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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而构建物理学大厦的支柱，则是它的基本概念。
人们常说：“概念不牢，基础动摇”。
的确，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物理学科理论的基础，是学科赖以生存、成长的核心，是人类对运动着的
客观世界，进行高度抽象、概括和认知而获得的理性成果。
　　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在科学实践活动中
千百次地使用、翻腾、凝炼这些基本概念，从而带来的对其认识的深化，促使这些基本概念不断演化
、发展、进步。
它的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一次巨大的推动，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的科学
技术发展史，是人类对物理学基本概念认识的深化史！
　　当今物理学已发展得枝繁叶茂，万紫千红，臻于完善。
但人们往往只陶醉于对欣欣向荣的花、枝、叶的欣赏之中，而不会去关心那支撑这“万紫千红”的“
树干”！
实际上这些基本支撑概念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困扰，许多概念还存在着很大争议。
这是物理学界不应忽略的，但又确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
　　有人说：科学的最高成果是概念！
实际上学科的最大生命力也来源于概念。
时间、空间、能量、惯性、熵⋯⋯这些都是物理学中最基础的概念，都是让人不说很清楚，一说就糊
涂的“简单”概念。
我们回想一下关于“时间”的讨论：从牛顿的“均匀流逝”到克劳修斯的“时间之矢”；从洛伦兹的
“尺缩钟长”到爱因斯坦的“时空合一”；从普利高津的“内部时间”到霍金的“虚时间”⋯⋯这些
天才们都无一不在这些最简单概念上下足工夫，寻找突破。
难怪有人说：考虑着物理学中最简单问题的人，是非凡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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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说：如果你想难倒一位物理学家，就问他：时间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河”吗？
如果是，那是一条什么河呢？
是什么驱使它流动呢？
它的流速又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如果时间是一条河，可以游到河的上游并穿过这条河吗？
我们能完全阻止这条河的流动吗？
⋯⋯　　实际上现今的物理学，不仅让你在时间概念上找不到答案，而且许多物理学基础概念，如能
量、惯性、力、熵、电⋯⋯都找不到让人满意的答案！
《物理学基本概念探讨》就是专门讨论这些无最后答案的物理学基本概念的专著。
它从这些基本概念的历史及其演化人手，侧重对现有概念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定义进行分析
、讨论，进而采百家之长，提出对此概念、定义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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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质量是实物或场物质的量，质量是实物或场物质的量度　　“质量是实物或场物质的量”
与“质量是实物或场物质的量度”这两个定义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定义是不同的。
在质量是实物或场物质的量中，强调的是质量是物质的量。
而在质量是实物或场物质的量度中，强调质量是一种量度。
前者把质量及物质量与物质混同起来了；后者又只涉及了质量是一种量度，而没有告诉人们这种物质
量的计算方法，因为更多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物理量的定义，应该和它的计量方法有关。
　　也许会说：在本节的开头，已经引用过牛顿的话：物质的量是被确定正比于它的密度和体积本身
的量度。
这里他不但讲了质量是一种量度，而且告知了其计算方法。
其实牛顿在此表述中也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他用密度与体积来表示质量这种量，但当人们问及
密度由何而来时他又不得不要用到质量，故而牛顿还是没有给出与质量计量有关的方法。
　　我们说定义质量是实物、场物质的量度是较为正确的。
其理由有四：　　其一，我们在对任何概念下定义时，首先注意到的并不是该定义是否与计量方法有
关，而是如何使此概念包含在另外一个更广泛的定义之中。
列宁说：“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就是把某一概念放在另外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
例如当我下定义说驴子是动物的时候，我是把驴放在更广泛的概念里。
”由此我们在给质量下定义时，也就无须过多地去顾及与下定义无关的物理量的计算方法。
　　其二，由此定义可确定自然界存在着的一切实物、场物质在量方面的共有特性。
如物体和物质量的多少，这是实物、场在量方面的共性。
我们定义质量是实物、场物质量的量度，就正是表征了此共性。
　　其三，此定义可表示不同类物体物质之间量的关系。
如在地面天平上一块糖与一块铁相平衡，即二者物质之量相同。
将天平放至空中，仍旧平衡，保持不变的还是在地面上表示出来二者物质之量，而不是二者所受之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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