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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物理学研习者值得拥有的参考书

物理学咬文嚼字　曹则贤　著

物理学需要一种叙述性的语言作为其载

体．不幸的是�这门语言不是我们的母语．不同
的语言可能呈现给学习者不同的物理图像�而
不同的文化会塑造研究者不同的风格从而将物

理学导入不同的方向．用中文表达的物理学�因
为其间还要经过一个翻译的过程�则那些物理
学概念本来的一些内在关联�就在不知不觉中
丢失了．有些概念甚至会被完全曲解．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曹则贤教授在科研教

学之余�长期关注物理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遭遇
的语言问题．通过比照重要物理学文献的英德法文
原文�他对用中文修习物理学所遇到的一些因语言
问题造成的缺憾�有了深切的认识．2007年7月�曹
则贤教授在《物理》杂志上开辟“物理学咬文嚼字”
专栏�为用中文修习物理学者说文解字．

本书收录了“物理学咬文嚼字”专栏文章的
前30篇（增补修订版）�涉及夸克、量子、温度、
熵等重要概念的起源�是一本值得物理学研习
者珍藏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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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关于存在的客观认识�是抽象的、严格的．但物理学的记载和传承却需要语言－－－来自我
们日常生活的、参杂了我们情感的、承载了我们的历史和思维习惯的语言．物理学家为了找到一个合
适的字眼来描述他的观念和事物�也要在文字上下功夫．倘若�您的学问已经超越了已有的学问而到
了不得不用新词的时候�您还要充当语言学家的角色�自己去创造、打磨新词．不同语言文字表达的
同一个物理学概念�因为字面和字面背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向使用不同语言的学习者所传达的物
理图像上的差异是惊人的．所以�物理学咬文嚼字的工作�其意义所在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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