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卷（$%%& 年）$ 期

公式 ! " #$ 中的力从哪来？"

’()*+ ,-./01+
（!"##"$%&#’((# )*#(+(&(’ ,- .’$%*,/,01，2"345+60’，789）

黄: 娆: 译: 曹则贤: 校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2%%%3%）

"! $%%# 4 2% 4 2% 收到

“516(-*718 9-7: 61(;-<<-=* >(=; ?:@<-/< A=8)@，B/7=C1( $%%#，

D=6@(-E:7 $%%#，F;1(-/)* G*<7-7H71 => ?:@<-/<I ”

2）! J);-.7=*-)* 力学已消除了力的概念（译校者注）

! ! 力的概念早在 J);-.7=*-)* 力学的框架内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它却一直贯穿于我们处理力学问题的思维并在

教科书中快乐地存在着I 本文（ 发表在 ?:@<-/< A=8)@，B/7I $%%#）中，$%%#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KGA 物理学教授

’()*+ ,-./01+ 从科学发展史、科学方法论以及文化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悖论，读来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I 我们迅

速翻译了这篇好文章，以飨国内的广大物理学爱好者I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曹则贤）

2! 文化震撼

在我的学生时代，经典力学是最让我费神的一

门课I 这常常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我学习那些通

常被认为更难一些的高级课程时，并不觉得它们有

什么困难I 现在我想我已经找到答案了I 这是“ 文化

冲击”的一个例子I 从数学的角度，我期望得到一个

运算法则I 结果我遭遇到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实际上是某种“文化”I 下面让我来解释I
!% !" 有关 ! "#$ 的一些问题

牛顿第二定律 ; < 3" 是经典力学的灵魂I 和其

他堪称灵魂的东西一样，它并不那么牢靠I 方程的右

边是有确切意义的两项之积I 加速度是一个纯运动

学的概念，可以根据空间和时间来定义I 质量很直接

地反映了物体的可测量性质（ 重量，反冲速度）I 另

一方面，方程的左边却没有独立的意义I 然而，即便

用最高的标准来衡量，牛顿第二定律显然意义重大：

它在很多特定的情形下都十分有用I 外观富丽堂皇、

花里胡哨的桥梁，比如 L()<;H< 桥（ 以“ 鹿特丹的天

鹅”之名而闻名于世），确实能够承重；宇宙飞船确

实能够抵达土星I
当我们以现代物理的观点去考察“ 力”的时候，

就会进一步加深这个悖论I 事实上，力的概念在很多

基本定律的高级表达方式中是不存在的I 它不出现

在薛定谔方程中，也不出现在量子场论的任何合理

的公式中，广义相对论的建立也不需要用到它I 目光

敏锐的人观察到消除力的概念这一趋势早在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产生之前就开始了I 2）

杰出的物理学家 ?171( MI A)-7（N=(8 O1.P-* 和

Q);1< D.1(+ K)R91.. 的密友兼合作者）在他 23S& 年

出版的《动力学》一书中写道：“ 在所有包含力这个

概念的方法和体系中，力是人造产物⋯⋯，‘ 力’以

及那些产生‘ 力’的感官概念的引入并不是必要

的I ”［2］

尤为令人惊奇的是，T1(7()*8 5H<<1.. 在他 2S$&
年出版的为知识分子普及相对论的读物《相对论入

门》中写道：“如果人们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

这个世界，消除‘力’的概念将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物

理上的观念，而且可能还包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

⋯⋯在关于太阳系的牛顿理论看来，太阳似乎是一

个发号施令的君主，行星则必须遵守这些命令；而爱

因斯坦构造的世界里与之相比要多一些个人主义，

少一些专制独裁I ”［$］这种想法是如此的特别而且

颠覆传统I
5H<<1.. 那本 书 第 2# 章 的 题 目 就 是“ 力 的 剔

除”I
如果 ; < 3" 形式上是空洞的，精确推敲起来则

模糊晦涩，甚至道义上是可疑的，那么它的不可否认

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I #" 力的文化

为了弄清它的来源，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式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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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样被应用的!
一类很普遍的问题是给定一个力，然后求解运

动，或者反过来! 这类问题看起来很像是物理，但实

际上只是微分方程和几何学的练习题，加了一点伪

装而已! 为了与物理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对实际

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力做一个声明，各种各样的假

设被塞了进来，但经常并不说明!
经典力学里关于运动的第零定律是质量守恒!

由于它过于基本所以牛顿没有明确指出! 物体的质

量被认为是独立于它的速度和任何施加于它的外力

的，总质量既不产生也不消灭，只是在物体相互作用

的时候重新分配! 当然，如今我们知道以上内容并不

十分正确!
牛顿第三定律指出，对于每个作用，存在着一个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 而且，我们通常假定力

不独立于速度! 这两个观点也都不那么正确! 例如，

它们不能解释带电粒子间的磁相互作用!
很多教科书讨论到角动量的时候，引入了第四

定律：物体间的作用力沿着连接它们的直线的方向!
这被用来“证明”角动量守恒! 但这个定律对于分子

间作用力是完全错误的!
当我们引入约束力和摩擦力的时候还要做出一

些其他假设!
在此我不作赘述! 任何人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

公式 ! " #$ 自身显然并不能为构建整个力学体系

提供一个运算法则! 这个方程更像是一种用以表达

力学体系里各种不同的、有用的见解之公共语言! 换

句话说，对这些符号的解释包含了完整的文化! 当我

们学习力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通过大量被解过的

例子来领会力到底是什么，这不仅仅是经由练习培

养技能的问题，而是我们吸收了由这许多假定构成

的一种默认的文化! 不能认同这一点就是造成我困

扰的原因!
力学的历史发展反映了一个类似的学习过程!

牛顿在解释行星运动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发现

一个形式简单的单一的力决定了整个体系的行为!
他在《原理》第二卷中所做的描述延展物体和流体

之力学的尝试是突破性，但却没有决定性的结果，而

且他几乎没有接触到力学中更实用的方面［"］! 后

来，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对于我们今天所

理解的“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当中特

别包括 #$%& ’ ()*$+,$-.（ 约束和接触力），/0%-*$1
/23*2+,（摩擦），和 4$2&0%-’ 53*$-（ 刚体，弹性物

体和流体）!

!! "# 物理和心理上的来源

我们发现，许多根植于“ 力的文化”中的观点并

不是完全正确! 此外，我们今天认为更正确的那一套

物理定律如果要嵌入这种文化的语言框架却不是那

么容易的! 要知道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必须回答两

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文化能持续繁荣？为什么它会

最先出现？

对于物质的行为，我们今天拥有非常完善和精

确的定律来描述，大体上涵盖了经典力学和更大范

围内的现象! 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为构建

物质个体以及它们之间的非引力作用提供了基本的

定律；广义相对论则使我们对引力有了充分的描述!
从这些有利条件来看，我们可以得到有关“ 力的文

化”整个领域及其边缘的清晰图景!
相对于早期的观点，出现于 67 世纪的现代物质

理论更精确，更具多视角的特点! 直白一点说，解释

各种符号时的自由度变小了! 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

色动力学的方程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它们

告诉你什么样的物体会出现，同时能预先规范它们

的行为，它们支配着你的测量设备，和你本身！因

此，它们定义了什么样的物理问题可以被提出，并且

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或者至少是得到答案的算

法（我深信量子电动力学加量子色动力学不是解释

自然界的完备的理论，而且，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很好

地求解那些方程）! 荒谬的是，现代物理的建立较之

于早期的并不那么完善的理论体系包含了较少的解

释和文化! 方程仅仅提供算法，如此而已!
同现代基础物理相比，“ 力的文化”定义很模

糊，视野有限，而且是近似的! 不过，由于一个决定性

的优势，它在这场竞赛中生存了下来，而且持续繁

荣，那就是它容易操作! 实际上我们不希望穿越广阔

的希尔伯特空间，归一化消除紫外发散的灾难，解析

延拓那些由有限步骤定义的欧氏空间里的格林函

数，然后计算发现覆盖了电子云的核子组成原子，再

聚集起来构成固体，⋯⋯而所有这些只是为了描述

两个弹子球的碰撞! 这样的做法简直比直接用机器

代码在没有操作系统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电脑绘图更

显得像精神病! 这个类比的意思是：力是一个相当于

高级语言的灵活创造，它使我们从不相关的细节中

解脱出来，让我们相对不那么痛苦地专心于应用!
为什么我们能够将那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封装起

来而不顾？那是因为物质通常处于一种稳定的内状

态，具有很高的能量和熵的壁垒从而限制了能够被

激发的自由度! 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数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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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有效自由度，其他的不过是为演员提供的舞台

而已’
虽然力本身不出现在现代物理的基本方程中，

但这些方程显然包含着能量和动量，而力与这二者

有着紧密的联系’ 粗略地说，力是前者的空间导数和

后者的时间导数（! " #$ 只是强调了这两个定义的

一致性！）’ 所以力的概念没有远离现代物理的基

础，就像 ()*+ 和 ,-../00 所说：“它的出现也许毫无道

理，但并不奇怪’ ”不改变经典力学的内容，我们可

以将力放入拉格朗日力学的语境中，只是在其中它

不再是一个基础的量’ 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技巧问

题；更深一层的问题是：“ 力的文化”反映出哪些基

本的东西？什么样的近似导致了它的出现？

某些近似，即对物质的动力学行为的截断式描

述，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因为它更易应用而

且有针对性’ 为了解释构成“力的文化”的特定概念

和理想化的有效范围以及起源，我们必须考虑它们

的详细内容’ 一个如同“力的文化”自身那样的合适

的答案，必然很复杂而且具有开放性’ 例如，从分子

的角度来解释摩擦仍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得出一些概括性结论之前，我将在下部分就上述

提出的问题作简单的讨论’
在这部分的结尾我将谈谈有关的心理学上的问

题———为什么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能量能解释力所

能解释的一切，甚至可以证明比力做得更好，而力曾

经而且仍然被引入到力学的基础中去？动量的改变

———对应于力———是显而易见的，而能量的改变通

常不易被察觉，这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另外，在

静力学中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当我们举起一个

重物时，虽然没有做功，可我们很明确地感觉到我们

在做着某件事情’ 力的概念就是从这种用力时的感

官体验中提取出来的’ 1230/45/6+ 提出的替代概念，

即对微小位移响应所做的虚功，很难与此产生联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不断做实了的虚功，解释

了我们吃力的感觉’ 当我们稳稳地举起一个重物时，

作为对手臂发出信号的一种回应，肌肉纤维丛收缩；

手臂感受到了微小的位移，并在这个位移增大之前

作出补偿［#］）’ 类似的理由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牛

顿用“力”的概念’“力”持续被使用的原因很大一部

分是由于精神上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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