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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全世界物理学界最高的奖项和最大的荣誉，但是至今我国尚未有人获得（外籍
华裔除外），笔者作为中国人感到极为遗憾。
究其原因，当然有很多方面，笔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对物理学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较广泛和全面
地介绍物理学的知识、发展的基本历史、有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以及物理学当今所感兴趣的问题及
研究方向，使读者对物理学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使读者能从物理学大家的研究过程中，学习到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建立起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从而能从中吸取到对自己有益的营养，还能从阅读中获得快乐。
笔者所写的内容中不少是对物理学大家（主要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们的学识渊博，思想深邃
，极富远见和灵感）的著作的一种感悟，想以此使对物理学感兴趣的读者共享他们的精神财富，或者
还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本书对于学习物理学的学生、从事物理学教学的工作者和物理学爱好者，应该是一本可
以加入书架的读物。
　　之所以把本书起名为《物理学漫谈》，就是为了使笔者可以比较随心所欲，也可以随时有感而发
。
但是，笔者又不能脱离物理学发展历史这一条主线索。
笔者把物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串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本较为完整的物理学科普读物。
与别的科普读物不同的是，这本书稍显一些学究气，大概是因为笔者希望对物理学内容本身的叙述尽
量精确所致。
因为希望自己的讲述能多一些趣味性和幽默感，所以全书采用对话的形式编写，力求将深奥的东西讲
得浅显易懂，使读者轻松愉快；为了能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而配了部分精美插图。
但是，为那些对物理学感兴趣的读者着想，笔者还是尽量不涉及数学，如果有那么一点点，也仅仅是
为了讲述的方便或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
但所有这些都可能只是笔者的一厢情愿。
　　在讲述物理学知识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物理学家发现物理学规律的历史背景、思维方式，以及他
们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
笔者就不断地被这种精神所感动。
文中还穿插了一些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获奖背景和所取得的成就。
能提高读者对学习物理学的兴趣，激励读者学习科学的热情，以期将来能够出现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那将是笔者终生的幸福。
　　笔者学和教了一辈子的物理学，对物理学有了一点肤浅的体会。
总想把这点体会奉献给那些对物理学感兴趣的年轻朋友们，使他们少走些弯路，尽快学好物理学，进
入物理学的世界，并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尽早取得科学成就。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
”这也是笔者想写本书的目的。
　　最后，要诚心诚意地说，由于才疏学浅，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
赐教，笔者将不胜感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学漫谈>>

内容概要

《物理学漫谈——物理学爱好者与教授的对话》由陈时著，本书根据物理学历史发展的基本顺序，全
面地讲述了有关物理学的内容，也涉及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物理学家的故事，对物理学的发展也
进行了一些展望。
内容翔实、丰富。
因此，本书既可作为物理学史料来阅读，也可作为物理学资料来查阅。

特别是，《物理学漫谈——物理学爱好者与教授的对话》用浅显的语言来讲述物理学深刻的内涵，具
有很大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本书特别强调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对于激励青少年读者的进取心、提高读者的心智和思维
能力极具帮助，适合于高中生、大学生、中学物理教师及大学普通物理学教师和广大的物理学爱好者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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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教授：刚才对于压强和温度的微观解释，是针对气体所做的。
对于液体和固体，压强则是当它们受到外力作用时，所出现的分子力的宏观表现。
例如，水池的池底和池壁所受到的压强，是重力作用的结果。
将一物体放在桌面上时桌面将受到压强的作用，而此时固体内部所产生的分子力的宏观表现则称为应
力。
至于温度，当然也是分子热运动动能的宏观表现，但是对于固体，其分子不可能发生平动，构成分子
的原子（或离子），却还有振动动能和转动动能，温度就是这种动能的宏观表现。
 对压强和温度的微观本质的认识，不仅满足了人类的认知欲，也是人类智慧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它将引发物理学家对分子运动的规律性和微观世界的更进一步的探索，其结果将会推动
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例如，电冰箱的发明等。
压强和温度的微观表达式的正确性确实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但是，从上述公式出发，能够满意地
解释或推证出玻一马定律、查理定律、阿伏伽德罗定律、道尔顿分压定律等实验定律，间接地证明了
它们的正确性。
 当然了，在低温高压下，气体分子会相当接近，使得我们既不可以忽略分子本身的大小，也不可以忽
略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也就是说，不可以把它们近似为理想气体，而需要作为实际气体。
这时气体的性质当然会与理想气体不同。
荷兰物理学家范德瓦耳斯研究并建立了实际气体的状态方程，不仅使我们对于实际气体有了清楚的认
识，还使我们认识了汽一液相变过程，更认识到了过饱和蒸汽和过热液体。
为了表彰他建立了实际气体的状态方程及使分子运动论逐步形成一门有严密体系的精密科学所作出的
贡献，他被授予19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4.统计规律性 学生：好像统计概念十分重要，请老师系统地给我讲解一下什么是统计概念。
 教授：统计是一种数学上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用来处理大量的随机事件的。
例如，我们将一颗骰子掷人一个碗中，它会出现的点数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因为出现哪一个点
数的可能性都存在。
因此，出现某一个点数，我们称它是一个随机事件。
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地掷下去，就会发现每一种点数都会出现。
如果我们所掷的次数越多，出现每种点数的次数就会差不多了，也就是接近于总数的1／6。
于是可以肯定，当所掷的次数趋于无穷时，出现某点的次数一定占总次数的1／6，我们就说，出现该
点的概率是1／6，这就是一种统计的结果，也是一种规律，称为统计规律。
显然，如果所掷的次数不够多，那么，出现某点的次数所占的百分数就不一定会是六分之一，可能多
一点，也可能少一点，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涨落或起伏。
当然，所掷的次数越少，涨落就会越大，如果只掷了几次，这一统计结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也就是说，只有对于大量的随机事件才会出现统计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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