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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在一

千多年前开始在全世界风靡，目前

已成为全球贸易额第二高的商品，

它虽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很多的能

量，但是却充满魅力和魔力。闲暇

时间能与好友约在咖啡馆里一起谈

天说地真是一件美妙又惬意的事

情，如果聊天的参与者又恰好是几

位科学家，那科学的重大发现很有

可能就在这电光火石的思维碰撞间

诞生了。

2021年 4月 28日晚，由科技部

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 49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如期而至。活动

由科技部人才与科普司二级巡视员

邱成利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的李永乐老师受邀担任主讲

人。李永乐以“科学和咖啡”为

题，讲述了咖啡馆在科学探索的过

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回顾了人

类认识宇宙过程中的四次飞跃。

地球是圆的

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

的，甚至在古代文明中世界被想象

成是一个被海洋所围绕的圆盘，天

黑之后太阳会去高山后的海洋上休

息。直到公元前 4世纪，古希腊科

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对地平说产生了质疑，善于观察和

思考的他通过观看月食过程中地球

投在月亮上的影子总是圆形，越靠

近赤道北极星越靠近地平线，以及

远处航行的船在靠近时先看到桅杆

再看到船身这三个证据证明了地球

是球体。由此，亚里士

多德提出了自己的宇宙

模型：太阳、月亮、行

星和恒星都绕着地球以

圆轨道运动。

托勒密和哥白尼

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数学家、天文学家

托勒密经过更细致的观

察，在亚里士多德宇宙

模型的基础上，编制出

当时最先进的模型：地球处于宇宙

正中心，有 8个天球包围着它。托

勒密的模型，正如他前辈的宇宙模

型一样主张地心说，并为世人所普

遍接受，直到16世纪数学家和天文

学家哥白尼向世界宣布：太阳才是

宇宙的中心，这个不一样的声音打

破了地心说长达1500年的统治，却

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作为哥白尼的

信徒、日心说的支持者，意大利科

学家伽利略为让更多人接受日心说

做了很多努力，他于1630年写成的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

的对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

3个人在4天中讨论了日月星辰、地

球自转、地球是不是围绕太阳旋转

以及潮汐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书

中间接表达出伽利略对日心说的崇

拜，一经出版便发售一空，这也使

得更多的人越来越相信日心说。

窥探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

伽利略去世一年后，历史上最

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诞生了。1687

年，45岁的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阐述了万有引力定律

和三大运动定律，此书奠定了世界

物理和天文学的基础，但这一重要

著作能够出版还缘起于一个在咖啡

馆里发生的故事。1684年，英国皇
李永乐老师主题报告现场

人类认识宇宙过程中的四次飞跃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和咖啡”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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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会实验室主任胡克、格林威治

天文台台长哈雷以及科学家雷恩在

一起喝咖啡，有人提出：为什么天

体运动是椭圆呢？胡克表示这是因

为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与距离的

平方成反比。但为什么有引力就能

导致椭圆运动呢？胡克没能给出从

平方反比定律到椭圆轨道的推导证

明。严谨认真的哈雷为了一探究

竟，敲响了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数

学家牛顿的大门，这次访谈也将生

活近乎隐士的牛顿拉回到历史的舞

台上。几天后，牛顿寄给哈雷一份

9 页的手稿，其中就包含了《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主题思想。拿

到手稿后的哈雷震惊之余，鼓励牛

顿将这些内容撰写成书。3 年后，

在哈雷的帮助下，《自然哲学的数学

原理》得以出版，人们惊讶地发现

树上的苹果和天上的行星满足同样

的物理规律，而人类仿佛已经窥探

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

接近宇宙的真相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

渐发现牛顿定律只有在一些特殊情

况下才能近似成立，如果在原子尺

度、接近光速或者在巨大质量天体

附近，物体的运动不符合牛顿定

律，这就促使了物理学的新分支

——相对论的诞生。

爱因斯坦在1905年连续发表了

多篇论文阐述有关布朗运动、光电

效应、狭义相对论、质能方程等方

面的观点，人们把1905年称为爱因

斯坦奇迹年。但在1905年之前，爱

因斯坦一直是个在科学界默默无闻

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使得他的研

究在这一年有了井喷式的发展？也

许和咖啡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902年，爱因斯坦在撰写自己博士

论文的同时为了生计在报纸上刊登

了家教广告，学生索洛文和哈比克

特发现在参加完

爱因斯坦的收费

课程后，可以随

心所欲地与他讨

论物理和哲学，

后来联邦邮电局

的沙旺和瑞士专

利局的贝索也加

入了热烈的课后

讨论。为了不影

响爱因斯坦家人

的休息，几位年

轻人来到一个叫做奥林匹亚的咖啡

馆，并为他们的小团体起了一个名

字——奥林匹亚科学院。他们会在

咖啡馆里先吃一点东西，然后阅读

一些与物理、数学、哲学有关的书

籍并进行讨论。他们读过休谟、柏

拉图、莱布尼茨、庞加莱的经典著

作。他们边读边进行讨论，这些讨

论几乎占据了他们所有的业余时

间，有时甚至会谈论一整个通宵。

爱因斯坦在这些讨论中，一步步发

展了自己的各种理论。在小团体

中，贝索对爱因斯坦的启发尤其重

要。1905年 5月，贝索和爱因斯坦

讨论起时空的概念，爱因斯坦又想

起了困扰自己已经十年之久的问

题：光的参考系到底是什么？贝索

为爱因斯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即我们必须要思考时间的流逝速度

是不是相同的或者两个具有相对运

动的人所感受到的同时是不是一样

的。咖啡馆里的一场对话就这样碰

撞出了火花，爱因斯坦终于明白：

时间也好，空间也好，都是与运动

紧密相关的，不同的运动物体所感

受到的时空是不一样的。仅仅 5周

之后，爱因斯坦就将其写成了文章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文章被

后人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狭义

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就此止步，

10年后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人们

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提出了大爆

炸、宇宙膨胀、黑洞等一系列理

论。人类终于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

更接近宇宙的真相。

李永乐回顾了人类对宇宙的认

识过程，从最初亚里士多德、托勒

密等先贤智者观察宇宙，提出猜

想，到伽利略做出各种物理实验，

主动研究宇宙，再到牛顿通过数学

理论解释现象，爱因斯坦突破直观

感受的屏障，从更加根本的角度理

解世界，每一次都是人类思想的飞

跃。在后两次飞跃中，咖啡馆似乎

成了科学家们的精神圣地。在咖啡

馆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讨论所

有的问题，无需担心像学术报告中

出错一样被人嘲笑。有价值的科学

想法及时得到了碰撞，在反复的交

锋中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在李永乐老师精彩的报告与嘉

宾们热烈的讨论中，科学咖啡馆活

动渐入尾声。中科院科学传播局周

德进局长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一

杯咖啡成为了大家交流的纽带，希

望大家今后能够在科学咖啡馆活动

中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更好地

为科学传播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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