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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三

万物衍生于母的科学隐喻
曹　则　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语言为一切知识之本。’ ———伏尔泰
　　物理学研究的关键对象是各种自然现象之所以

发生的原因�即因果关系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因此�物理学
在许多场合下表现为描述一个存在的体系对外加激

励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的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关于这个体系的物
理学就浓缩在相应的响应函数中。母子关系大概是
对因果关系最自然的、最直观的比喻�因此与母亲有
关的词汇以各种面目出现在物理学语汇中。与生者
为母�孕育者为母�包裹物为母�发源处为母�与这
些相关的情景中都可能出现源于‘母亲’的词汇。当
然�母亲是女性�源于希腊文的妇女 （γυναικα�ｇｅｎ-
ｅｃａ）一词更是常见的科学词汇。

母亲一词在西语中的形式有 ｍｏｔｈｅｒ（英 ）�Ｍｕｔ-
ｔｅｒ（德 ）�ｌａｍａｄｒｅ（意 ）�ｍａｔｅｒ（拉丁 ）等形式。与养
育、生成有关的事物的描述�常常和母亲有关�如祖
国的英文词为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母语的英文词为 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ｇｕｅ�ａｌｍａｍａｔｅｒ一词本意为养母�被引申为母校�
等等。在英文科学文献中�以英文 ｍｏｔｈｅｒ面目直接
出现的与母亲有关的词汇都比较直观�较易理解�如
主板 （ｍｏｔｈｅｒｂｏａｒｄ）�珍珠母 （ｍｏｔｈｅｒ—ｏｆ—ｐｅａｒｌ�即
ｎａｃｒｅ）�母相 （ｍｏｔｈｅｒｐｈａｓｅ）等。母相一词指的是某
物理系统发生相变前的结构�如Ｎｉ2ＭｎＧａ合金自室
温下开始冷却�它的结构很快就会从立方晶系变化
到四方晶系�则开始时的立方晶系结构就被称为该
材料的母相。

西文物理学文献中�一般读者会忽略其‘母亲’
本意的一词是ｍａｔｒｉｘ（复数为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Ｍａｔｒｉｘ来自
拉丁语 Ｍａｔｅｒ�有母亲、子宫的意思。矿物学上把包
含着我们感兴趣的矿物 （一般是晶体 ）的其他矿物
质称为Ｍａｔｒｉｘ（图1）。笔者曾研究过ｓｉｌｉｃｏｎｎａｎｏ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ａ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ａｔｒｉｘ�指的是分散在硅
化合物如ＳｉＣ�ＳｉＯ2中的硅纳米颗粒�这里的硅化合
物因为包裹着硅颗粒�所以也被称为ｍａｔｒｉｘ�汉译为
基质。当然�我们最熟悉的 ｍａｔｒｉｘ是我们称为矩阵
的一个数学概念。中文矩阵———矩形的阵列———一

图1　此处包含着这颗祖母绿宝石的矿物就统称为Ｍａｔｒｉｘ

词描述的是Ｍａｔｒｉｘ括号里数学元素的排列形式�而
ｍａｔｒｉｘ要表达的则是数学元素如胎儿之置于母腹中

的形象�强调的是括号 （母腹 ）包裹元素 （婴孩 ）这样
的整体存在。比较一下矩阵的表示

ａ11　ａ12　ａ13　ａ14
ａ21　ａ22　ａ23　ａ24
ａ31　ａ32　ａ33　ａ34
ａ41　ａ42　ａ43　ａ44

和图2中剖开的石榴形象�感觉它们像吗？
更深层次的隐含因果关系的词汇源于妇女一

词的希腊文 （γυναικα�ｇｅｎｅｃａ）�相应的英文科学术
语有特殊函数的生成函数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群的生成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ａ
ｇｒｏｕｐ）�基因 （Ｇｅｎｅ）�遗传学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与基因组
（Ｇｅｎｏｍｅ）�等等。特殊函数的生成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函数
是这样的函数�它的级数展开的系数包含要研究的
特殊函数�因此从生成函数出发�特殊函数的许多性
质可以容易地得到证明。实际上�生成函数技术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ｌｏｇｙ）是一项专门研究函数性质
的数学方法。提醒一句�了解特殊函数之生成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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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剖开的石榴
的性质对量子力学的学习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意为生产者�出现的场合很多�汉译经常
根据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将之翻译成不同的词�实在是为
中文学习科学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比如�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ａｇｒｏｕｐ被译成群的生成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被译成氢气发生器�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则译
成发电机�等等。此外�常见词汇 ｇｅｎｅｒａｌ也是来自
同一个词源�具有母亲相对于子女们那样的意思�因

此是‘一般的、普适的、广泛意义上的’�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就译为广义相对论。有时�我们还会问一个
物理问题是不是‘ｇｅｎｅｒｉｃ’�就是考察它是否是关
于、涉及或适用于一类事物的整体�是否具有广泛
的、一般性的意义。

后注　提到矩阵�禁不住想说一说矩阵的中文表示。
往日读书�时见议论言中文不是符号化的语言�妨碍
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和传播�未有切身感受。
近日见清末数学家华蘅芳 （1833—1902）介绍行列
式�采用的是汉字代替西算符号的做法�如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甲戊壬⊥丁辛丙⊥庚乙己 —辛乙

甲—庚乙甲 —壬丁乙。原文中的加号我没法输入�
为‘下’字少逗点。一个人如何能够用这套表示学会
矩阵理论并加以应用？真不是所有的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ｇｕｅ
（母语 ）都适合表述 ｍａｔｒｉｘ�想来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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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书 名 定价 作者 书 名 定价

Ｗ．Ｋｏｅｃｈｎｅｒ 固态激光工程 （影印 ）／（中文 ）·孙文 译 98／78 Ｊ．Ｄ．Ｊａｃｋｓｏｎ 经典电动力学 第3版 （影印 ） 80．0
Ｍ．Ｙｏｕｎｇ 光学与激光—光纤和光波导 第5版 （影印 ） 79．0 Ｗ．Ｇｒｅｉｎｅｒ 量子电动力学 （影印 ） 86．0
Ｇ．Ｐ．Ａｇｒａｗａｌ 非线性纤维光学 第3版 （影印 ） 68．0 ＴｕｎｇＴｓａｎｇ 经典电动力学 （影印 ） 47．0
Ｃ．Ｃ．Ｄａｖｉｓ 激光和电光学 （影印 ） 110．0 Ｇ．Ｓｃｈａｒｆ 有限量子电动力学 第2版 （影印 ） 68．0
张书练 正交偏振激光原理 68．0 ＤＪ．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电动力学导论 （第三版 ）影印 39．0
石顺祥 非线性光学 40．0 Ｍ．Ｄｒｅｓｓｅｌ 固体电动力学 影印版 78．0
叶配弦 非线性光学物理 25．0 俎栋林 电动力学 39．0
姚建铨 全固态激光及非线性光学频率变换技术 120．0 汪德新 电动力学 理论物理学导论 第二卷 32．8
张建奇 红外物理 20．0 张宗燧 电动力学及狭义相对论 25．0
谈和平 红外辐射特性与传输的数值计算 39．8 俞允强 电动力学简明教程 15．5
王义玉 红外探测器 15．0 饶云江 光纤光栅原理及应用 68．0
欧阳杰 红外电子学 21．0 赵勇 光纤光栅及其传感技术 26．0
常本康 红外成像阵列与系统 28．0 Ｃ．Ｒｕｌｌｉèｒｅ 飞秒激光脉冲—原理及实验 （第二版 ） 68．0
Ａ．Ｒ．杰哈 红外技术应用—光电、光子器件与传感器张孝霖译 55．0 吕海宝 激光光电检测 19．0
陈永甫 红外辐射红外器件与典型应用 35．0 苏毅 高能激光系统 31．0
吕百达 固体激光器件 31．0 孙承伟 激光辐照效应 29．0
阎吉祥 激光原理技术及应用 30．0 李福利 高等激光物理学 （第二版 ） 53．0
李荣福 激光声遥感技术 21．0 杜宝勋 半导体激光器件原理 （修订版 ） 32．0
杜国同 半导体激光器件物理 29．5 张国威 可调谐激光技术 28．0
小原 实 应用激光光学 ·李元燮 译 25．0 李适民 激光器件原理与设计 第2版 36．0

　　我店以经营科技专著为特色�以为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欢迎广大读者来店指导或来电查询。
电话：010—82872662、62556876、89162848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ｂｏｏｋ．ｃｏｍ
电子邮箱：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ｂｏｏｋ＠ｖｉｐ．163．ｃｏｍ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1号313北京探索高等科教书店
邮政编码：100080　　 联系人：徐亮、秦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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