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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物理学的恢弘画卷  

张端明 雷雅洁

  这本书不是静态地、平面地、简单地描述事实的本身，而是动态地、立体地、多方面整体地展现了科学

在发展过程中的进步和停滞，秩序与混乱，清晰与迷惑，信任与怀疑，传统与反传统种种生动画面。  

  武汉出版社去年下半年出版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史》（原名为Inward Bound：Of Matter and Force in the 

Physical World，出版于1986年）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科学史专著。该书问世以后好评如潮，曾被《美国科学

家》杂志誉为“影响20世纪科学的一百本书”之一。杨振宁教授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罗斯极力推荐此书，

认为本书非常值得一看，杨振宁甚至认为，本书是“一本不朽的巨著”，足见本书学术价值的巨大。中译本

改为现名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就本书的内容而言，确实是20世纪基本粒子物理学从发轫、发展、成熟一直到

繁荣蓬勃发展的信史。  

  该书作者Abraham Pais（阿伯拉罕·派斯）系美国有名的高能物理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荷兰科学院

通讯院士。他在原子核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领域有过多方面的卓越贡献。他曾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玻尔、

费米、泡利长期共事或者有过科研合作。他在奇异粒子尤其是中性介质的研究上有过非凡的贡献。他提出的

相互作用的等级模式、关于基本粒子SU（6）对称分类模型等等，都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历史上投下了浓重

的笔触。由于作者是当事者写现代的科学史，其中许多内容是作者所经历的，或耳濡目染的，必然带有某种

回忆录的性质，使得本书的内容具有真实、准确、栩栩如生的特点，绝非目下坊间许多所谓“科技史”只不

过是许多材料堆砌的“断烂朝报”所可以比拟的。我们以为，本书可以算作德国物理学家劳厄的《物理学

史》以后，最优秀的物理学史的读物。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信史 

  20世纪是物理学辉煌的一百年。其间物理学的领头军是基本粒子物理学。作为带头的大科学，基本粒子

物理学的迅猛发展，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它带动了物理学的其他分支产生和发展。20世纪物理学的两

大主流——量子论与相对论的诞生及发展，是与基本粒子物理学的逐渐发展息息相关的。20世纪物理学的发

展中，最精彩、最有戏剧性的许多事件都是发生在基本粒子物理学中，而这些事件实际上导致天体物理、等

离子体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量子光学、光电子学、半导体和固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物理学的分支的诞

生和发展。因此，本书既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信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可视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缩

影。派斯以物理学大家的锐利眼光，高瞻远瞩地把握住粒子物理学发展的脉络与精髓，将丰富、翔实、可靠

的材料，在20世纪整个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波澜壮阔的洪流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审视、考察。本书不

是静态地、平面地、简单地描述事实的本身，而是动态地、立体地、多方面整体地展现了科学在发展过程中



的进步和停滞，秩序与混乱，清晰与迷惑，信任与怀疑，传统与反传统种种生动画面。  

  本书选材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科学性和典型性。关于粒子物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放射性的

发现、原子结构、光谱与早期量子论、核物理的发展与量子力学的建立，一直到量子场论（包括重整化理

论）的建立和发展，乃至奇异粒子和共振态粒子的发现、部分子模型和夸克模型的建立、分离对称性的研

究、杨—米尔斯场的建立、弱电统一模型的建立、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建立，最后还对大统一理论、超引

力和超弦理论均有中肯、准确的介绍与评述。全书史料丰富、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和索引。在章节之中间或

杂有作者对世界的评述，非常富于启迪性。  

  作者立论公允，远见卓识。对于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兼顾理论工作与实验工作的进步和发展。作者既没

有20世纪早期一些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物理学家鄙夷理论的恶习，也没有沾染20世纪末在粒子物理研究中

过于超越当前实验工作的“纯理论”的倾向。本书对20世纪关于物理结构的理论探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

其是对于量子力学诞生前后，量子电动力学的诞生前后，重整化理论的曲折路程以及夸克理论到弱电统一理

论的建立的艰辛探索，给予了精彩地描写。引用了大量探索者的原始论文、会议发言和学术交流的内容，极

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对于在粒子物理学实验工作也进行了精当地阐述。从卢瑟福的粒子散射实验，到盖格

计数器；从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到近代的对撞机、超大型的加速器，粒子物理如何从作坊式的小实验发展到

今日规模庞大、耗资昂贵的巨型联合实验基地，本书进行了细致地、深入地描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

充分认识到现代高能物理实验不仅需要加速器，而且更需要发展一套精密的、智能化的检测设备和分析设

备。  

  作者在结语中写道：“W、Z之后的第一批理论家们，……在对更大的统一的寻求里却第一次超越了实

验。在事实和想像之间有一条鸿沟，弥补这条鸿沟需要等待新的机器，而其中某些机器的命运尚未可知。看

来在理论同实验之间的对话，好像出现了一次暂停。”有鉴于此，对于80年代中期就已声势浩大的“弦

论”，对于目前尚未经过实验证明的大统一理论，超引力等等作者未予“渲染”。此外，作者在结语中对于

粒子物理实验前景的展望中提到了，一是要“追求更高的能量”，再一个就是要“改进测量的精确度”。当

前的一个例子是寻求可能是非零的中微子质量。我们知道，20世纪末期，从1996年一直到2000年，以日本科

学家为首的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神岗小组，已经用精密的实验证实：中微子的确具有非零的静质量。我们不得

不佩服作者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物理学首先是实验的科学，缺乏实验基础的、再

好的理论，如果要写进“物理学史”，最好还是稍待时日，要看实验最终做什么判决。  

   

并非“圣人”的科学家形象 

  作者作为粒子物理学的战士，将亲身经历与耳濡目染的许许多多科学家在物质结构探索中所表现的义无

反顾的奋斗与追求，不仅作了生动的表现，还进行了热情讴歌。作者还为一些杰出科学家做了近似小传的注

解。这些生动、有趣的材料，不仅大大增加本书的可读性。在对于科学史识的叙述中，读者在字里行间清晰

地领略到20世纪物理学巨人爱因斯坦、普朗克、卢瑟福、玻尔、海森堡、泡利、狄拉克、费米、奥本海默、

费曼、盖尔曼、温伯格等等为科学献身的迷人风采。我们读者不仅看到了他们探求真理的超凡绝俗的领悟

力，和他们一起感受成功的喜悦，同时也看到了在探索的道路上他们的迷茫和挫折；不仅看到了他们意气相

投、和衷共济创造新理论、发现新现象的动人景象，同时也看到了他们为坚持真理，相互争论的许许多多有

趣的场景。  



  例如天才焕发、富于个性的泡利在研究衰变时，义无反顾地反对当时的物理权威玻尔提出的在衰变时能

量不守恒的观点，尽管玻尔的想法在当时得到了许多物理大家的支持；但是年轻的泡利大胆地提出了中微子

的假说，与玻尔对抗。尽管他的想法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疯狂的，但是在30年之后却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有趣的是，玻尔在争论中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而最后坚定地站在了中微子假设的这一边。但是，就是

这同一个直率的泡利，在对待狄拉克的空穴（正电子）理论，却站到顽固的反对派的立场，极尽嘲笑之能

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对待杨—米尔斯理论的问题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苟有取舍，即非全人。实

际上，杰出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在科学上有巨大的贡献，但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的过程中有失误。无情的事实

往往是，任何人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失误比贡献、成功要多得多。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几乎完人似的科

学大家、哲学大家等等，都是虚妄的，都是经过了过滤、装饰所留给我们的假象。有得有失，有胜有负，类

似的故事，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实际发生着。  

   

为读者奉献一部“完璧” 

  本书译者关洪、杨建邺等先生皆为国内著名的科学史的学者，著作颇丰。关洪先生系我国著名理论物理

学家胡宁的高足，才华横溢，在物理学、自然哲学及科学史方面贡献良多。杨建邺先生为华中科技大学物理

系教授，对科学史研究的勤奋，耕耘的深入在国内是人所共见的；他与许多世界知名科学家，包括不少诺贝

尔奖的获得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本书的版权，就是派斯先生送给杨先生的。总体而论，全书译文流畅、准

确。派斯的英文颇有特点，比较难译，因为他原籍荷兰，加之常年居住丹麦。全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专业

性强，涉及又面广，个别术语目前尚无规范的译名，因此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翻译的最高要求是“信，

达，雅”。他们的译文，辞能达其意，意可以说毋违原旨。读起来能够琅琅上口，我以为能够译成现在这个

样子很不容易了。  

  难能可贵的是，全书完整地保留了原书的附录，包括大事年表和人名索引，避免了坊间科学著作的译本

经常被任意肢解的厄运。尽管参考文献、附录所占篇幅有100多面，但是这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大大便利读者

查阅、检索。须知学术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因为目光短浅，追求降低定价，而任意肢解、删节原著，

往往造成原书学术价值下降的恶果。除此而外，这种做法也是对著者的不尊重和知识版权的侵害，岂非因小

而失大。当然，全书能保持原璧，未伤其身，这与其说这是译者的功劳，毋宁说是武汉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

编辑的真知灼见。  

  无庸讳言，尽管全书译文质量可以算得上乘，却也存在质量不完全均衡的现象，也发现有少量的疏误，

将βspectra翻译成β光谱，这是不恰当的；在423页和424页也有排版上的错误；还有一些译名，也有不规范的

地方。希望在再版时，予以厘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