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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来略舒胸中块垒�二来或有益于同辈及后进学
子。遂决意付诸笔端�撰几篇断续文字�且就咬文嚼
字始。然一个人内禀的学问�恰如外套的衣服�刻意
抖落就难免有出乖露丑的时候。物理学词语之计
较�平常三五知己者饭后闲谈尚可；白纸黑字印出
来�于方家眼里固然不成体统�若是出现常识性错误
那笑话可就大了。然既已承蒙 《物理》杂志编委刘
寄星老师抬爱�《物理》杂志编委会又这般大度�将

宝贵的页面匀出一角来让俺开专栏咬文嚼字�则贤
敢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怕只怕能力所限�到头来
终不免真知灼见鲜有�错误纰漏不断。所以事先恳
请宅心仁厚的读者�只将这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当成
引玉之砖。是为序。

ＱｕｏｄＳｃｒｉｐｔｉ�Ｓｃｒｉｐｔｉ（那些我写的�也就写了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曹则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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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理学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何谓物理学？按字典上的解释�物理学是研究
大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学问。详细一点说�物理学是
关于物质和能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 （参
阅ｆｒｅｅｏｎｌｉｎ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当我们谈论关于某事物
（比如飞行 ）的物理时�它包括相关物质的物理性
质、相互作用、其中的过程以及定律等。物理学的定
义还可以参考对物理学家工作的定义来理解。Ｃａｒ-
ｒｏｌｌ写到：“物理学家的工作就是构造世界的数学模
型�然后用观测和实验验证模型的预言．” （原文为
“Ｏｕｒｊｏｂａｓ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ｉ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ｅｓ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ｕｃｈｍｏｄｅｌ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参
阅Ｓ．Ｍ．Ｃａｒｒｏｌｌ．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2004�ｐ．51）按照这个说法�
物理学就是 （达成 ）关于世界的数学意义上的理解。

那么物理学的字面本意是什么呢？英文 ｐｈｙｓ-
ｉｃｓ（ｐｈｙｓｉｓ）来自希腊语 ●υσικη�意思是 “关于自然
存在的事物 ”。亚里斯多德把科学理论分为 ｐｈｙｓ-
ｉｃｓ�数学和神学三部分。他所谓的ｐｈｙｓｉｃｓ�又被称
为自然哲学�实际上不仅包括我们今天称为物理学
的东西�还包括生物学、化学 （我总以为今天的化学
仍然是原子、分子层次上的物理学之一部分。
ＷａｌｔｅｒＫｏｈｎ教授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曾为获得诺贝

尔化学奖郁闷过。他对我此说法略感欣慰。）、地质
学、心理学甚至气象学等学科。相应地�形容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υσικοξ）则有自然的、事物的、形体的等
多重意思。当我们读到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时�这所谓
的物理现实还有自然的这层意思。为了区分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之形体的意思 （生理学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保留了这层
意思 ）�英语中特指形体 （ｓ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时会
用ｐｈｙｓｉｑｕｅ这个词。但是�这个字却是法语里物理
学一词的正确拼法。

物理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在中文中出现�最早
大约见于明末清初方以智著的 《物理小识》一书。
真正与 “ｐｈｙｓｉｃｓ”对应的中文 “物理学 ”一词的正式
使用�现在一般接受的说法是始自1900年�那一年
由王季烈先生重编、日本人藤田丰八翻译的饭盛挺
造著《物理学》中文本在上海刊行。但汉语里的物
理�就字面直接理解应为关于一切自然存在之道理�
则正如《物理小识》一书所表现的那样 （该书12章
涉及物理学、化学、历算、医学、水利、火器、仪表等多
门自然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 ）�是自然科学之统称。
若要翻译成英文�我想应是ｔｈ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ｙｍａｋｅ．这一层意思�诗圣
杜甫在其作品中多有阐明�如 “我何良叹嗟�物理固
自然 ”�“挥金应物理�拖玉岂吾身 ”�“我行何到此�
物理直难齐 ”�“高怀见物理�识者安肯哂 ”等。 “高
怀见物理 ”一句被后人敷演成对联 “高怀见物理�和
气得天真 ”�是赠送物理学家的高雅礼品。而含有
物理一词的最佳诗句当属《曲江二首》中的 “细推物
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读物理的人�从名满
天下的李翁杨翁到藉籍无名之众都愿意用此句自勉

或自我安慰。此外�唐时张说为上官婉儿诗集作序�
誉其 “敏识聆听�探微镜理…… ”�其中探微镜理一
词可为当前实验物理的绝佳写照。

汉语里另一个与物理有关的词叫格 （二声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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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语出 《礼记·
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汉字格的原意为长枝条�动词引申为分
格 （隔 ）、规范之意。格物�即了解事物先从表象的
地方开始�最简单的是分类。这倒确实是早期自然
科学 （博物学 ）的研究范式。

说到物理学�就不能不说哲学�因为物理学本身
即是自然哲学。今天欧洲的许多大学�物理系颁发
的依然是自然哲学博士 （Ｄｒ．ｒｅｒｕｍｎａｔｕｒ）学位。亚
里斯多德死后�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
柯将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收集起来�在物理学之后的
是他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安德罗尼柯名之为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即在物理学之后。后来�这一部分的哲
学思想成了 “ｆｉｒｓ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是关于 “存在之作为
存在 ”的学说。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后来确实是欧洲哲学
非常重要的流派�传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了形而上学�
语出《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
而裁之谓之变。”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作为哲学�与中文的
“道 ”有点近似�但就字面上的意思和西方同行交
流�难免产生误解。因为对他们来说的�“道 ”或哲

学的东西大约是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在存在的深
处 ）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后来被简单地理解为
“只讲形式�不究实质�这就是形而上学 ”�其中难免
有生解字面的成分。这一话题的讨论远超作者能力
之外�就此打住。

后记

本篇为物理学咬文嚼字第一篇。将交稿时�心
中不免打鼓。毕竟咬文嚼字非关高深学问�就算人
家提笔忘字�未必就会影响对物理学的创造性研究。
然文字一事�至少对教人的导师和初学的后生来说
该是重要的吧。想起一则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人
喜欢咬文嚼字�但又不肯深究其义。一日家中有客
人来访�苦于房间太小�于是给邻居写了个纸条借房
子用�上书 “家室太小�欲借令堂一用！”结果被邻居
大嘴巴扇出。此处家室和令堂如果只按字面理解为
“自家的屋 ”和 “您家的屋 ”�倒也没什么错；只是约
定成俗�家室和令堂各有其他意思�笑话就闹大了。
可见文字一事�却也马虎不得。聊博一笑。

·物理新闻和动态·
可割断的流体

如果你用刀子对固体进行切割�那么固体将产生一条裂缝�若对液体进行切割�液体会迅速恢复原状�而不出现任何裂
缝。这就是液体与固体的区别。但自然界总是存在着一些物质�它们并不严格地遵守这种规则。

最近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 Ｊ．Ｇｌａｄｄｅｎ和宾洲大学的 Ａ．Ｂｅｌｍｏｎｔｅ合作设计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将一个圆柱体放在由
水、肥皂和适量盐混合的粘性流体中。然后牵引柱体在流体中运动。当牵引速度较小�约为 2．8ｍｍ／ｓ时�粘性流体表现的行
为与正常液体相似；如果将牵引速度提高到 9ｍｍ／ｓ时�则由柱体产生的裂缝将会很缓慢地复合；再进一步把牵引速度提高到
16ｍｍ／ｓ时�粘性流体的行为接近于固体�它们被柱体切割成多个部分�要几个小时才能相互接近�同时在柱体的尾迹中保留
着各种裂缝的痕跡。如果把柱体的牵引速度与柱体的直径作一相图就可看出粘性流体存在着三个相区�它们分别是流体区、
适度的撕裂区和固体区。若将各个相区的性质作深入一步的研究�将会对其他粘性流体的动力学行为有更好的了解�这些粘
性流体有血栓、地球内层的地幔和牙膏等。

（云中客　摘自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16Ｍａｙ2007）

·信息服务·
香港电子器材公司启事

2007年6月1日起�香港电子器材公司 （ＴｅｌｔｅｃＰａｃｉｆｉｃ）正式全面接管先锋科技公司对美国普林斯顿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仪器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代理业务。为切实保障您的各项权益�我们向您提示：

所有美国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公司 （并ＡＣＴＯＮ公司 ）用户�请即联系香港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登记您的信息。发送邮件
至 Ｉｎｆｏ＠ｔｅｌｔｅｃ．ｂｉｚ或登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ｌｔｅｃ．ｂｉｚ／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ｈｔｍｌ联系。

您也可直接联系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89号恒兴大厦312室　　邮编：100080
联系人：郭捍平 ＴｏｎｙＧｕｏ　　手 机：13501228135　　邮 箱：ｔｇｕｏ＠ｐｉａｃｔｏｎ．ｃｏｍ
电 话：010－62625862　　　　传 真：010－6262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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