ｖｅ）它。它 处 理 的 都 是 我 们 不 能 直 接 观

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本性我们只能通过其结果来推断。从原

子中射出的电子不是作为粒子而是作为波来活动，而且还可以

这样来解释作为粒子的电子的行为：在某一时刻和某一点它们

只有可几的存在；这些都使我们难以相信。原子核包含许多粒

子和反粒子，其中许多逐渐衰减，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不可信

的结论：从本质上说外部世界中没有坚实的物质，从而提出这

样的问题：我们人类是由什么组成的？应该承认量子力学只是

一个相对来说新的科学分支，也许我们应该将其所有的结论看

作尝试性的。不管怎么说，原子弹和原子能都是现实。

当然，上面我们概述数学物理学的章节没有涵盖其所有的

成就。如流体力学这样的课题研究的是从数学上描述水、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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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流体的行为，不过关于实在它没有提出出人意外的结果。

对于它所处理的现象我们至少还有一些物理上的觉察。然而，

对于我们上面已概述过的现象却不能这样说。它们或者否定感

性知识或者完全缺乏感性知识。

我们接受为现实的东西与前人形成强烈的对比，无论是亚

里士多德学派还是１７、１８世纪的物理学家。随着运动定律和万

有引力定律能支配越来越多的现象，随着行星、彗星和恒星持续

地遵循为数学所 精 确 描 述 的 路 径，笛 卡 儿、伽 利 略 和 牛 顿 的 假

设———宇宙可以用质量、力和运动来解释———成了几乎每个能

思想的欧洲人的信念。

贝克莱曾经将导数的微积分概念描述为死去之量的鬼魂。

现在物理学理论中有许多是物质的鬼魂。不过，通过从数学上

明确表述这 些 鬼 魂 场 的 定 律（这 些 在 现 实 中 没 有 明 显 的 对 应

物），通过推导出这些定律的结果，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

只要用物理术语来恰当解释，它们就可以用感官知觉来核实。

爱因斯坦在１９３１年强调了现代科学的构造性：

根据牛顿体系，物理实在的特征可以用空间、时间、质

点和力（质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诸概念来表述……

麦克斯韦之后人们将物理实在构想为连续的场，可以

用偏微分方程来表示，但不能从力学上来解释。对于物理

学来说这 种 现 实 观 的 改 变 是 自 牛 顿 以 来 最 深 刻、最 有 成

效的。

我上面概述了科学理论之基础的纯粹构造性，这种观

点在１８、１９世纪决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然而，它的影响持

续增大，是由于下面的事实：随着逻辑结构 变 得 越 来 越 简

单，也就是说，随着为支持结构所必需的逻辑上独立的概念

要素之数量越来越小，以基本概念和定律为一方，以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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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验有关的结论为一方，这两方之间在思想中的距离越

来越大。

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进行理性解释，而消除了怪异、恶魔、

天使、妖怪、神秘的力以及万物有灵论，因而受到赞赏。我们现

在还必须加上，现代科学正在逐渐地去除直觉的和物理的内容，

而这些是诉诸于感觉的：它消除了物质；它利用了纯粹人工和

理想的概念例如场和电子，关于这些我们所知的只是数学化的

定律。科学经过一条条长的推理链后还与感官知觉保持着虽很

关键却很小的联系。科学是合理化的虚构，由数学加以合理化。

当今科学说明的是一种动态的实在，这个实在随着我们的

理解的增长和变化而增长和变化。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不能直

接知觉之物体和现象的实在性。感性的确证不需要了。大自然

比感官告诉我们的更丰富。在常识中没有原子、电子、弯曲时空

和电场的对应物。当然，缺少一个有意义的模型是一个很大的

缺陷，对于那些局限于常识的经验并很自然地易于根据这些经

验来推理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在人类确定什么是实在的努力中，一种新的因素，即观测者

的作用，出现了。在１９世纪大自然还是作为这样一组现象显现

的：其中人和 人 的 介 入 在 原 理 上（尽 管 不 是 在 实 践 上）可 以 忽

略。然而，在２０世纪，尤其是在原子物理学的领域中，我们不得

不放弃旧的观念。我所知的是过程、泡室、照片以及荧光屏上显

示的效果，根据这些我们推断出基本粒子的活动。这些过程像

理解行为本身一样关联到对那些活动的理解中。而且，如海森

堡所指出的，我们所采用的步骤影响了本真的物理活动。当经

典力学求助于一个粒子图像或者一个波的图像时，有一个独立

于观测者的客观实在。如今物理学定律关乎的是我们的知识而

不是在物理世界中什么是真的。我们观测、操作、数学化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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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典物理学考虑到测量中的误差因而利用统计理论和概率

论。然而，测量出的量是固定的，有一个严格的数值。在量子力

学中情况可不是这样，在这里事件只在统计上可知。没有如在

经典物理学中那样越来越精细的设备。粒子在时空中的存在是

推断出的。这样，基本粒子的客观实在性并不是消散在关于实

在的不清晰或者未经解释的概念之雾中，而是奇怪地分散在数

学的明晰中，这里数学不再描述基本粒子的活动而是描述我们

对这种活动的知识。

所以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真实的世界不是我们未经

质疑的感官所告诉我们的，也不是我们有限的知觉所能描述的，

而是人类的数学理论告诉我们的。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尽管

点线面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是理想化的，它们是实在客体的理

想化。人们可以参照现实中的点线面。在引力和电磁波的情形

中我们应该参照什么呢？我们观测它们的效应。但是在数学之

外什么是真实的呢？甚至无可否认是想象性的物理图像也不足

以解释这些力和场的本质。似乎不可能避免这样的结论：数学

化的知识是我们对于实在的某些部分的唯一的把握。

甚至可以问问数学是真实的吗？意思是说它对于实在世界

所表示的在实际上、物理上是真实的吗？也许通过考虑数学的

应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约翰·开普勒得意洋洋地宣称每

个行星都沿着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但是椭圆恰好是开普勒所

需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开普勒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找到适合

火星轨道数据的曲线，他想到椭圆是因为在数学中椭圆已为人

所知。当他发现椭圆轨道非常适合观测数据，而对于这个轨道

的偏离可以归为实验误差时，他断定椭圆是正确的。然而，行星

绕日的轨道不是椭圆。假如太空中只有太阳和唯一一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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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两者都可以看作完美的球体，那么那颗行星的轨道会真正

是椭圆的。但是真正加在一个行星上的引力不只是太阳的，还

包括其他行星和卫星的引力。所以，轨道不是椭圆的。开普勒

所用的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学观测数据尽管优于前人，却足够

粗略，允许开普勒认定椭圆合适，这是很侥幸的。

那么爱因斯坦所运用的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呢？黎曼几何

和张量分析恰好适合相对论吗？很可能不是这样的。有充分的

理由认为，对于他能利用的数学，爱因斯坦只是尽其所能。尽管

广义相对论很奇妙，它是构造出的。由于太复杂，它对于解决天

文学问题不是很有用。支持它的证据只在于它以更好的准确性

预言了三种现象。如果说科学史能够教会我们什么的话，它使

我们明白将来有一天这一理论也会被取代。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数学所表示的并不必然完全是关于物

理世界的。大自然并不规定也不禁止任何数学理论。数学物理

学还必须运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物理学公理。这些公理

可能看来是对于经验的概括，但是这样的概括也可能是有点错

误的。由实验确证的预言当用来作为数学或物理公理之根据时

必须谨 慎。这 一 点 伯 特 兰·罗 素 在 其《科 学 的 世 界 观》（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１９３１）已 强 调 过 了。他 举 了 下 面 的 例 子。

如果从这样 的 假 设 开 始：面 包 是 由 石 头 做 的 且 石 头 是 有 营 养

的，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断言面包是有营养的。这个结论可以从

实验上证实。然而，不消说，那些假设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创立一门数学原来是为了用于描述一种物理过

程，科学史表明前者比后者更为牢靠。约瑟夫·傅立叶（Ｊｏｓｅｐ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１７６８—１８３０）曾对于热传导写下了一种完备、精致的数

学理论，这一理论似乎是适用于热质说。而认为热是一种流体

的热质说从那以后就被抛弃了。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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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理性的猜测和忧郁的事实不一样。”然而，后来证明傅立

叶的数学理论在乐音（ｍｕｓｉｃａｌｓｏｕｎｄｓ）和其他现象的分析中不

可或缺。

的确有理由质 问，对 于 什 么 是 实 在 的，数 学 告 诉 了 我 们 什

么。科学家们奋 力 与 难 题 格 斗，然 而 解 决 方 法 却 不 是 唯 一 的。

在他们努力创立一种理论时，数学能派上什么用场，他们就抓住

不放。他们利用可利用的工具，正如当一个人可能用短柄小斧

来代替大斧子，事情也可以做好。事实上整个物理学史告诉我

们，新的理论代替了旧的理论，正如相对论代替牛顿力学，量子

理论代替旧的 原 子 物 理 学。在 探 索 我 们 的 太 阳 系 以 外 的 宇 宙

时，相对论迄今所起的作用不大。尽管有非凡的成功譬如说送

人登月和给土星拍照，我们也不能断言数学物理学的真理性。

时间和空间甚至是不能被知觉的，这与质量和力不同。质

量我们感觉为 一 种 实 的 东 西，而 力 我 们 感 觉 为 肌 肉 的 用 力 感。

然而，时间和空 间 是 构 造 物。我 们 的 确 有“在 那 里”的 感 觉，位

置、体积和广度感。它们是空间的感性根源。时间的感性根源

在事件的接续中。空间和时间的这些碎片是由抽象过程加以统

一的。空间和时间也许不是我们建造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的奠

基石。在相对论中它们是基础性的但也许不适合量子力学。甚

至长度概念已预设了一根刚性的度量杆，但也许它不是刚性的。

在某个地区变化的温度也许改变了它的大小而我们觉察不到。

对于面积和体积也有类似的变化。

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数学理论不是对我们知觉到的现象的

描述，而是一种冒险性的符号建构。数学脱离了感性经验的束

缚，不再描述实在，而是建造关于实在的模型，用来解释、计算和

预言。

直到大约１８５０年，人们还相信数学秩序与和谐是宇宙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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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固有的，数学家们还努力揭示那个设计方案。而一种新的

观念出现了，数学家们自己的创造物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观

念，这种观念就是：数学家本身是立法者，决定宇宙的定律是什

么。无论是什么方案或秩序，只要它们成功描述了一类现象，数

学家就强加它们于现象，而后者不知为什么继续遵循定律。这

一事实意味着有一个最终的定律和秩序，数学家们越来越成功

地接近它吗？对此没有答案，但至少可以说，怀疑代替了对于数

学化设计的信念。大自然中的灾难———地震、陨星撞击地球、火

山和瘟疫———宇宙发生论中那些未曾解决的问题，以及在我们

自己的星系中的那些未知领域，更不用提人类面临的难题，所有

这些不是否认了一种最终秩序的可能性吗？我们通过数学描述

和预言所获得的是凭运气，就像一个散步的人发现了一百美元。

物理学史布撒着被抛弃的理论之残骸。“大自然的盘根错

节将由某个定律的有限系统涵盖”，这一不断复现的希望似乎注

定是永远的失 望。如 果 认 定 这 些 过 去 的 经 验 教 训 对 未 来 不 适

用，我们当今的理论不会被时间和经验毁灭，那我们是太大胆放

肆了。我们精心创立的体系只不过是我们暂时认作是真理的东

西的或多或少有用的模型。数学化的科学中没有一门能够声称

唯一把握了实在的本质。认为物理学是客观的而诗歌与政治学

不是，这是不正确的。全都关涉真理，没有哪种比另一种更有特

权。不过，在精确性和预言方面物理学理论是无可匹敌的。在

外部世界中有某种东西，数学化的理论能够捕捉住并加以概述。

我们有一种关于大自然的科学，如人类思考它和描述它那

样。科学居于人类和大自然之间。但是从量子理论来看，基本

粒子不仅是石头和树是实在的那种意义上的实在，而是从真实

的观测资料中得出的抽象。如果基本粒子在真实意义上的存在

成为不可能，那么要将物质看成是真实的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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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莱兹·巴 斯 卡 尔（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１６２３—１６６２）相 信

大自然的数学化定律是真理，但他限制了数学的应用范围：“正

确性和真理是如此精细的点，以至于我们的工具太粗钝不能精

确地触到它们。如果工具达到了那个点，就遮蔽了那个点及近

处的空间，从而是建基于虚假上而不是真实上。”

其他人走得更 远。Ｐ·Ｗ·布 里 至 曼 在 其《现 代 物 理 学 的

逻辑》（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４６）中 说 道：“数 学 是

人类的发明，这是最简单的不言而喻的道理，一看便知。”那么，

很明显的是，像所有的人一样，数学也会犯错。我们在物理学理

论上的成就归结起来，不外乎一套与观测到的现象有些联系的

数学关系，以及对于物理现象作一些预言（其中有些现象根本观

察不到，譬如说电磁波）。抽象推理使我们能够超越从感觉得来

的图像，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脱离后者。

对于数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描述了关于物理世界的真

理，这些各种各样的解释必须和许多其他的说法区别开来，这些

说法所断言的是数学自身的真理性及其客观实在性，而不一定

断言和外部 世 界 的 关 系。譬 如 说 柏 拉 图 在 其 对 话 录《曼 侬 篇》

（Ｍｅｎｏｎ）中断 言 数 学 结 构 独 立 于 甚 至 先 于 经 验。在 柏 拉 图 看

来，数学的存在实际上是不朽灵魂之存在的证明，因为既然定理

不是从经验中得到的，那它们必定是伴随灵魂一道进入实存的。

定理的发现实际上是对于存在于记忆中的东西的回忆。

在１８００年前，这些观点为所有的数学家所坚持，而且一些

后来 的 数 学 家 仍 然 坚 持。尽 管 威 廉·Ｒ·汉 密 尔 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８０５—１８６５）所发明的四元数导致了对于算术之

真理性的质疑，他所坚持的立场非常像笛卡儿的立场：

代数和几何这些纯粹数学学科是纯粹理性的科学，实

验无助于它们也不会增加其力量，它们与外部的、偶然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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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隔绝，至少可以隔离。……然而，它们看来是我们与生俱

来的观念，获得它们只是我们原有能力的发展，我们固有人

性的展开。

阿瑟·凯雷，１９世纪 的 大 代 数 学 家 之 一，在 英 国 科 学 促 进

会的一篇演讲（１８８３）中说道：“我们拥有先天的认识能力，不仅

独立于这种或那种经验，而是完全独立于所有的经验……在对

于经验的解释中，这些认识能力是心智的贡献。”

汉密尔顿和凯雷等人将数学看作是人类心智中固有的，而其

他有些人却将它看作是存在于人之外的世界中。相信存在着一

个独立于人的数学真理的唯一客观世界，这在１９００年之前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即使首先认识到非欧几何学之意义的高斯，也

坚持数和分析的真理性。杰·阿德马尔（Ｊａｃｑｕｅｓ．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１８６５—１９６３）是２０世纪重要的法国数学家，在其《数学领域中发

明 的 心 理 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中断言：“尽管我们还不知道真理，但真理先于我们而存

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必遵循的路径强加给我们。”戴维·希尔

伯特，在１９２８年波隆纳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问道：“如果数学中没

有真理，那么我们知识的真理性以及科学之存在和进步又会怎

样呢？”

杰出的分析学 家 焦 弗 雷·Ｈ·哈 代（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Ｈ．Ｈａｒｄｙ，

１８７７—１９４７）在其《数学家的申辩》（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Ａｐｏｌｏｇｙ）

一书中表达了与此有些类似的观点：“我相信数学实在存在于我

们之外，我们的作用是发现或者观察它，我们浮夸地将我们所证

明的定理称作自己的创造，而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观察记录。”

数学家只是发现概念及其性质。

这些断言中有一些是由并不非常关注数学基础的２０世纪

思想家作出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甚至一些基础研究中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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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人物———戴维·希尔伯特，阿伦佐·邱奇和布尔巴基学派的

成员（见第１２章）———也坚持数学概念和性质在客观的意义上

存在，并可由人类心智把握。这样，数学真理是发现的而不是发

明的；进化的不是数学而是人类关于数学的知识。

断言存在着客观、唯一的数学对象，并不能解释数学居于何

处。这些断言只是说数学存在于某个人类之外的世界中，一个

空中城堡中，只是由人类觉察到。公理和定理不纯粹是人类的

创造；相反，它们像是矿中的宝藏，须经耐心的挖掘才能为人所

见。然而，它们的存在独立于人，像行星独立于人一样。

难道数学就是 藏 在 宇 宙 深 处 的 钻 石，逐 渐 被 挖 掘 出 来 吗？

抑或是人造宝石，如此光彩夺目以至于使已经为自己的创造而

骄傲同时部分丧失了判断力的数学家目眩？

第二种观点———数学完全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为被称为

直觉主义者的数学家所坚持。其中有些断言人类心智保证了真

理性，而另一些则坚持数学是可错的人类心智之创造，而不是一

套凝固的知识。

赫曼·汉考、理查德·戴德肯和卡尔·威尔斯特拉斯都相

信数学是人类的创造。戴德肯在给海因里希·韦伯的一封信中

断言：“此外我还建议不要将数理解成集合本身，而应理解成一

种……心 智 所 创 造 的 新 的 东 西。我 们 是 有 神 性 的 族 类，拥

有……创造力。”威尔斯特拉斯的话也支持这种观点：“真正的数

学家是诗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而且本身

就是个权威，他也相信数学家是发明者而不是发现者。所有这

些人还有其他人都将数学看成远远超出经验和理性推理的约束

之外。支持他们的立场的是这样的事实：诸如无理数和负数这

样的基本概念既不是从经验研究中推导出的也显然不存在于外

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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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数学是人造的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都是康德主义的。

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认为数学的源头在 于 心 智

的组织能力。不过现代主义者认为数学并不是源于头脑的形态

或生理结构，而是源于头脑的活动。心智根据逐步进化的方法

来组织。心智的 创 造 活 动 不 断 进 化 到 更 新、更 高 的 思 维 形 式。

在数学中，人类心智能够看清，创造一套在其看来有趣或有用的

知识是自由的。此外，创造的领域不是封闭的。适应于现存和

新生思想领域的观念会被创造出来。心智有能力设计出涵盖经

验数据的结构，并为整理数据提供方法。数学之源是心智本身

的逐步发展。

当前关于数学本性的观点冲突，以及当今数学不是公认、无

可置疑的知识 这 一 事 实，无 疑 支 持 数 学 是 人 类 之 创 造 的 观 点。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在真理和知识的领域，无论是谁，一旦致力

于将自己作为法官，都会为诸神所笑而失败。”

数学家们已经放弃了上帝，因而必须接受人，而这正是他们

所做的。他们继承了数学的发展，并继续寻求大自然的规律，知

道他们所得出的不是上帝的设计而是人类所为。过去的成功使

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保持信心；幸运的是，大量新的成功随他们

的努力而来。保持了数学之生命的是人类自己炮制的烈药———

在天体力学、声学、流体力学、光学、电磁理论和工程学中的巨大

成功以及其预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就这样，数学创造及其对

于科学的应用以更快的步调前进。

詹姆斯·基因斯在其《神秘的宇宙》（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中这样总结了所有这些发展：

我们遥远的祖先试图用他们自己创造的拟人论概念来

解释自然，不过失败了。我们更近一些的祖先致力于用“存

在着预 先 设 计”这 种 思 路 来 解 释 自 然，结 果 证 明 同 样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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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然而，我们根据纯数学的概念来解释自然，迄今为

止的成功是辉煌的。现在似乎无可争辩的是，从某种意义

上说，大自然与纯数学概念的结盟比与生物学或工程学更

紧密。

在这种新近的成果中，基因斯看到了人与物理宇宙的紧密

联系，说道：“几乎无可争辩的是，大自然和我们的数学意识根据

同样的规律来活动。”他又有些谨慎地补充道：“尽管还是非常不

完美、不充足的，宇宙可以看成是由纯思想组成的，由于缺乏一

个更广的词，我们不得不称其为‘数学思想家’的思想。”为获得

成功物理科学不得不付出数学抽象的代价，那些为此感到遗憾

的人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在关于大自然之本性的最终的科

学说明中我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

关于物理世界的存在和我们对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不管新

的哲学学说可能说些什么，有一个事实是不可争辩的。新物理

学已经远离了力学模型，甚至不再寻求物理实在的图像，已经强

调甚至专注于数学描述。就所能预言的来说，这种趋势将会持

续，不可能逆转。物理学的新领域离日常经验、离感性知觉是如

此之远，结果只有数学能够把握之。

如基因斯所说：“制作模型或图像来解释数学公式以及公式

所描述的现象，不是趋近实在，而是远离实在，这就像是制作神

灵之偶像。”

正如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中，人们只能看见人和事件的影

子，生活在物理世界中的我们也只能看见许多物理现象的影子，

这些影子是数学的。可能没有鬼魂、巫婆和魔鬼，但是存在着不

可知觉、不可触摸的物理现象，就像人类的想象力之创造物一样

不可知觉、不可触摸。

接受数学化定律为实在这种倾向在许多著述中都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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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Ｗ·Ｎ· 萨 利 文 在 其《科 学 的 限 度》（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３）中说只有物质现象的量的侧面才与真实世界有

关。具体说来，新的科学并不要求我们知道所研究的存在者之

本质，而只需 要 知 道 其 数 学 结 构。事 实 上，在 其《神 秘 的 宇 宙》

中，基因斯看来恰当地将宇宙称为一种伟大的思想。心智不再

是一个偶然的闯入者，而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和督管。

关于量子力学，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马格瑙坚持薛定

谔的波函数是真正的实在。

也许爱因斯坦在其《我的世界观》（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ＳｅｅＩｔ，

１９３４）中的说法总结了多数科学家的立场：

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自然是最简

单可构想的数学概念的实现。我相信通过纯粹的数学构造

能够发现概念以及将概念互相联结的定律，而这些提供了

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当然，经验还是判断数学构造

之物理应 用 的 标 准。但 是 创 造 性 的 原 则 是 在 数 学 中。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坚持下面的观点：纯思想能够把握

实在，正如古人所梦想的。

拥有头脑和几 种 有 限 的 感 觉，人 类 开 始 穿 透 周 围 的 神 秘。

通过利用感觉直接揭示的，或者利用能够从实验中推断出的，人

类采纳了公理，并运用其推理能力。他们寻求的是秩序，他们的

目标是建立与转瞬即逝的感觉相对立的知识体系，并形成解释

模式，以助于他们获得对于环境的控制。他们的主要成就，人类

理性自身的作品，就是数学。它不是一颗完美的宝石，持续的打

磨大概也不会除去所有的瑕疵。不管怎么说，数学已经是我们

与感性知觉世界之间的最有效的关联，而且仍是人类心智的最

珍贵的珠宝，必须加以珍惜和珍藏。数学曾经是理性的先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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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通过最彻底的考察发现了新的瑕疵，也将继续是先锋。

数学思想的波涛不断地拍击岩石的海岸，海岸阻止了它们

顺利、安静地进入它们欲拥抱的土地。然而，数世纪的拍击甚至

侵蚀掉了大块大块的花岗岩，从而开辟了包围新领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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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章

数学为什么奏效

世界的永恒的神秘就是它的可理解性。

爱因斯坦

生活是从不充足的前提得出充足结论的艺术。

萨缪尔·巴特勒

关
于数学的本质及其与物理世界的关系，各 种 观 点 冲 突，有

鉴于此，我们必须问问数学为什么居然奏效。我们必须面

对这样的事实：在数学和物理实在之间没有普遍接受的对应。

然而，对于物理上实在的东西的诸多成功预言———譬如说电磁

波、相对论的预言、对于原子现象中那寥寥无几的可观测量的数

学解释，甚至牛顿引力理论的预言也一度很成功，更不用提我们

已概述过的几百个成功的预言———所有这些都需要解释。

因而，人类面对着双重的神秘。当已经理解了物理现象并

接受了相关的公理时，为什么从公理得出的几百个推论像公理

本身一样适用？大自然遵循人类的逻辑吗？再者，为什么在物

理现象未知的领域，数学还能奏效？这些问题不能轻松打发掉。

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中有太多的依赖于数学。诚然，数学中一定



有某种还不明显的力量。

在古希腊时代，只是构造了数学的一个分支，其运用非常有

限，因而，按照现代的标准，他们给出的解释很简化，相当独断。

同样，１６、１７、１８世纪的数学家，对 于 为 什 么 数 学 奏 效 这 个 问 题

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深受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这一希腊

信念的影响，并同样受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世界这一中世纪信

条的影响，他们将数学看成是通向自然界的真理之路。通过将

上帝看成是专注、至高的数学家，就有可能将对于大自然的数学

规律的探求看成是宗教追求。对于大自然的研究变成了对于上

帝的语言、作为、意志的研究。世界的和谐是上帝的数学安排。

上帝将严格的数学秩序给予了世界，而我们只能费尽千辛万苦

才能理解。数学知识是绝对真理，像圣经的任何一行一样神圣

不可侵犯。事实上，它甚至更优越，因为关于圣经的不同意见很

多，而关于数学真理却不可能有任何意见不一。

这样，天主教强调宇宙是上帝理性地设计的，毕达哥拉斯—

柏拉图学派坚持数学是物理世界的根本实在，这两方面熔合成

了一个科学研究纲领，其要义就是：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所有

现象背后的数学关系，并用这些关系来解释所有现象，从而显示

上帝之作品的伟大和荣耀。如赫曼·兰道在其《现代思想方式

的形成》（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ｎｄ）中所说：“科学产生于对

大自然的数学解释这样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在被经验证实很久

之前就被持有了。”

在极力向现代世界强调数学作为通向实在之路的重要性的

科学家中，若内·笛卡儿影响最大。尽管其方法有所不足，他是

最后一个经院哲学家、第一个现代人，正是因为他明确强调了数

学推理之重要。

笛卡儿着手处理这样的问题：怎样信赖人类心智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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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从而得出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如我们以前所提到的，他

的答案是信赖上帝。笛卡儿相信：关于空间、时间、数和上帝人

类有固有的观念，而且心智还将其他的直觉认作真理。这种知

识是无可怀疑的。譬如说，关于上帝的观念不可能来自感觉，因

为永恒、全知、全能和完美并未显露在物理世界中。心智还有一

个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真的有吗？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另一

方面，笛卡儿认为，感官知觉即感官错觉。幸运的是，从由独立

于经验的心智认可的数学真理出发，人能够运用推理推导出关

于物理世界的新的真理。我们怎么能够确信推理是正确的？笛

卡儿又一次求助于上帝：是上帝“致使”（ｃａｕｓｅｓ）我们的推理与

现实（ｒｅａｌｉｔｙ）相一致。

笛卡儿对于大自然之数学设计的信念为其同时代人及后两

个世纪的继承者所支持。开普勒也坚持，世界的实在是由数学

关系构成的。伽利略说，数学原理是上帝用来撰写世界这本书

的字母表；若无其助，连一个字都不可能理解，人类会徒劳地在

黑暗的迷宫中游荡。事实上，只有通过数学表达的物理世界的

性质才是可知的。宇宙在结构和运作上都是数学化的，大自然

根据不可阻挡、不可变的规律来运行。在一封信中，伽利略居然

这样说：“在我看来，任何对于圣经的讨论应该永远停息了。没

有任何在自己的领域内研究的天文学家或科学家会涉足这类事

情。”当然，伽利略相信上帝的数学设计，他上述断言的整个意思

是说：在解释大自然的机制时，不应该召唤任何神秘的或超自

然的力量。

牛顿也相信上帝根据数学原理设计了世界。在１６２９年１２
月１０日写给理查德·本特雷的一封信中，牛顿说：“当我撰写关

于我们的体系的专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我特别留意

于有助于深思之士相信神的原理；发现一个原理有益于此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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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快乐。”

牛顿认为其科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证实天启宗教。他是

一位博学的神学家，尽管没有担任过神职。他认为科学研究艰

苦而沉闷，但他还是坚持研究，因为这能证明上帝的创造。像其

前任以萨克·巴柔一样，牛顿晚年也转向了宗教研究。他仍然

相信经神设计的宇宙，但是他寄希望于上帝来维持世界按照计

划运转。他用了这样的类比：钟表匠持续维修钟表。

尽管高特菲 德·威 尔 海 姆·莱 布 尼 茨（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ｉｂｎｉｚ，

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博学多才，并且对于数学，尤其是微积分，作出了一

流的贡献，他没有将数学的统治扩展到任何广的科学分支中去。

与笛卡儿更像，他对于大自然的数学化设计这一信条的最有影

响的贡献是他的科学哲学。

在其《论 神 正 论》（ＥｓｓａｉｓｄｅＴｈéｏｄｉｃéｅ）中，莱 布 尼 茨 肯 定

了这一为人熟知的思想：上帝是创造了这个精心设计的世界的

智性。他认为世界和上帝的统一解释了真实世界和数学世界的

和谐，并且是他的微积分可用于实在世界的最终辩护。世界是

像上帝所计算的那样创造的。解悟和理性源自上帝。因而，实

在的规律不可能偏离理想的数学定律。这个宇宙是所能构想出

来的最完美的宇宙，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理性思考揭示了它

的定律。

笛卡儿、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以及现代数学的其

他奠基者的信念可以这样来表示：大自然中隐藏着一种固有的

和谐，反射到我们的心智中就呈简单数学定律的形式。通过观

测和数学分析的结合就可以预言大自然中的事件，就是因为有

这种和谐。这种预设，即使在更早的时候，其所成就的也超过了

预期。

当然，大自然的数学设计必须通过人类的持续探求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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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作为看起来是神秘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数学化的，

并且对于上帝在创造宇宙时所运用的数学模式，人类的推理终

究会认识越来越多。人类严格地像上帝所计划的那样推理，这

是很容易理解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正确的推理只可能有一种。

威廉·詹 姆 斯 在 其《实 用 主 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１９０７）中 这

样描述了这个时期数学家的态度：

当发现了自然界的第一批数学的、逻辑的统一性即第

一批定律时，人们为由此所导致的明晰、美丽和简单性所陶

醉，相信自己已真正辨认出了全能上帝的永恒思想。上帝

的心智在三段论中雷鸣和回响。他还以圆锥截面、平方、开

方和比例的方式思想，和欧几里得一样作几何学。他创造

了开普勒定律让行星去遵循；他让落体速度随时间成正比

增加，他创造了正弦定律让光在折射时遵循；……他想出了

所有物体的原型，并设计了其变体；当我们对这些创造中的

任一个进行再发现时，我们（在字面意义上）把握了上帝的

心智。

随着涵盖天体运动和大地上的运动的普遍定律开始主导知

识界，随着预言和观测之间的持续一直表明了定律之完美，上帝

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很有反讽意味

的。上帝消退到背景中，而宇宙的数学化规律成了注意的焦点。

莱布尼茨看出 了 牛 顿 的《自 然 哲 学 的 数 学 原 理》蕴 含 的 一 些 意

思：一个世界根据计划来运转而不管是否有上帝，因此他攻击

此著作为反基督的。

关注于获得纯数学的结果逐渐代替了对于上帝之设计的敬

仰。尽管许多数学家继续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是上帝设计了

宇宙，并相信数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破译上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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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工具，在１８世纪后半期上帝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暗淡了。

在１８世纪随着数学的发展，成功越来越多，数学研究的宗教灵

感越来越消退了。

在对于大自然的数学研究中，对于上帝信仰的消除过程是

这样的：从正统的观念逐渐过渡到理性超自然主义、自然神论、

不可知论，直到彻底的无神论。这些趋向影响了有文化修养１８
世纪的数学家。德尼·狄德罗（ＤｅｎｉｓＤｉｄｅｒｏｔ，１７１３—１７８４）是

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之一，他说道：“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上帝，

你得 让 我 触 到 他。”奥 古 斯 丁 路 易 · 柯 西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Ｌｏｕｉｓ

Ｃａｕｃｈｙ，１７８９—１８５７）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说人类“毫 不 犹

豫地抛弃与天启真理矛盾的任何假说”；然而，几乎不再有人相

信上帝是宇宙的设计者。如著名的数学家让·勒翁德·达朗贝

尔所言：“真正的世界体系已经被认识到，发展并完善了。”———

他是狄德罗在撰写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éｄｉｅ）的主

要合作者。很明显，自然规律就是数学定律。

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尽管他们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都是

不可知论者。事实上，拉普拉斯完全拒绝建立在上帝之存在上

的任何形而上学原理。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当拉普拉斯献

给拿破仑一本他的《天体力学》（ＭáｃａｎｉｑｕｅＣéｌｅｓｔｅ）时，拿破仑

评论说：“拉普拉斯先生，人们告诉我你写了这本论述宇宙体系

的大作，却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宇宙的创造者。”据说拉普拉斯

是这样回答的：“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大自然代替了上帝。数学

家投入了对于大自然之数学规律的探求，似乎被催眠了，相信他

们数学家是老天选定来发现源于上帝之设计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到１８世纪末，数学像一棵牢固立于实在中的

大树，根已有两 千 年 之 古 老，枝 杈 壮 观，君 临 所 有 其 他 的 知 识。

当然这样一棵树会永葆生命。大自然是数学化设计的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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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坚定地持有。揭示这一设计、理解调节大自然的规律是数

学家的任务，数学本身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通过勤奋、坚持

不懈和高强度的劳动会获得更多的知识。

非欧几何学的发展（见第８章）表明人类的数学并不是替大

自然说话的，更不会导向对于上帝之存在的证明。变得很明显

的还有，是人类建立了大自然的秩序、表面看来的简单性和数学

模式。大自然本身可能就没有固有的设计。也许对于数学至多

可以说它只是提供了有限、有效、理性的方案。

到１９世纪人类的目标就更谦卑了。埃瓦利斯特·伽卢瓦

（ＥｖａｒｉｓｔｅＧａｌｏｉｓ，１８１１—１８３２）这 样 谈 论 数 学：“这 门 科 学 是 人

类心智的作为，注定是研究而不是知道，是寻求真理而不是得到

真理。”也许真理的本性就是它要令人不可捉摸。或者，如罗马

哲学家路修斯·塞涅卡（约公元前４年—公元６５年）所言：“同

样，大自然不是一下子就展露她所有的神秘。”

不管怎么说，尽管数学失去了其在真理堡垒中的位置，但它

与物理世界很相契。重要的，无可回避的，而且仍有无可估量的

重要性的事实就是，数学是探究、发现和描述物理现象的最佳方

法。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在物理学的某些分支，它是我们关于物

理世界的知识 之 精 髓。尽 管 数 学 结 构 本 身 不 是 物 理 世 界 的 实

在，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通向实在之门的钥匙。非欧几

何学的创立非但没有毁掉数学的价值及对于其结果的信心，反

而———非常吊诡地———增加了其实用性，因为数学家能够自由

地探索全新的概念，发现其中有些可应用。事实上，自１８３０年

以来，数学在组织和控制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几乎不可相信的速

度扩展了。此外，自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家描述和预言自然过程

的准确性大大地增加了。

因而，我们似乎面临着一种吊诡（ｐａｒａｄｏｘ）。给予了下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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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一门学科却宣称不再拥有真理：具有奇妙的适用性的欧氏

几何学，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超常准确的日心说理论的模式，伽利

略、牛顿、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辉煌、包罗万象的力学，在物理上

不可解释但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爱因斯坦

精致的相对论以及原子结构理论。所有这些高度成功的发展都

依赖于数学概念和数学推理。也许这门学科中有某种魔力？尽

管它在不可战胜的真理旗下战斗，事实上却通过某种内在的神

秘的力量获得胜利？

这一问题被重复提出，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其《相

对论杂谈》（Ｓｉｄｅｌｉｇｈｔｓ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中说：

这里产生了一个困惑了古今科学家的谜。数学，作为

独立于经验的人类思想的产物，怎么可能与物理实在中的

客体符合得那么奇妙？通过纯粹思想人类理性无需经验就

能发现实在事物的性质？

尽管爱因斯坦懂得，数学公理和逻辑原理源于经验，他追问

的是，由人类心智所作出的从这些公理和原理中的推论，为什么

依然符合经验？

对于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各种各样的。其一

是，为使推论适合经验数学家改变了公理。这一思想是最早由狄

德罗在其《对 于 解 释 自 然 的 深 思》（Ｐｅｎｓéｅｓｓｕｒｌｉｎｔｅｒｐｒé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１７５３）提出。他说数学家像是赌徒；两者都用他们

自己创造的规则来玩游戏。它们的研究对象只是约定之物，没

有在实在 中 的 根 据。思 想 家 贝 尔 纳 · 勒 布 维 · 德 冯 特 奈 勒

（ＢｅｒｎａｒｄＬｅＢｏｖｉｅｒｄｅＦｏｎｔｅｎｅｌｌｅ，１６５７—１７５７）也是这样评价

的。他攻击对于天体运动的不变规律的信念，说就玫瑰的记忆

期限而言，没有园丁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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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建模论者也持这种立场。从可能的模型开始，推导

出结果，然后再和经验核对。如果模型有所不足，可以改变它。

然而，从任一个模型中能推导出几百个适用的定理，这仍然提出

了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还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源于康德，不过有所修正。

康德坚持，我们不是在认识自然，也不能认识自然。他认为，我

们有感官知觉，而我们的心智先天拥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固有

结构（康德用的术语是直观）；心智根据这些固有结构的规定来

组织这些知觉。譬如说，我们根据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规律来组

织空间知觉是因为我们的心智就是这样规定的。空间知觉经这

样组织，它们当然遵循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规律（当然，康德坚持

欧几里得几何学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见到我们的数

学化的“光学装置”允许我们看。康德写道：“知性不是在从大自

然中得出规律而是给大自然规定规律。”

物理 学 家 阿 诺 德 · 索 末 菲（Ａｒｎｏｌｄ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１８６８—

１９５１）和许多其他的科学家一样认为，给大自然立法的想法中有

一种 不 可 容 忍 的 骄 傲 自 大。不 过，阿 瑟 · 斯 丹 利 · 爱 丁 顿

（Ａｒｔｈｕｒ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８２—１９４４）爵 士 支 持 康 德 的

观点：

（我们）已经发现，在科学的前沿，心智只是从大自然中

重获了它放进去了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未知之海岸上有一个奇怪的脚印。我们设

计了一个接一个深奥的理论来解释其起源。最终，我们重建

了那个留下了脚印的生物。瞧，这个脚印是我们自己的。

爱丁顿相信，人类经验的宇宙本质上是人类心智的创造；只

要我们能够理解心智如何运作，就能够通过纯粹理论的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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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出全部的物理学———大概还有所有的科学，除了某些量纲

常数，这些是偶然的，取决于我们碰巧处在宇宙的哪个位置上。

茹莱·亨利·彭加勒（ＪｕｌｅｓＨｅｎｒｉＰｏｉｎｃａｒé，１８５４—１９１２）

提出了另一种 大 体 上 是 康 德 式 的 解 释，不 过 现 在 叫 做 约 定 论。

他在《科学与假说》（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中说道：

我们能够坚持说，在欧几里得空间中可能的某些现象

在非欧空间中就不可能了吗？以至于支持这些现象的实验

与非欧几何学的假说直接矛盾吗？我认为不能认真地提这

样的问题。在几何学的产生中实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

是从这得出结论说，几何学即是在部分上是实验科学，也是

错误的。如果几何学是实验科学，它将是近似的、临时的。

那将是一种多么粗糙的近似！几何学将只是研究坚实物体

的运动。而实际上，它不关注自然坚实物体；它的对象是理

想的物体，绝对不可变，只是自然物体的极大的简化，是其

极其不同的 图 像。这 些 理 想 物 体 的 概 念 全 部 是 心 智 构 造

的，而实验只是有助于我们得到这些概念的机遇。

在这种并非由实验强加给我们的选择中，实验引导着

我们。实验告诉我们的不是最真的几何学，而是最方便的

几何学。谁能提出根据欧几里得系统能够解释而根据罗巴

切夫斯基系统不能解释的一个具体的实验？既然我知道不

会有人迎接这一挑战，我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与欧几里

得假设矛盾的实验；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与罗巴切夫斯基

假设矛盾的实验。

彭加勒相信，对于每一部分经验，都有无数的理论能够解释

和描述。对于理论的选择是任意的，不过简单性是很好的指南。

我们发明和利用那些看来有效的概念；如果费上足够的精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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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他的理论也会奏效。尽管彭加勒在解释怎样使数学奏

效时更明确，他与康德的解释是有些一致的，因为他相信数学和

大自 然 之 间 的 和 谐 是 由 人 类 心 智 造 就 的。在《科 学 的 价 值》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中他肯定地说：

人的智性在大自然中所发现的和谐独立于这智性而存

在吗？当然不。不可能有独立于构想它、看它、感觉它的精

神的实在。一个那样外在的世界，即使存在，我们也永远不

会知道。严格地说，所谓的“客观实在”就是对于几个思想

着的存在者共同的东西，也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共同的；而

我们将见到，这共同的部分，只能是由数学化定律表达的和

谐性。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实用主义》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

思想：“数学和物理科学的所有辉煌成就都起源于我们的不屈不

挠的欲望：在我们的心智中给世界加上一种比我们的粗糙的经

验秩序更有理性的形式。”

在其《科 学 面 面 观》（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第 二 系 列）中，

Ｊ·Ｗ·Ｎ·萨利文更 强 烈 地 表 达 了 这 一 思 想：“我 们 是 宇 宙 的

立法者；甚至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除了我们所创造的，我们不能

经验到任何 东 西，我 们 最 伟 大 的 数 学 创 造 就 是 这 个 物 质 宇 宙

本身。”

这些人宣称科学真理是造出来的，而不是发现的。即使由

它们出的推 论 可 由 实 验 证 实，科 学 上 的 真 理 只 是 自 然 真 理 的

兆象。

爱因斯坦１９３８年说的话大体上支持康德的观点：

物理学概念是人类心智的自由创造，不独是由外部世

界决定的，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在我们理解实在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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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我们有点像一个试图理解一块密封的手表之机制的

人。他看见了表面和移动的指针，甚至听见了滴答声，但是

他没有办法打开盖子。如果他很灵巧，对于引起所有那些

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机制，他可以形成图像；但他永远也不

能确定他的图像是对于其观察的唯一解释。他永远也不能

将其图像与真实的机制比较，他甚至不能想象这样一种比

较可能有什么意义。

爱因斯坦确实相信人类的数学至少部分上由实在主导。在

《相 对 论 的 意 义》（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１９４５）中 他

说道：

观念的世界 看 来 不 能 用 逻 辑 的 方 法 从 经 验 中 推 导 出

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就

没有科学。尽管如此，这个观念的世界程度很小地独立于

我们的经验的本性，正如衣服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身体

的形状一样。

对于数学为什么奏效，还有一种解释是返回到１７、１８世纪

的信念：世界是数学化设计的，不过那些较早世纪与宗教有关

的信念在现代被抛弃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之一詹姆斯·基因斯（ＪａｍｅｓＪｅａｎｓ，１８７７—１９４６）在其《神秘的

宇宙》（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ｅ）中表达的立场：

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科学现在给大自然所描绘的图

像（看来只有这些图像能够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是数学化

的图像……大自然似乎精通纯数学的规则……不管怎么说

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大自然和我们的有意识的数学

心智根据同样的规律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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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基因斯一样，伟 大 的 科 学 史 家、科 学 哲 学 家 皮 埃 尔·杜

昂，在其《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ＴｈｅＡｉｍ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中，从 怀 疑 走 向 了 绝 对 的 肯 定。开 始 时 他 将

物理学理论称为“一种抽象体系，其目的是从逻辑上总结和归并

一组实验定律，而没有宣称解释这些定律”。理论是近似的、临

时的，“没有任何客观的指称”。科学只熟悉感官表象，“认为在

理论化中我们就揭去了感官表象上的面纱，这只是幻觉，应该予

以抛弃。”此外，当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将数学秩序和明晰赋予混

乱的表象时，他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付出代价：用丝毫没有解释

自然本性的符号化抽象代替了相对来说可理解的概念。尽管如

此，杜昂在结尾宣称“要我们相信这种由理论造成的秩序和组织

不是真实的秩序和组织的影像，这是不可能的。”

１９世纪敏锐的数学分析家查尔斯·赫 米 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ｒ

ｍｉｔｅ，１８２２—１９０１），相 信 有 一 个 数 学 所 描 述 的 客 观 实 在 的 世

界。他在给数学家斯蒂尔泰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相信数和分析函数并不是我们的精神的任意产物；

我相信它们存在于我们之外，就像客观实在中的物体一样

具有必然性；我们发现它们、研究它们，就像物理学家、化学

家和动物学家所做的一样。

还有一次他说道：“在数学中我们是仆人而不是主人。”

赫曼·威 尔 在 其《数 学 哲 学 与 科 学 哲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４９）中说：

大自然中有一种固有的隐藏的和谐，以简单数学定律

的形象反射到我们的心智中。这就是为什么大自然中的事

件可由观察和数学分析的结合来预言。在物理学史上，对

于大自然中的和谐之信念，或者说之梦，一次又一次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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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不过，也许是这种愿望产生了这种思想，在其著作中他又说

道：“然而，如果对于真理和实在没有起支撑作用的先验的信念，

没有事实、结构与观念影响之间的持续的互动，科学将会死亡。”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威尔还同意这样的观点：数学之合理

性可由对于物理世界的适用来判断。威尔对于数学物理学贡献

很大，他不愿意牺牲有用的结果。在其《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

中他承认：

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海森堡—薛定谔的量子力

学中，启发性论证以及由此带来的系统化构建是多么令人

信服、多么切近事实。一门真正现实的数学应该这样来构

想：与物理学一致，是对同一个实在世界的 理 论 构 建 的 一

个分支，对于其基础的假设性外延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就

像物理学所表现出的那样。

毫无疑问，威尔是在提倡将数学看作一门科学。其定理，像

物理学定律一样，可能是尝试性的、不确定的。有可能得重新构

造它们，不过与实在的对应性是合理性的可靠检验。

另一派可称作经验论的思想主张数学知识产生近似准确的

定律来描述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认为数学有经验基础并

由经验检验的 主 张，是 由 约 翰·斯 图 阿 特·穆 勒（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７３）提 倡 的。他 承 认 数 学 比 物 理 科 学 更 有 普 遍

性。但是，证明数学正确的理由是，其命题比物理科学命题在更

高程度上能得到检验和确证。因而人们不正确地认为数学定理

与其他科学分支已被确证的假说和理论有质的不同。定理被认

为是确定的，而物理学理论被认为是可能的，或者说只是由实验

支持了。穆勒基于其哲学根据来作出这样的断言。现今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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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者有更多的理由来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化。

安德则·茅斯托夫斯基在数学基础研究中非常突出、活跃，

他同意这种观点。１９５３年在波兰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他说：

唯一自洽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与健全的人类理智一

致而且与数学传统一致），就是这样的假设：数的来源和最

终根据———不仅是自然数而且还有实数———在于经验和实

际运用。就集合理论在数学的古典领域还需要而言，集合

理论的概念也是这样。

茅斯托夫斯基还进一步说，数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数学概

念和方法起源于经验。不考虑其自然科学中的起源、其应用甚

至其历史，任何给数学奠定基础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当今很活跃的逻辑学家威拉德·范·奥曼·奎因，也勉强

地接受了数学之物理上的合理性。在论文集《现代逻辑学的哲

学支撑》（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Ｌｏｇｉｃ）中有一

篇１９５８年写的文章，其中说道：

我们可以更合理地以看待自然科学的理论部分的方式

来看待集合论，更一般地说，看待数学；它们构成了真理或

者假说，与其说由纯粹理性之光来证实，还不如说，它们为

组织自 然 科 学 中 的 经 验 数 据 作 出 了 非 直 接 的 系 统 化 的

贡献。

尽管伯特兰·罗素在１９０１年宣称数学真理（逻辑上和物理

上）的大厦不可动摇，在１９１４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承认“我们关于

物理几何学的知识是综合的，但不是先天的。”仅仅从逻辑中是

推导不出来的。在其《数学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１９２６年的第二版

中，他还承认了更多。逻辑学和数学，像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方

程组一样，为人 们 所 相 信，是 因 为 它 们 的 逻 辑 推 论 是 观 察 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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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这些思想领袖所承认的是，数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易于受人

类的所有弱点的影响。任何形式的、逻辑的陈述都是假数学，一

种虚构甚至是传说，尽管其中有理性因素。

物理学家也相信数学不过是对于经验的抽象的、近似的表

述。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Ｐ·Ｗ·布里奇曼在其《物理理论的

本性》（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３６）中 说 道：“这 样

看来数学最终是经验科学，正像物理学或化学一样。”布里奇曼

毫不怀疑，理论科学是数学虚拟之游戏。

在这个问题上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坦宣称数学不仅是一种人类创造，而且还深受其所生长的文化

环境影响。其“真理”取决于人，正如对于颜色的知觉和英语这

门语言取决于人一样。

这样物理学家（和一些哲学家）相信数学根植于物理实在，

他们召唤数学只是作为辅助。在普朗克、马赫、波尔兹曼和赫尔

姆霍兹看来，数学不过是为物理学定律提供了一种逻辑结构。

吉尔伯特·路 易 斯 在 其《科 学 之 解 剖》（Ｔｈ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２６）中对于数学面对着物理实在所获得的成功作了

一种相当现实的描述：

科学家是很实际的人，其目标是实际的。他不追求最

终的而是追求近似的。他不谈论最终的分析而是最近的近

似。他的理论结构不是那种精致设计的美丽结构，在那种

结构中，一点瑕疵就能导致整体的崩溃。科学家缓慢地建

造，用的是一种粗糙而牢靠的泥瓦匠手艺。如果对其作品

中的任何一处不满意，即使这靠近地基，他也能替换这一部

分而不对其他部分造成损坏。总的来说，他对自己的工作

还是满意的。因为尽管科学可能永远都不会全部正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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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它也不会全部错误。看起来它是在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

改进自己。

有一种最终的真理这一学说，尽管非常广泛地为人类所坚

持，对于科学似乎不是很有用，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用：这是我

们取向的地平线，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达到的点。

物理学家所采取的立场有助于提醒我们，实际的数学中有

多少是从与我 们 周 围 的 物 理 世 界 的 交 道 中 发 展 出 来 的。如 威

廉·巴莱 特 在 其《技 巧 的 幻 觉》（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１９７８）中所指出 的，整 个 数 学 史 证 明 了 数 学 心 智 与 大 自 然 的 联

系。譬如说，几何学和微积分，是从我们处理物体和物理世界的

现象中发展出来的。一些现代数学家倾向于割断与大自然之间

的纽带。在形式主义的兴高采烈中他们将数学本身想象成一种

到真空中的自由短途旅行。现代哲学家鼓动了这种倾向。应该

承认，如果没有 数 学 之 助，我 们 完 全 不 可 能 建 造 飞 机 和 发 射 火

箭。错误的是拿起某一个孤立的命题，问问它与世界中的哪一

个事实符合；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不将一个命题从数学

话语之体中孤立出来，而且还将这话语看作是我们的语言整体

的一部分。数学作为这种有效力的部分，有助于告诉我们许多

关于世界的事物。

巴莱特还说道，正是在这里我们可能发现约定论问题的答

案。我们所采纳的约定必须奏效；也就是说，它必须帮助我们应

对大自然。譬如说，我们可能决定改变数学约定，完全放弃无理

数这一概念。正是这种应对大自然的需要，是各种各样的约定

的最终衡量———不管这种约定是数学的还是别的。

关于心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概念：它自 身 是 大 自 然 的

产物，并且在其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上与大自然关联。数学客体

并不是持存于一个无时间的柏拉图式的世界中；它们是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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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但它们是这样一种构造，其运用、其存在与包含它们的自

然界关联。所有 的 人 类 思 想 都 是 在 这 个 大 自 然 的 背 景 上 发 生

的。亚历山大·蒲普简洁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首先，跟从大自然，根据她的标准

来构造判断，此标准恒同一。

万无一失的大自然，总是发出神圣的光亮

是清楚、不变、普遍的光，是太一

赋予一切生命、力量和美丽，

是源泉、是归宿又是技艺之衡。

……

古老的规则是发现而非设计的，

这些还是大自然，是系统化的大自然；

……

我们服从的是自然的声音，是大自然本身。

许多数学家乐于承认数学显著的可应用性，但也坦白他们

对此不能解释。以尼古拉·布尔巴基的假名著述的杰出的数学

家团体，认为实验现象和数学结构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但我们

对于作为其基 础 的 理 由 一 无 所 知，也 许 我 们 永 远 也 不 会 知 道。

早先数学是从实验真理中得出的，尤其是从直接的空间直觉中。

然而，量子力学的创立，表明这种宏观上的直觉掩盖了具有完全

不同本质的微观现象，从而将这种现象与肯定不是为了实验科

学的目的构想出来的数学领域联系起来。因而两门学科的接合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不过是 偶 然 的，其 真 实 的 联 系 比 能 够 先 天 假 定 的

隐藏得更深。我们可以将数学看成是数学结构的仓库，物理的

或者经验的实在的某些侧面适合这些结构，似乎是一种预先的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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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 封 写 给 雷 欧 · 库 尼 西 柏 格 （Ｌｅｏ Ｋｏｅ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

１８３７—１９２１）的信中，查尔斯·赫米特也表示对于数学和实在的

联系不能解释：

这些数学分析的概念独立于我们的存在———它们构成

了一个整体，其中只有一部分对我们显示，他们不容争辩地

尽管是神秘地与事物的其他整体关联，这个整体我们是通

过感官知觉的。

其他的思想家认为不得不承认，数学的奇妙力量还不能解

释。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

１８３９—１９１４）评论道：“很可能这里有某种秘密有待于发现。”后

来，厄尔温·薛定谔在其《生命是什么》（ＷｈａｔＩｓＬｉｆｅ？ ）中说

人类发现自然规律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很可能超出了人类的理

解力。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弗里曼·代森也同意这种观点：

“大概我们近期还不能理解物质世界和数学世界的关系。”还可

以加上爱因斯坦的评论：“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其可理

解性。”不过詹姆斯·基因斯爵士坚持物理概念和物理机制是猜

想出来用来构造数学描述的，然而他又吊诡地说物理手段不过

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在基因斯看来只有数学方程是对于现象的

唯一可靠的把握。在物理学中，最终的收获将永远是一套数学

公式；物质实体的真实本质是永远不可知的。

总而言之，在现代科学中数学的作用远远不止是被看成一

种有用的工具。经常有人这样看数学的作用：用符号和公式来

总结物理上观测到的或者通过实验确立的，并加以系统化，然后

从这些公式中推导出另外的信息，这些信息既不能通过观察也

不能通过实验来获得，也不容易获得。然而，对于数学作用的这

种描述与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数学是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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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１９、２０世纪基于纯粹数学构造的应用，比起数学只是运

用由物理现象直 接 启 发 的 概 念 时 的 应 用，更 为 有 力、更 有 奇 迹

性。只需要提提一些现代科学为人熟知的成就，无线电、电视、

飞机、电话、电报、高保真唱片和录音设备、Ｘ射线、晶体管、原子

能（和原子弹）。尽管功劳不能只归到数学，数学的作用比起实

验科学的贡献更为根本、更不可或缺。

这些对于数学为什么奏效的解释不管是否可接受，却有充

分理由将新物理学称为数学化的而不是力学化的。虽然麦克斯

韦在发展其电磁理论时试图构造一种力学的以太模型，最后完

成了的结构却本质上是数学的；方程组所关联的物理实在是“电

磁场”这样一种模糊的、非物质性的概念。即使牛顿构建其力学

定律也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数学结构。

很可能正如爱丁顿所言，数学关系和数学结构就是物理科

学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还有基因斯说对于宇宙的数学描述就

是最终的实在。我们用来帮助理解的图像和模型（今天这是一

个很时尚的词）是一种对于实在的脱离。当我们跨到数学公式

之外去时，我们是在冒险。

既然数学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既然我们是通过数学发现了

全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是人类创造了其宇宙的一些组成部分，引

力、电磁波、能量子等等。当然，知觉和实验给数学家提供了线

索，存在着一个物理事实的基底，但是即使有了某种物理实在，

全部的组织、完成、校正和理解都是通过数学来做的。我们所知

道的，其中所包含的人类的心智至少和包含存在与外部世界中

的东西一样多。甚至在知觉中，也有人类心智的介入。知觉到

一棵树而没有认识到“树性”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一组知觉本

身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及其心智是实在的组成部分。科学不再

能使作为对象的大自然和作为描述者的人类对立。这两者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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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的。

数学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的分界线不是绝对的。我们不断

地调整我们的观测，与此同时也调整我们的理论以处理新的观

测和实验结果。这 样 做 的 目 的 是 全 面、连 贯 地 描 述 物 理 世 界。

数学是人和大自然、人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中介。

我们最终得出了这个不容否认、不容反驳 的 结 论：数 学 和

物理实在是不可分的。因为数学告诉我们物理世界所包含的东

西，而且只能用数学语言和概念来表达那种知识，所以数学和桌

椅一样实在。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是有边界的，不过这些边界

在逐渐退后。

很可能是这样：人类引入了一些有限的甚至是造出来的概

念，只有这样才成功地在大自然中建立了某种秩序。数学可能

不过是一种可行的图式。可能大自然本身远为复杂，没有固有

的设计。然而，在研究、描述和征服大自然中，数学仍是最佳方

法。在某些领域，它 是 我 们 所 能 有 的 一 切；即 便 它 不 是 实 在 本

身，也是我们与实在的最接近之处。

虽然数学纯粹是人类的创造，它能使我们通达大自然的某

些领域，从而使我们的进展远远超出了所有的期望。的确，离实

在如此之遥远 的 抽 象 能 取 得 那 么 大 的 成 就，这 是 有 些 吊 诡 的。

尽管数学描述是人造的，也许是一个神话故事，但它却是一种有

教益的神话。对于好思的科学家来说，大自然与他们的数学公

式表现出那么大的关联，这是永恒的惊奇之源。不管科学定律

表达的统一性是存在于大自然中被发现出来的，还是这些定律

是发明出来的并由科学家的心智应用于大自然，有谦卑精神的

科学家应该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对于大自然的奇迹可以获得更

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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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章

数学和大自然的运作

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大

自然是可构想出来的最简单的数学概念的实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自
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科学决定了我们对于 大 自 然 的 态 度；

自从重要的科学理论成百次、成千次地在预言中确证以来

更是如此。重要的哲学思想建立在物理科学之存在以及其似乎

不可反驳的发现上。

最近的发展，尤其是电磁理论、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迫使我

们重新思考哲学信条。这一章将概述塑造我们的自然观的哲学

思想，并将新旧思想加以对比。一个时代的心态和社会思想、社

会活动源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我们的

物理世界观。

一个主要的信条叫做机械论，有时也称作唯物主义；它不但

自身重要，而且还对其他的重要信条起支撑作用。粗略地说，机

械论坚持，至少物理世界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其各部分之间相互

作用。这架机器一点毛病也没有，运作起来从不会出错。看看



行星的运动、潮汐以及蚀的可预言性。机器的零件是运动的物

质，这是由 力 的 作 用 引 起 的。我 们 来 更 仔 细 地 考 察 一 些 这 些

概念。

对于机械论来说，最基本的是物质。相信物质是物理实在

的本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重要的希腊哲学家观察他们周

围，以他们有限的资源来尽力研究自然。然而，他们倾向于根据

几项观察很快就起而坚持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概括。譬如说，

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是由真空中不可毁坏不可分的原

子组成。亚里士多德从“四元素”来构造物质，这些元素不是实

际的土、水、空气和火，而是作为基质的存在体，其性质在上述四

种东西中可以感觉出来。

托马斯·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１５８８—１６７９）所宣称的

是这一信条的粗糙形式：

宇宙即所有存在着的事物的总体是形体的，也就是说，

有体积有维度，有长度、宽度和深度。而且，形体的每一部

分也是形体，也有体积，从而宇宙的每一部分也是形体。不

是形体就不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因为宇宙是大全，不是其

组成部分的就什么也不是，从而也无处存在。

他还继续说，形体就是占据空间的东西，是可分的、可运动的，按

照数学方式来运作。

由此看来，机械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坚持实在只是一架复

杂的机器，驱动着空间和时间中的物体。既然我们自身是物理

自然的组 成 部 分，一 切 人 性 都 应 该 根 据 物 质、运 动 和 数 学 来

解释。

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笛卡儿也坚持根据物质和运动就能

解释一切物理 现 象。此 外，物 质 以 直 接 接 触 的 方 式 相 互 作 用。

·３５２·　第１３章　数学和大自然的运作　



物质由不可分的小微粒组成，其大小、形状和性质各不相同。因

为这种微粒太小看不见，关于这些微粒的运作就有必要建立假

说，以解释我们 能 观 察 到 的 更 大 的 现 象，例 如 行 星 绕 太 阳 的 运

动。笛卡儿不承认空无的空间。他相信，其内全无一物的花瓶

会塌陷。

笛卡儿的科学，为前牛顿的多数科学家所接受，尤其是惠更

斯。这种学说对于科学提出了一种本质上相同的功能，即对于

自然现象的活动提供“物理”解释。

物质是物理实在的本质这一信念，为大约１９００年以前的所

有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坚持。牛顿在其《光学》（Ｏｐｔｉｃｋｓ）中说道：

在我看来很可能是这样，太初上帝塑造物质时把它们

塑造成了固实、厚重、坚硬，不可穿透、可移动的微粒，如此

坚硬以致永远不会磨损、破碎，上帝在最初的创造中造成的

一体，没有普通的力量能够分开。

对于落体和行星运动进行数学化描述，运动着的物质是关

键的，因而科学家自己试图将这样一种唯物论的解释推广到他

们一无所知的现象上去。热、光、电和磁被看成是种种不可衡量

的物质，不可衡量的意思只是说这种种物质的密度是如此之小

以致不能测量。例如，热中的物质叫做热质。加热的物体吸收

了这种物质，正如海绵吸收水一样。同样，电是一种液态或者两

种液态的物质，这些流经导线的液体就是电流。

力的作用使物质开始运动，或者通常使物质保持运动。一

个撞击另一个台球的台球通过冲力传递运动。牛顿具体引入了

引力。为解释电现象和磁现象，法拉第引入了电力线和磁力线，

他相信这些线是实在的。

在物质、力和运动这三个概念中，力作用于物质，运动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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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行为，因而物质是根本性的。因此，哲学家宣称根据固定的

数学定律来运作的物质是唯一的实在。

到１８世纪末，发展得最完善的物理科学分支是力学。在著

名的法国《百科全书》中，达朗贝尔和狄德罗过于自信地宣称，力

学是普遍科学。如狄德罗所说：“世界的真实体系被认识到了，

发展并完善了。”力 学 的 确 成 了 快 速 生 长 的 物 理 科 学 新 分 支 的

范型。

尽管莱布尼茨为机械论辩护，称其为自明真理，但他并不仅

仅满足于机械论。对他来说，上帝、能力和目的同样重要。在其

《单子论》（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ｙ）中，他 坚 持 宇 宙 是 由 微 小 的 单 子 组 成，

每个单子都是一个能力中心，不可分。每一个都包含着其过去

与未来。单子根据先定的和谐来运作，组成更大的有机体。它

们是事物的内在活力。而机械论，处理的只是外部的、空间的以

及其他的物理特征，譬如说力。

物理学 大 师、医 生、数 学 家 赫 曼·冯·赫 尔 姆 霍 兹（Ｈｅｒ

ｍａｎｎｖｏ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１８２４—１８９４）在 一 次 演 讲 中 宣 称 所 有 自

然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归化为力学———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通

俗科学讲座》（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８６９）中。赫尔姆

霍兹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力学原理已经被理解了，他让人特别注

意力的本性问题：

我们最终发现，关于物质的物理科学问题是根据物体

之间的不变的相互吸引力或者排斥力来解释自然现象，力

的强度全部取决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这个问题的可解决性

是大自然的可理解性之条件。……一旦将自然现象还原为

简单的力完成的，一旦能够证明这是对于自然现象的唯一

的还原，科学的天职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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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姆霍兹这是在表达一种虔诚的希望，因为即使在他写

下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有证据表明不可能根据质量对于简单明

显的力的反应来解释所有的现象。

尽管在１９世纪时还不明显，今天我们必须直面机械论的失

败。科学家在表述他们的发现的时候是适度清醒的，不过当他

们明显错了的时候他们是最清醒的。直到１９世纪末，他们都确

信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根据力学来解释。那些还没有得到解释

的不久也将会得到解释。有待于解释的尤其是引力的作用和电

磁波的传播。

至于引力，科学家当然知道牛顿已为解释重力的作用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太阳的引力如何作用几百万、几亿英里之遥的

行星？牛顿的努力失败了。他以著名的“我不构造假说”结束了

其努力。机械论没有帮助他。

那么，为什么１８、１９世纪的科学家抓住机械论不放？对此

一种解释是：希望总是在永恒地复现。更中肯的解释是他们被

追随牛顿而得来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而看不见还需要解释引力

的物理本性这个难题。他们诉诸于引力的数学定律，在推导出

天体运动的一些已知的不规则性中，在包容新现象中，他们（尤

其是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的成功是如此巨大、如此准确，解释

引力作用的物 理 本 性 这 个 难 题 就 被 埋 藏 在 一 堆 数 学 文 章 之 下

了。我们现在知道力是一种科学虚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有

施加力的能力提示的。

贝克莱主教，与其哲学趋向一致，抨击物理引力的概念。在

其对话录《埃尔西弗朗》（Ａｌｃｉｐｈｒｏｎ，１７３２年）中，他写道：

尤佛拉那：我 请 求 你，埃 尔 西 佛 朗，不 要 为 言 词 所 迷

惑：把力这个“词”搁置一边，从思想中排出每一种 其 他 的

东西，然后看看对于力你有什么精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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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西佛朗：力是那种在物体中产生运动以及其他可

感效应的东西。

尤佛拉那：那么它是与那些效应不同的东西？

埃尔西佛朗：是的。

尤佛拉那：现在请欣然 排 除 力 的 施 加 者 及 其 效 应，以

其自己精确的概念来思考力本身。

埃尔西佛 朗：我 坦 白 我 发 现 这 不 是 能 够 轻 易 想 得 出

来的。

尤佛拉那回答说，看来是这样，既然你认为人的心智和

能力是同样的，对于那种无论你我都不能形成观念的东西，

我们可以认为其他人也不能形成概念。

总而言之，虽然完全缺乏物理理解，但依赖于数学描述，这

不仅使牛顿的惊人成就成为可能，而且使几百个后来的成功成

为可能。这些人所做的就是牺牲物理上的理解，以换取数学化

的描述和数学化的预言。用英国作家 Ｇ·Ｋ·切斯特顿（Ｇ．Ｋ．

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ｏｎ，１８７４—１９３６）的话来说：“我们看见了真理；然 而 真

理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就机械论来说，电磁理论的历史和引

力理论的历史大致相同。如我们已提到过的，法拉第引入了力

线来解释各种电荷的作用、磁现象以及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至

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会证明这些力线（ｌｉｎｅｓｏｆｆｏｒｃｅ）的物理存

在。然而，当麦克斯韦将电磁现象的作用推广到包含传播几百、

几千英里的波时，法拉第的力线最终证明即使作为潜在的物理

解释也是完全不够的。麦克斯韦接受了已被提出作为负载光的

媒介的以太概 念，来 作 为 传 播 所 有 的 电 磁 波（包 括 光）的 媒 介。

麦克斯韦作了巨大的努力来对电磁波的传播进行力学描述，但

这和牛顿解释引力的努力一样，以失败而告终。数学方程执掌

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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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的发展，机械论和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作为

一种实体的以太被抛弃了，只有数学定律“代替”它。引力由相

对论中时空中的短程线来代替。我们承认了电磁波的传播，尽

管不知道其物 理 本 性。我 们 还 需 要 接 受 违 背 常 识 的 波 粒 二 象

性，似乎本来是粒子的电子从原子中射出后通过魔法变成了波。

相对论尤其是量子力学要求我们对于经典力学作深刻的修正。

如果我们看看自古希腊时代以降到牛顿、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

的经典力学的兴起这段历史，上述需要做的变动就不那么令人

不安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经院哲学的力学以及托勒密

天文学的修正至少是同样彻底的革命。

新的科 学 发 展 对 于 机 械 论 自 然 观 的 侵 蚀 在 开 尔 文 勋 爵

（１８２４—１９０７）伤感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他是１９世纪后半期

英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

对于我在研究的对象，只有建立起了力学模型我才能

满意。如果我成功地做出了模型，我就理解了；否则我就没

有理解。我希望，能够在没有引入那些我理解得更少的东

西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光。

然而，开 尔 文 不 得 不 满 足 于 比 他 所 想 拥 有 的 更 少 的“光”

（ｌｉｇｈｔ）。

在整个历史上，为解释大自然的运作，另一个屡被召唤的信

条就是因果性概念。我们试图发现原因，因为这种知识能使我

们造成所希望的结果。因果性是一个比机械论稍模糊的概念。

它强调原因和结果，不过它并不坚持知道机械解释。好多世纪

以来，大约直到１９００年，因果性为机械论信念所支持。许多结

果发生了是因为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有物理机制运作来产生那种

结果。起先，因果性隐含着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接触，即空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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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不过，这不久就扩展到超距作用，如引力。

像多数信条一样，因果性起源于希腊思想。如我们前已讨

论过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在宇宙中起作用的四种原因：形式

因是计划或者说设计，终极因是目的，质料因是存在于物质中的

原因，作用 因 产 生 改 变 或 者 使 发 生。阿 基 米 德（公 元 前２８７—

前２１２）既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又 是 一 位 能 将 其 知 识 用 于 实 践

的科学家，他强调一种与亚里士多德的作用因类似的因果性原

理，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无论何地、无论何时物质的行为都是有

序的、可预测的。

在现代科学中，对于原因的探求起始于伽利略。他确实谈

到过引力是大地附近的运动的原因，不过他被迫忽略因果性，不

得不满足于对于运动的数学化描述。

牛顿及其同时代人发展了这样一种概念：因果性是物理世

界本身的本质中固有的，这种概念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大体上

没变。正是在其对于原因的寻求中，牛顿引入了万有引力作为

行星椭圆运用 的 原 因，而 没 有 这 个 原 因 行 星 会 沿 着 直 线 运 动。

莱布尼茨也确实说过，没有原因什么也不会发生；不过，在他那

个时代，对于原因的信念只是一个信念。

对于因果性的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理解是由康德提出的。在

一个笛卡儿的宇宙学还很流行的时代，他深受牛顿科学之兴起

的影响，拥护牛顿的天文学力学理论体系，甚至在其论著《天体

理论》（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１７５５）中大大地补充了这个

体系。在 其 哲 学 巨 著 《纯 粹 理 性 批 判》（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１７８１）中，他断言因果性是一切理性思维的逻辑上必然

的先决条件。因而，它不需要事实证据的支持。在《纯粹理性批

判》的第二版（１７８７）中，他这样来定义因果性：“所有的变化都根

据因果联系的规律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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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果性概念都以各种方式包含了这样一种联系的

概念：原因通 过 这 联 系 来 引 起 结 果 的 存 在。苏 格 兰 哲 学 家 大

卫·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１７１１—１７７６）试 图 从 因 果 性 中 清 除 任

何形而上学基础。实际上他对因果性进行了质疑。在其关于认

识论的重要专著《人类理智研究》（Ｅ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ｕ

ｍ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１７９３）中他写道：

一切科学唯一直接的用途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根据原因

来控制和调节未来的事件。相似的事件总是与相似的原因

联结，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因此，我们可以定义原因为由另

一个对象所跟随的对象，并且所有与前一个对象相似的，都

由与后一个相似的跟随。

在这种表述中，“对象”换成“事件”更好。休谟的意思是说，

一种情况Ｃ和随后的情况 Ｅ是因果 联 系，当 Ｃ（或 与 其 相 似 的

情况）的发生总是由Ｅ（或与其相似的情况）跟随，并且若Ｃ不在

先发生的话，Ｅ永远不会发生。休谟在其定义中包含了相似一

词是因为他要使因果性在实验上可以验证；并且正确地认识到，

如果定义得太精确的话，某一给定事件不可能再发生。

定义完了因果性，他就着手来抨击它。他相信，只是因为我

们意识到某一特定的因果系列，即使已经有很多次，也不能证明

在未来的情形中，原因将由结果来跟随。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对

于因果性的信念不过是一种习惯，他正确地断言这一习惯不是

信念的充足根据。

最受推崇的１９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加

强了休谟对于因果性的否认，并加上了一些他自己的思想。在

其《逻辑体系》（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ｏｇｉｃ，１８４３）中，穆勒这样表述了其

因果性概念：“对于因果律的承认是科学的主要支柱，而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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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这样一种为人熟知的真理：经观察发现，在大自然中的

每一个事实与先于它的另一个事实之间存在着不变的相继性。”

这样，像休谟一样，穆勒把不变的相继性作为因果性的本质，而

且他还像休谟一样，给予了因果性一个经验基础。他从因果性

中剥去了逻辑必然性，去除了“迫使”概念。他分析道，在这些情

形下可以设定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原因的发生在空

间上接近这个事件；原因由这个事件立即跟随；原因总是由这个

事件跟随。他没有明确反驳休谟的观念：因果性是一种思维习

惯。不过他认为因果性是一种经验概括。归纳是一些概括的基

础，尤其是自然规律的基础。他确实讨论过推断出因果联系的

方法，例如差异法：

如果在一种情况下被研究的现象发生了，在另一种情

况下没有发生，两种情况的条件除了一种外其他完全相同，

而这一条件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有的；那么在两种情况下不

同的条件就是……那种发生了的现象的原因，或者是原因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这一清楚表 述 的 原 理 至 今 仍 在 许 多 科 学 领 域 中 应 用。例

如，在实验室动物身上做实验来试验一种新药物的效果时，总是

包括两组，在选择这两组动物时，其大小、年龄、栖息地和喂养诸

方面要几乎相同，只有一处差异，那就是一组接受药物，而另一

组，即对照组则不接受药物。根据差异法，任何在前一组观察到

而在后一组 没 有 观 察 到 的 效 果，可 以 合 理 地 认 为 是 由 药 物 引

起的。

对于因果性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是由伯特兰·罗素作出的，

他是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并且是１９５０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一篇 文 章 《论 原 因 概 念》（Ｏｎ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ｕｓｅ）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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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

所有的哲学家，不管属哪个流派，都以为因果性是科学

的一个基础性公理。然而，奇怪的是，在高深的科学中，譬

如说在引力天文学中，原因一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我

看来，因果律，像在哲学家中传来传去的许多东西一样，是

一种已逝时代的遗物，它能像君主制一样幸存下来，只是因

为人们错误地假设其无害。

罗素说因果性对于科学来说是“已逝时代的遗物”，是走极

端了。

最近，相对性理论倾覆了因果联系。人们通常以为在这种

联系中，原因必须先于结果。然而根据相对论，两个事件的顺序

不是绝对的了。我们在第９章讨论同时性问题时，发现两道闪

光的顺序取决于观测者。如果这两道闪光由在某些观测者看来

是原因和结果的事件来代替的话，就会有其他的观测者不能以

这种联系来看待这些事件，因为在他们看来，叫做结果的事件可

能先于原因而发生。这样，因果联系的概念就是有缺陷的。

尽管有其不足，因果性原理在整个经典物理学时期基本上

保持不变。尽管有休谟、穆勒和罗素的批评，到１９世纪末因果

性被提高 到 自 明 真 理 的 层 次。路 德 维 希·波 尔 兹 曼（Ｌｕｄｗｉｇ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１８４４—１９０６）在 其 《生 理 光 学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Ｏｐｔｉｋ）中的说法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态度：

因果律具有纯粹逻辑规律的品质，因为从其得出的结

论并不真正关涉经验自身，而是关涉对于经验的理解，因而

它永远不能为可能的经验所反驳。

随着量子理论的发展，因果性原理下场怎样，我们马上就要

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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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一个结果的原因不总是能被确定，例如在彗星的

情况下，而且也不总是能发现一种机制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

在１９世纪，一个替代性的信条———决定论开始产生影响了。因

果性和决定性的区别已经由笛卡儿作出了。因为人的感官知觉

是有限的，所以结果看起来在时间上跟随原因。原因不过是理

由。这一信条的意义最好由一个类比来说明。承认了欧几里得

几何学的公理，一个圆的性质（例如周长和面积）以及其内接三

角形的性质就作为必然的逻辑结果直接决定了。事实上，据说

牛顿曾经问过，既然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定理已经明显由公理

所必然蕴含，为什么还有人费事将它们写出来。然而，多数人要

费好长时间才能发现一个这样的性质。这种在时间中的发现，

似乎以与原因和结果相同的时间顺序将公理和定理相联结，不

过这是错觉。

对于物理现象也是这样。在神圣的智性看来，所有的现象

都同时并存，由一个数学结构来把握。而感官，一个一个地认识

事件，把一些当作另一些的原因。笛卡儿说道，我们现在可以理

解为什么对于未来的数学预言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数学关系是

预先存在的。数学关系是对于关系的最清楚的物理解释。简而

言之，真实世界是数学上可表达的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之运动

的总体，整个宇 宙 是 一 架 巨 大 的、和 谐 的、数 学 化 设 计 的 机 器。

此外，许多哲学家，包括笛卡儿，还坚持这些数学定律是固定的，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宇宙，而上帝的意志是不变的。不管

人类能否读解上帝的意志、看透上帝的设计，世界都根据定律来

运作，世界的规律性是不可否认的，至少１９世纪以前是这样。

宇宙由坚硬的不可毁坏的微粒组成，这些微粒根据确定的、

可计算的力相互作用。这种牛顿式的宇宙观被法国天文学家、

数学家皮埃 尔 西 蒙·德·拉 普 拉 斯 侯 爵（ＳｉｍｏｎｄｅＬａｐｌ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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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９—１８２７）用来作为一种彻底的严格的决定论之基础。下面

的话是他对于决定论之本质的经典性表述：

有这个一种智性，在任何给定瞬间都知道大自然中所

有的作用力，而且知道组成宇宙的所有物体的瞬间位置，如

果它有足够的能力分析一切数据，那么在它看来，就没有什

么是不确定的了，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展现在它眼前。

实际上拉普拉斯的“单一公式”难以想象。决定论者愿意满

足于诸多公式。

拉普拉斯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撰写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墓志

铭。他的概念包含一个凭空想象的超人“智性”。但是这样一种

智性的存在是不相干的。如果宇宙确实以势不可挡的严格的决

定论方式运作，贯穿了过去和未来，那么不管是否有这样一个智

性来知晓，它还是如此，因为在拉普拉斯的宇宙中，这种知性不

施加任何影响。因为其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应得的巨大声望，

拉普拉斯的完全决定论的宇宙观被广泛讨论、并极为推崇。

决定论的宇宙观是如此坚定地被坚持，以至于哲学家们将

其应用到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的人类的活动上去。观念、意愿

和行动是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类的意志是由外部

的物理原因以及生理原因决定的。霍布斯这样来解释看起来是

自由的意志：外部的事件作用在我们的感觉器官上，而这些又

压触在我们的大脑上。大脑中的运动产生了我们叫做欲望、高

兴和恐惧的东西，这些感觉不过是这种运动的存在罢了。当欲

望和厌恶互相挤撞时，就有了一种叫做权衡的物理状态。当一

种运动占上风时，我们就说我们已经运用了自由意志。然而，没

有选择是真正由个体作出的。我们意识到结果，但没有意识到

决定结果的过程。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这是无意义的词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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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志牢牢地受物质的作用钳制。

伏尔泰在其《无知 的 哲 学 家》（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中 说

道：“如果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行星都遵循永恒的规律，而有一

种５英尺长的小动物，居然能够蔑视这些规律，主要按照其臆想

随心所欲地行动，那倒是很奇怪的。”我们发明概率一词不过是

用来表示一种其原因未知的已知结果。

这一结论是如此令人不安，甚至连唯物主义者也试图来减

缓其强硬性。其中有些认为，虽然人类的行为是被决定的，思想

却不是。引入了这种二分法也不能给人多少安慰，因为这意味

着思想在决定行动时是无用的，人类仍是机器人。另外的人为

保留一些自由的外表重新解释自由的含义，伏尔泰含糊其辞地

说：“自由意味着能够做我们所喜欢的，而不是意愿我们所喜欢

的。”很显然，为了 得 到 自 由，我 们 必 须 喜 欢 他 者 替 我 们 意 愿 的

东西。

在科学中，说事件 Ａ 决定了事件 Ｂ只是意味着给定了 Ａ，

就能计算 出 Ｂ，反 之 亦 然。这 样，对 于 决 定 论 在 科 学 中 的“运

用”，可以这 样 来 表 述：给 定 了 在 某 一 特 定 瞬 间 一 组 物 体 的 状

态，就能够通过计算来确定其任何其他瞬间的状态，无论过去还

是将来。

科学意义上的决定论可以由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即我们

在前面的章节见到的公式）来更好地表示。很明显，函数关系并

不带有原因和结果的含义。

一门严格的科学中的要务就是确定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当发现这样一种关系广泛有效，表达了一个有关宇宙运作的重

要事实时，它就取得了自然规律的地位。决定论原理可以说归

于科学规 律 的 恒 定 性 和 可 靠 性。适 当 地 考 虑 这 样 两 个 事 实：

（１）作 为 定 律 之 基 础 的 实 验 数 据 永 远 也 不 会 完 美 地 精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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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所有的理论联系都是试探性的，可能经新的发现来修正，那

么决定论的内涵恰好就是大自然的统一性。

然而，决定论命定不能持久。在大自然的运作中有一些不

稳 定 因 素———克 拉 克 · 麦 克 斯 韦 称 它 们 为 奇 点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ｐｏｉｎｔｓ）。坐落在山峰顶上的一块岩石是不稳定的，因为只需很

轻地一推，就可能引起山崩。同样，这些也是不稳定现象：引起

森林大火的火柴，使世界战争的小词语，以及使我们成为哲学家

或者白痴的小小基因。这样的不稳定因素是决定论的世界中的

裂缝。在这些事例中规律崩溃了，在其他情况下可以忽略的效

应在这里可能起主导作用。

麦克斯韦提醒其科学同行注意这些奇点的含义：

因此，如果那些物理科学的耕耘者在追求科学的神秘

知识中被引向研究奇异性和不稳定性，而不是研究持续性

和稳定性，那么科学的进展就可能倾向于去除那些赞同决

定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似乎起源于这样 的 假 设：将 来 的

物理科学只是对于过去的物理科学之观念的放大。

如果一个人是他那代人的领袖，那他实际上是下一代人的

预言家。麦克斯韦自己对于气体理论的贡献协助为决定论的死

亡铺好了道路。他在这种世界结构中所见到的裂缝或者说缺陷

不久就扩大了，决定论的世界分崩离析了。

决定论不得 不 向 统 计 规 律 让 步。在 我 们 探 究 这 一 概 念 之

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种定律的意思是什么。在美国最大的商

业机构就是保险业。很明显，想通过第一原理来推导出任何一

个人的死亡之年的一切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然而，通过获取有

关几千个人的生命期限的数据，并利用概率论，保险公司可以以

这样的保险费来给人们提供保险：对于付保险费的个人以及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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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公司来说都是公平的。

统计规律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是从统计力学开始的。在统计

力学中，至少可以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几百万个以决定论

的方式运动的分子的碰撞，就能够确定气体的行为。然而，分子

数是如此之大，除了统计手段就不可能考虑其总体行为。对于

统计规律的第一次重要的运用是由路德维希·波尔兹曼在其气

体研究中作出的。在一个好像与机械论和决定论从容相得的世

界里，这是激进的一步，因而引起了剧烈的争论。然而，波尔兹

曼坚持，物理学的任务不是传唤经验数据来接受我们的规律和

思想的判决，而是使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来适应经验上所予

的。波尔兹曼的统计力学在他那个时代被嘲笑为“数学恐怖主

义者”的玄想。

放射性，电子作为波和粒子的好像任意的行为，以及粒子从

原子核中不可预言的射出，这些无疑都在向决定论挑战。此外，

普朗克的量子、爱因斯坦的光子以及波尔的电子跃迁，都不能确

定地预言。由维纳·Ｋ·海森堡（１９０１—１９７６）在１９２７年所宣

布的不确定原理（见第１０章）在动摇决定论信念中也起了重要

作用。在１９２７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海森堡对因果性和决定论

都作了抨击：

但是在因果律的强表述中，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了现

在，就能够计 算 未 来。错 误 的 不 是 最 终 的 原 因，而 是 其 假

设。我们从原则上不可能知道现在的一切被决定的组成部

分。因而，所有的知觉都是从大量的可能性中的一种选择，

一种对于未来可能性的限制。因为量子力学的统计特性是

如此紧密地与知觉的不精确性相联系，有人倾向于去设想

在被知觉到的统计性世界背后隐藏着因果律有效的真实世

界。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推测是无意义、无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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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必须给出的只是知觉之联系的形式化描述。对于真

实情况的一个更好的描述是：既然所有的实验结果都遵循

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确定无疑地显示了因果律的无效性。

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不只是说量子现象的因果联系在我们

的探测能力之外，而是清楚地蕴含：这种联系不存在。这 是 海

森堡自己的推断。鉴于不确定原理，因果性和决定论变得无意

义了。量子力学只能是一门统计性学科。它对单个粒子不给予

精确的描述，对于其行为也不作精确的预言。不过，对于大的粒

子集合，它能作出非常准确的预言。

李厦德·冯·米泽斯以及其他撰文讨论量子力学的人提出

了不确定机制。所有的确定性的定律都被看成不过是对于与机

遇律相联系的可几关系的近似的、纯粹被动的反映。如此一来，

原子领域中的单个过程和事件就是完全无规律的。如爱丁顿在

其《物理世界 的 本 质》（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中

所预言：“科学已经使决定论站不住脚了。”

１９５７年汉 斯 · 莱 辛 巴 赫 在 其 《原 子 与 宇 宙》（Ａｔｏｍ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ｓ）中强调对于所有物理结果的几率解释是正确的。最可

几的就是在观察的范围内发生的。只有在无数原子在高几率过

程中结合的大尺度上，我们才能在实践中把这样的现象看成是

确定的。从根本上说，即使大尺度的事件也是可几的。空间、时

间、实体、力、因果性以及定律这些概念是从“中尺度”的人类日

常经验中借来的，肯定不适合原子现象。

长期以来其他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如波恩、波尔和鲍林都

坚持（尽管稍有不同），大自然中的事件只能由几率解释，而普朗

克、爱因斯坦、冯劳厄、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其他人则不同意这

种观点———对于因果性和决定论他们坚持经典力学概念。争论

的要点在于，量子物理规律的统计性是由于我们缺乏知识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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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权宜之计，会随着时间进程由象牛顿力学中那样的规律来

取代呢；还是统计规律具有客观性———即独立于我们的知识和

意识———对应于微观世界中的实际事件。

我们大都很熟悉爱因斯坦的观点：上帝不会掷骰子。他在

两封信中表达了这种信念，这两封信由罗纳德·Ｗ·克拉克收

集在 《爱 因 斯 坦：其 生 平 及 时 代》（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中。第 一 封 信 是 １９２６ 年 写 给 马 克 斯 · 波 恩 的，其 中

说道：

量子力学的解释力的确给人印象至深。不过有一个内

在的声音告诉我这还不是真实的。这一理论表达了很多，

但没有使我们更接近太一的秘密。不管怎么说，我都相信

他不会掷骰子。

第二封信是很久以后写给詹姆斯·弗兰克的，其中说道：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能意识到至善的主创造了一个

其中没有自然规律的世界。简而言之，即混沌。但是我非

常不喜欢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居然会有有确定解的统计规

律，即迫使至善的主在每一个个别事例中都掷骰子的定律。

在《我的世界观》（１９３４）中，爱因斯坦说道：“上帝是奥秘无

穷的；但他并不怀有恶意。”此外，爱因斯坦和其同事为１９３５年

的《物理学评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还说波动力学理论是不完

备的。爱因斯坦 说 在 将 来 统 计 性 的 量 子 理 论 会 像 统 计 力 学 一

样：其中单个粒子（例如气体中的分子）的运动是确定的，但是

因为有如此之多，所以运用统计学和概率论。对于新物理学贡

献甚大的英国物理学 家 保 罗·Ａ·Ｍ·狄 拉 克 在１９７８年 也 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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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结果可能会证明最终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因为

不应该将量子力学的现在形式看成是最终的形式……我认

为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间我们会获得改进了的量子力学，

其中回归到决定论，因而证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样一种向决定论的回归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放弃我

们现在未经质疑就设定的某个其他的观念。如果我们要重

新引入决定论，我们将不得不付出代价，其方式我们现在还

猜不出。

狄拉克指出了某个意识形态的障碍使我们偏离了对于一种

更完备的决定性理论的发展，这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如亚历山

大·蒲普在其《论人》（ＥｓｓａｙｏｎＭａｎ）中所言：“所有的机遇，即

你看不见的趋向……”

爱因斯坦和狄拉克都没有提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替代模型，

另外一些 物 理 学 家 如 戴 维·包 穆（１９５７）和 坂 田 昌 一（ｓｈｏｉｓｈｉ

ｓａｋａｔａ）（１９７８）都批评了概率性的量子力学，但都没有提出一个

有用的替代模型。许多其他的有才能的科学家也与这一难题搏

斗，最终未果。然而，现在量子力学发展得是如此充分，以至于

解决方法几乎不依赖于更多的实验数据。

尽管科学家们在处理关于易于看见或操作的客体的事件时

（即莱辛巴赫所说的中等尺度现象），仍运用经典力学的决定论

规律，但是，由于量子力学提供的新洞见，他们对于这些事件中

的决定性机制的态度大大地改变了。事情这样发生了，是因为

它们这样发生是高度可几的，而别样发生时是不可几的。

近来的科学创造深刻改变了关于科学的许多哲学信条，机

械论、因果性和决定论是其中的三个。还有很多，我们来简单地

看看其他的几个。

唯心主义是解决我们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形而上学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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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式。唯心主义通过砍去其一端来解决这个难题———如

像贝克莱那样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见《历史概观》）。我们对于

外部世界的一切觉察都是在我们本身之内发生的，因而，认为这

种觉察是由外在于我们的物体产生的，这种信念很可能是一个

错觉。当我们看一棵树时，它确实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当我

们转身不看时，那棵树就不再在那里了。如果我们记起它，或者

听到另一个向我们保证它仍在那里，那么我们所经验的也不过

是心理过程。

对于唯心主义的普通的直觉反应就是视为荒谬的而弃置不

顾。令人敬畏的萨谬尔·约翰逊博士（１７０９—１９８４）以为以其足

踢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反驳了它。尽管有许多有能耐的哲学家致

力于反驳它，但从来没有最终成功。因为不在有意识的存在者

中引起感官知觉的事物之存在，不可能在实验上证明，独立于人

类的物理存在应该被称作是无意义的。而且，所有的科学家应

当是唯心主义者。然而，所有的经典科学是坚实地建基于这个

前提之上的：一个外部的客观的宇宙的确存在。科学家们对于

此是普遍意见一致的：大自然不是在欺骗他们；他们对于一个

真实的外部世界的概念是有充足理由辩解的。

经典型的科学家相信存在一个客观的宇宙，如果有人质疑，

他会回答说人 的 观 测 不 会 对 于 所 观 察 的 对 象 有 可 察 觉 到 的 影

响。此科学家会断言，在观察之前所做的实际上是在确认观察

对象原来是什么，而在观察之后是在确认它将是什么。然而，这

种经典科学的假设不再能站得住脚了。观测的确对于观测对象

有影响，对于宇宙的基本组成成分来说，这种影响绝不是觉察不

到的。海森堡充分解释了这一点。

经典科学已经先验地假定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经典力学

的方程被认为是描述了在这个外部世界中实际上所发生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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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力学也有其数学方程，不过这些方程式是对于观测本身的描

述，描述的不是实际的粒子本身，而是这些粒子在荧光屏（有点

像电视屏）上的作用效果。

与唯心主义相反，逻辑实证主义断言真理只建立在观测到

的事实上。实证主义者是反形而上学的，对于他们来说，有意义

的知识的唯一来源是经验。从经验中得出基本的命题，然后由

严格的推理加 以 扩 展。任 何 命 题 的 意 义 就 是 对 于 它 的 证 明 方

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也

断言，尽管知识主要通过感官而来，但也包括有意识的心智对于

感官证据所表述的联系，例如科学定律。此外，虽然实证主义者

在这一点上 与 唯 心 主 义 一 致：没 有 办 法 证 明 存 在 一 个 外 部 世

界，但他们坚持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从根本上说实证主义者

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对于经验和理性对象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否

认后者的实在性。

在这简略的 叙 述 中 我 们 的 收 获 是 什 么？我 们 的 目 标 很 简

单———指出最近的科学发展如何促使我们不断地检验那些固持

的观点，表明这些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及观看大自然

的方式。科学哲学，或者有人更愿意称其为关于大自然之运作

的哲学，是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所作的概括。随着知识从一个

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改变，哲学也必须改变。因此，我们永远不

能忽视作为“硬核”的科学发现。

这本书旨在表明：这些科学发现主要地———在某些领域中

是完全地———依赖于数学。既然数学确实是人类的创造（尽管

有相反的意见），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大自然是否有秩序、

经设计甚至有 目 的（如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认 为），这 是 不 能 断 定 的。

确凿无疑的是，人类最有效的工具———数学———对于令人困惑

的复杂自然现象提供了某种理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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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这一参考书目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分级书目。原因很简单，

有些读者就各自关心的专题，希望加深理解，而另一些读者则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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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克莱因，依 然 是 那 么 令 人 兴 奋、激 动，恍 如２０年 前，

在图书馆的书架下阅读《古今 数 学 思 想》时 的 心 境。一 直 有 个

宏愿，组织学者把克莱因的主要 著 作 翻 译 过 来，一 定 会 嘉 惠 数

学教育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能有 克 莱 因 的 著 作 通 过 这 套 丛 书

首次在国内翻译、面世，那么对此 丛 书 的 价 值 我 就 有 起 码 的 自

信。莫里斯·克莱 因 著 作 等 身，或 数 学 思 想 史 或 数 学 文 化 或

数学哲学，各有侧重，哪一本都是响当 当 的“硬 通 货”，《数 学 与

知识的探求》也不例外，这本书集 中 探 讨 了 数 学 在 探 求 知 识 方

面的作用。

克莱因认为，数学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个工具

仍然是不完备的，其作用主要在于探求知识，而探求知识与揭示

自然的奥秘、昭示自然界的真面目并非一回事。探求知识是人

类的认知活动，关于自然的知识———科学理论，只是我们对外部

世界的一种认识和解释，并非自然界本身。克莱因为这本书定

名为“数学与知识的探求”（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基于他对数学本体的基本立场（可参考《西方文

化中的数学》译 者 前 言），不 能 把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与 ｎａｔｕｒｅ、ｏｂｊｅｃ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等概念相混淆。粗读本书，会习惯性地以为本书

讲述的是数学如何揭示自然奥秘，在克莱因看来，数学是探索知

识的工具，是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却不是打开自然大门的钥匙。

区分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区分数学与科学这两对概念，也是帮



助理解本书所必需的。

这本书说浅也浅，按知识门类的历史顺序叙述，大都是我们

熟悉的科学史实，可以当作高级科普读物；说深也深，会引发我

们无限的思考，直至哲学的核心问题。如果参读克莱因的另一

本著作《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且还会

有过山车一般起伏跌宕的阅读快感。不过我要提醒非文科的年

轻学子，有节制有限度地思考可能不是一个糟糕的建议，赛壬的

歌声可能把那些定力不够的人拖离数学之船沉入深不可测的哲

学海底。

发稿前，照例都要填写读者对象一栏。每次都颇费踌躇，这

本书是提供给谁读的？谁会读这本书？当然会有预想和期待的

对象，理想的是从事基础数学教学的教师和人文学者能够关注

这本书，并推荐给他们的学生。但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

也没有心情。如果有一个好奇心还没有完全被题海淹没的少年

无意中翻阅到，似懂非懂，却不忍释手，在心智上泛些涟漪，或者

起些激动的波澜，那么也不枉复旦大学出版社费力费时费钱出

这本书，也不枉译者和编辑的辛勤劳动，也不枉费了主编的一番

苦心。

汪　宇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凌晨于京城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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