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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十五

英文物理文献中的德语词 （之一 ）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190）

“我们的交谈总是用德语�要把握他 （爱因斯坦 ）
的思想精髓和个人情趣�这是最恰当的语言．”

———ＡｂｒａｈａｍＰａｉｓＳｕｂｔｌｅｉｓｔｈｅＬｏｒｄ
“他踩着地雷啦斯米达．”

———刘恒《集结号》

1）　高斯�魏尔�希尔伯特�冯·诺依曼�诺德等人在中文环境中似
乎更多地被认定为数学家�但不好意思的是�他们对物理学的
贡献比绝大部分自诩为物理学家者对物理学的贡献之总和还

大．其实�数学是物理学的支撑�缺乏数学功底的物理学家�身
份毕竟含糊．———笔者注

　　德语自开普勒时代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之前�一直是物理学的工作语言．可以说�是德语文
化圈内的学者为主奠定和建立了近代物理学．一些
德语文化圈内的物理学家的名字对物理学修习者如

雷贯耳�这包括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ｅｐｌｅｒ（开普勒 ）�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ａｕｓｓ（高斯 ）1）�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普朗克 ）�Ａｌ-
ｂｅｒ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爱因斯坦 ）�ＨｅｒｍａｎｎＷｅｙｌ（魏尔 ）�
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夫琅和费 ）�ＲｕｄｏｌｆＣｌａｕｓｉｕｓ
（克劳修斯 ）�Ｈｅｒｍａｎｎ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闵科夫斯基 ）�
Ｈｅｒｍａｎｎｖｏ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赫尔姆霍兹 ）�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
（马赫 ）�Ｌｕｄｗｉｇ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玻尔兹曼 ）�Ｗｅｒｎｅｒ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海森堡 ）�ＷｉｌｈｅｌｍＥｄｕａｒｄＷｅｂｅｒ（韦
伯 ）�ＭａｘｖｏｎＬａｕｅ（劳厄 ）�ＤａｖｉｄＨｉｌｂｅｒｔ（希尔伯
特 ）�Ｅｒｖｉｎ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ｅｒ（薛定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ｕｎｄ（洪
德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Ｐａｕｌｉ（泡利 ）�Ｊｏｈｎ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冯
·诺依曼 ）�ＰｅｔｅｒＤｅｂｙｅ（德拜 ）�ＡｒｎｏｌｄＳｏｍｅｍｒｆｅｌｄ
（索末菲 ）�ＭａｘＢｏｒｎ（玻恩 ）�ＥｍｍｙＮｏｅｔｈｅｒ（诺
德 ）�等等�以及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ＫａｒｌＰｏｐ-
ｐｅｒ（波普尔 ）�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Ｗｅｉｚｓäｃｋｅｒ等�他
们的籍贯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及周边的匈牙利�
捷克�丹麦�荷兰等国．那时�物理学的重要杂志为
Ａｎ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ｋ和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ｙｓｉｋ�一些近代
物理学奠基性的工作都是发表在德语杂志上的．一
个著名的故事是�1924年印度青年玻色 （Ｓ．Ｎ．
Ｂｏｓｅ）从假设光子有不同的状态出发推导了普朗克
黑体辐射公式�在投稿被拒绝后�将文稿寄给了爱因
斯坦�并要求爱因斯坦若认为正确的话就帮忙将之

翻译成德语发表在德语杂志上．爱因斯坦果然依言
而行�将玻色的稿件翻译成德语�然后推荐到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ｙｓｉｋ杂志上发表 ［1］．后来爱因斯坦
也进一步地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这才有了Ｂｏｓｅ—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统计．

然而沧海桑田�世事难料．随着美国在二战后的
崛起�物理学的工作语言渐渐地变成了英语．而曾经
的德语物理杂志也日渐消失．德国物理学会的会刊
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ｓｃｈｅＢｌäｔｔｅｒ也变成了能从英语猜出其意思
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ｋ�而化学方面的 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则是德语其表�英语其里．不过�历史痕迹毕
竟不能完全消失�作为在德语文化下建立起来的近
代物理学�其思想里、字面上的德语痕迹还是随处可
见的．弄清楚那些德文词汇的准确含义�对于正确理
解物理学还是具有些许意义的．甚至�一个严肃的物
理学者有时还可能不得不去翻翻德语杂志的故纸

堆．此外�德语对哲学、音乐、心理学、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也都是不可低估的．一个
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鼻祖、启
蒙思想家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的传记 《康德传》�就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章龙先生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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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于物理学文献中的德语物理学词汇到底有

多少�笔者难以全面搜集�但是数量仍是不少�随手
拈来的就包括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ｆｕｃｎ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ｍｏｄｅ）�
ＲｕｎｄｅｌＢｕｎｄｌｕｎｇ�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Ｂｒｅｈｍｓｓｔｒａｈｌｕｎｇ�Ａｕｆｂａ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Ｚｉｔｔｅｒｂｅ-
ｗｅｇｕｎｇ�Ｗｈｅｌｃｈ—Ｗｅ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ｓａｔｚ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等等�以及一些只保留了首字母的词汇�如 Ｆ—ｃｅｎ-
ｔｅｒ．限于专栏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将就自己有些
理解的部分由简入繁地向读者做些初步性的介绍．
预计分为两部分�日后遇到其他词汇再另行补充．

一、电子轨道的标记ｓ�ｐ�ｄ�ｆ．对应轨道角量
子数ｌ＝0�1�2�3的电子轨道分别被标记为ｓ-�ｐ-�
ｄ-�ｆ-轨道�这是由对原子发光光谱的标记得来的．其
中�ｓ来自 ｓｃｈäｒｆｅ（较明锐的 ）�ｐ来自 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ｌｌｅ
（主要的 ）�ｄ来自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弥散的�相应的谱线较
宽 ）�ｆ来自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基本的�重要的 ）．由于这
几个德语词对应的英文词 ｓｈａｒ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ｆｆｕｓｅ
和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实际上可能就来自相应的德文词�首
字母自然也相同�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德语
来源．在ｓ�ｐ�ｄ�ｆ以后的就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
下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了．

二、Ａｕｆｂａ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量子化学领域常用的词
汇�这里 Ａｕｆｂａｕ＝ａｕｆ＋ｂａｕ�ａｕｆ＝ｕｐ�ｂａｕ＝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即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ｕｐ．Ａｕｆｂａ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汉译构筑原理�
指如何决定原子、分子和离子之电子构型的原则．它
假想有一个逐步添加电子来构造原子 （分子和离
子 ）的过程�每增加一个电子�电子都要被添加到由
原子核和已有电子所构成体系的最低能量轨道上．
根据这一原理�电子填充电子轨道应按照 ｎ＋ｌ规
则进行�即优先填充ｎ＋ｌ较小的轨道；ｎ＋ｌ相同时�
ｎ值较小的轨道优先�故有原子外部电子构型出现
的依次顺序为1ｓ→ 2ｓ→ 2ｐ→ 3ｓ→ 3ｐ→ 4ｓ→
3ｄ→4ｐ→5ｓ…… （图1）．

图1　依据Ａｕｆｂａ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外层电子构型的顺序

三、分子轨道的宇称标记 ｇ和 ｕ．熟悉光谱分

析、分子轨道计算和晶场理论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
σｇ�σｕ�πｇ�πｕ�ａ1ｇ�ｅｇ�ｔ1ｕ�ｔ2ｇ等形式的轨道标记．这里
的ｇ为德语词 ｇｅｒａｄｅ的首字母�意指正的、直的、偶
的；ｕ是ｕｎｇｅｒａｄｅ的首字母�意指不正、不直、奇的．
符号ｕ�ｇ用来表征分子或离子某些轨道的宇称�ｇ
表示该轨道的宇称是偶的 （交换对称 ）�而ｕ则表示
该轨道的宇称是奇的 （交换反对称 ）．

四、色心的标记 Ｆ．从固体物理角度被理解最
透彻的一类色心 （ｃｏｌｏｒｃｅｎｔｅｒｓ）是所谓的 Ｆ-ｃｅｎｔｅｒ．
这里Ｆ是德语词 Ｆａｒｂｅ（颜色 ）的首字母．Ｆ-ｃｅｎｔｅｒ
属于点缺陷�利用辐射可以容易地在碱卤晶体如
ＫＣｌ、ＮａＦ中诱导出Ｆ-ｃｅｎｔｅｒ�实际上�在对透明的碱
卤晶体进行Ｘ射线照射时常常会使样品获得因 Ｆ-
ｃｅｎｔｅｒ的出现所带来的颜色．Ｆ-ｃｅｎｔｅｒ发生的原理
是�电子被晶体中的空位俘获�可看作是处于一个势
阱中�有分立的能级�因此会表现出不同于晶体本身
的颜色来 （图2）．

图2　 （上图�从左至右 ）带Ｆ-ｃｅｎｔｅｒ的ＮａＣｌ�ＫＣｌ�和ＫＢｒ晶体；
（下图 ）ＫＣｌ晶体中Ｆ-ｃｅｎｔｅｒ的示意图

五、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德语词 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
是固体理论中关于声子散射的一个名词�汉译 “倒
逆过程 ”完全莫名其妙�字面上会让人将之混同于
多见的 “ｒｅ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或 “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实际
上�英语文献中保持了这个词的德语形式就在于很
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在咀嚼这个词之前�我们
应先弄清楚其所代表的实际物理过程．

考虑两个声子通过相互作用生成了单一声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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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此过程必须满足动量守恒�即声子的波矢量满
足ｋ1＋ｋ2＝ｋ3．如果�ｋ1�ｋ2�ｋ3都落在第一布里渊
区内�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过程 （ｎｏｔｈｉｎｇｕｎｕｓｕａｌ）�
因此被标记为正常过程 （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如果 ｋ1�
ｋ2都大于Ｇ／4�Ｇ是倒格矢�则这种情况下其矢量和
ｋ′3可能落在第一布里渊区之外．则同此波矢对应的
在第一布里渊区内的点为ｋ3＝ｋ′3—Ｇ；相应地�动量
守恒可表达为ｋ1＋ｋ2＝ｋ3＋Ｇ（图3）．这一晶体动量
反转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ｏｆ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ｕｍ）的行为�被称为
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它是降低晶体热导率的关键过程．
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一般发生在高温条件下 ［2］．

如何 翻 译 Ｕｍｋｌａｐ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呢？我 们 看�
Ｕｍｋｌａｐｐ＝ｕｍ ＋ｋｌａｐｐ．德语介词ｕｍ的意思是围
绕�转弯�返回头的意思�比如 “ｕｍｄｉｅＥｃｋｅ（角
落 ）”就是在拐角处�在街角的意思．而德语动词
ｋｌａｐｐｅｎ是开／闭／翻盖子以及类似的动作�而且还要
传达伴随的叭哒一声响的动静．比如 “ｄｉｅＴüｒｋａｌ-
ｐｐｔｅ”�就是 “门叭哒一声关上了 ”．名词Ｕｍｋｌａｐｐ描
述的就是矢量ｋ′3变成矢量ｋ3＝ｋ′3—Ｇ的过程 （图3
中的右图 ）�可看成合上了矢量Ｇ这样的一个盖子�
故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车轮压过井盖的过程就
有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车轮先是搭上井盖一侧边缘�此
处可看作自某处的一个矢量的顶点；而后车轮压下
另一侧井盖边缘�以此处为顶点的矢量�就是前述矢
量同井盖直径矢量的和．这样一个咣当一声加上一
个恒定矢量的过程就是 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如要翻译
成中文的话�笔者以为 “倒扣过程 ”还有点合适．请
读者批评．

图3　声子散射的正常过程 （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和倒扣过程
（Ｕｍｋｌａ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倒扣过程的出现是晶体具有平移对称性的
结果

六、Ｅｉｇｅｎ．此词常常同一个英文名词结合在一起
（保持了德文原文的连写习惯 ）�构成一个专有名词�
包括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本征矢量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本征值 ）�
ｅｉｇｅｎｆｒｅｕｑｕｅｎｃｙ（本征频率 ）�ｅｉｇｅｎｍｏｄｅ（本征模式 ）�
ｅｉｇｅｎｓｔａｔｅ（本征态 ）�ｅｉｇ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本征函数 ）�等等．

Ｅｉｇｅｎ是形容词�有自己的、独特的、特别的、独自的
等多重意思．汉译 “本征的 ”�估计采用的是 “自身特
征 ”意思�但笔者以为Ｅｉｇｅｎ应该是强调其所修饰名
词之独特性�而非谁的特征．英语未用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ａｒｔｉ-
ｃｕｌａｒ等词翻译�笔者猜测一是保留德文原有的连写
形式�比如 Ｅｉｇｅｎｗｅｒｔ／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本征值 ）和 Ｅｉｇｅｎ-
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ｉｇ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本征函数 ）�避免降低其对独
特性强调的力度；二来ｅｉｇｅｎ发音清脆�意思也比较有
个性�若将之硬翻译成英文�怕是会造成将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Ｖｅｒｄｉ（乔万尼·威尔第 ）改写成 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ｅｅｎ（乔治
·格林 ）那样的恶俗效果．当然�对ｅｉｇｅｎ的正确理解
应该看它在具体语境中的应用．

上述基于德语词ｅｉｇｅｎ构造的词汇在数学和物

理中主要出现在同矩阵相关的场合．在处理振动问
题时会遇到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本征矢量 ）�ｅｉｇｅｎｍｏｄｅ（本
征模式 ）�ｅｉｇｅ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本征频率 ）等词�而在量子
力学的语境中常遇到的则是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本征值 ）�
ｅｉｇｅｎｓｔａｔｅ（本征态 ）�ｅｉｇ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本征函数 ）等词．
这两者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数学时�本质上还是解矩
阵问题 （提请读者注意�薛定谔发表著名的薛定谔
方程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 “作为本征值问题的量
子化 ” ［3］�而后在用同样题目发表的文章里�薛定谔
证明他对量子论的波函数描述同海森堡的矩阵理论

是等价的 ）．那么�关于矩阵�其独特的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
ｕｅ）�独特的矢量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是什么意义下的独特
呢？

考察一般的ｎ×ｎ矩阵�右乘一个ｎ×1的矩阵 （等
价于一个ｎ维的矢量 ）会得到一个新的ｎ×1矩阵：

ａ11　ａ12　……　ａｎ
ａ21　ａ22　……　ａ2ｎ
……　……　……　……
ａｎ1　ａｎ2　……　ａｎｎ

ｂ1
ｂ2
……
ｂｎ

＝

ｃ1
ｃ2
……
ｃｎ

．

若新得到的ｎ×1矩阵同原先的ｎ×1矩阵�都可看
作是矢量�是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特殊的状况�有

ａ11　ａ12　……　ａｎ
ａ21　ａ22　……　ａ2ｎ
……　……　……　……
ａｎ1　ａｎ2　……　ａｎｎ

ｂ1
ｂ2
……
ｂｎ

＝λ

ｂ1
ｂ2
……
ｂｎ

．

则这样的ｎ×1矩阵就是该ｎ×ｎ矩阵的一个本征矢
量�λ是相应的本征值．解矩阵本征值问题就转化为求
解代数方程ｄｅｔ（ａｉｊ—λＩ）＝0�这里Ｉ是单位ｎ×ｎ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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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仔细回忆一下矩阵理论在振动问题和量子

力学中的应用�应能体会其遵循的就是上述的一般思
路．不过�为了透彻地理解量子力学�读者诸君还应
掌握关于厄米特算符的本征矢量和本征值问题的数

学知识．量子力学要求其力学量对应一个自伴随算符
（ｓｅｌｆ-ａｄｊｏｉ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其有如下三个重要性质：

（1）该算符有一组 （可以是无限多个 ）本征值全
为正的本征值；

（2）其对应的本征函数是正交的；
（3）所有的本征函数构成一个完备的空间．
理解了自伴随算符的本征值／本征函数问题�就

有了理解量子力学基本运算的基础了．这样�在研
究具体的物理的问题时�就知道如何确立一组合适
的正交完备基�如何将其他算符或函数用正交完备
基加以展开了．

（未完待续 ）

后记　 （1）德语是一种非常适用于哲学、实验物理学、机
械、电子学的语言�其结构严谨�但词汇却是非常平淡的．德
国哲学之在中国的影响�岁数如我者都有痛苦的考试经历．
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包括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及反过程 （ｄａｓ
ＧｅｓｅｔｚｄｅｓＵｍｓｃｈｌａｇｅｎｓｖ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äｔｉｎＱｕａｌｉｔäｔｕｎｄｕｍｇｅｋｅ-
ｈｒｔ）�矛盾的转换律 （ｄａｓＧｅｓｅｔｚｖｏｎｄｅｒＤｕｒｃｈｄｒｉｎｇｕｎｇ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ｓäｔｚｅ）；否定之否定 （ｄａｓＧｅｓｅｔｚｖｏｎ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Ｎｅ-
ｇａｔｉｏｎ）�不过都是一些浅白的字眼�浅显的道理．翻译者的故

弄玄虚�穿凿附会�让整个民族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2）时常会感慨�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都是在别种

语言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我国人欲从事科学事业�洋文
就是一头拦路虎 （算是我为自己的无能辩解吧 ）．多少美好
的时光�我国人男女老幼将之花在习诵那些粗陋不堪、诘屈
聱牙的洋文上�甚至有人恍惚以为洋文文化 （希腊、埃及、阿
拉伯文化除外 ）也是历史弥久、精美别致的呢．然而�感慨归
感慨�用洋文习科学之耗时费力依然如故�此种无奈感于我
历久弥深．记得某日办公室恹坐�作浣溪沙一首�今录于此�
或于读者诸君中可得共鸣焉．

浣溪沙　无题
春日倦坐拥物理书而寐�起而作

手握经典将欲闻�跌跌撞撞未入门．冥思苦想更伤神．
旁征博引别家事�云山雾罩虚当真．曲里拐弯是洋文．

———曹则贤 2007—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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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编者按　自2007年第7期开辟 “物理学咬文嚼字 ”专栏以来�迄今已经刊登了15篇�有不少读者向编辑部和作者来信表达
对该栏目的关注�并与作者就文章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该栏目引起了读者对物理学名词讨论
的兴趣．这里�摘登一封读者来信�希望更多的人来信或撰文就感兴趣的物理学名词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曹老师：您好！
最近读了一些您在 《物理》上的咬文嚼字系列文章�对您

的学识和精神十分佩服�也推荐给了我的同学们看．在这里想
把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经历向您倾诉一下并提一些建议．

我目前是物理学本科三年级学生�物理和语言皆是最爱�
学习的时候深感有些翻译及讲解让人云里雾里�而且即使是
国内的一些经典教材�也不乏令人困惑的小错误与遗漏之处�
但有时候即使是任课老师也是不一定知道的．学菲涅耳公式
的时候�如果没有看过Ｈｅｃｈｔ的书一般是不会知道 ｓ态中的 ｓ
是德文里ｓｅｎｋｒｅｃｈｔ（垂直 ）的缩写；学配分函数的时候如果没
看过Ｇｒｅｉｎｅｒ的书也一般不会知道Ｚ是德语里 Ｚｕｓｔａｎｄｓｓｕｍｍｅ

（ｓｕｍ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ｅｓ）的缩写�不过知道后的确可以大大帮助记
忆�也丰富了课外知识．另外因为我记忆东西很是需要理解到
一定程度�所以有些东西总记总忘．比如横波纵波这回事�中
文译成横和纵�翻了一些字典�不大懂�个人觉得记英文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要比记中文容易理解物理图像�索性
就记英文了．之后还有横场和纵场．个人觉得有时候语言的确
对理解造成很大的障碍�即使是一些原汁原味的英文名有时
也被后人强烈批评 （比如 ＷｉｌｌｉｓＬａｍｂ就写过一篇叫 Ａｎｔｉ—
ｐｈｏｔｏｎ的文章来批驳光子这个概念�但因为学校没买那个数
据库�所以也没法看 ）�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在创立这
些词当初�也没有人对它们完全理解�因为目前一时想不起很
好的例子�就不举例赘言了．

希望您能多多呼吁一下�在物理教学中可以介绍一些符
号以及词汇的原意和演变过程．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也可以
提高我们对物理概念的理解．还有就是上面说的横波纵波�以
及 “共振 ”这个用途范围很广的词�希望您如果有兴趣可以辟
出一篇来在 《物理》上讲．

鲜瑞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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