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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之“道”》

内容概要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会点上”本书在广泛
探讨了近代物理学的最新成果与东方神秘主义哲学 佛教、道教的系统理论之后，将二者进行深入比较
，得出“近代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思想惊人地相似”的结论这一发现使那些相信科研是客
观性的、与价值概念无关的科学家感到震惊，但是这种宇宙观的变化今后势必影响许多门科学的发展
，改变人类命运的进程 作者精辟的论述激发着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强烈愿望，引导着科学家对他们的
研究成果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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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开始被作者侃晕了，后来才发现其实作者啥也没说
2、遥想高中时候读它的时光
3、我的新物理学启蒙书
4、一个既不懂物理也不懂东方哲学的老外写的侃物理与东方哲学的书
5、许多年前读的1984年的版本
6、清晰的区分和对应了科学与东方哲学的关系
7、逻辑的尽头未必是理性，西方人研究的是科学，东方人玩的是智慧。
8、淋逼宇宙模型的建立
9、看看
10、这本书现在看来只能作为一本启蒙思想的书了。大一统理论毕竟不是东方哲学所专有的。落脚点
只能从近代的量子论出发。而把东方思想归结为神秘主义，更何况，对于佛道，并不是单纯的哲学，
当然也不是单纯的宗教。高中老师曾告诉我，物理学家首先是半个数学家，但是我明白的是，首先它
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家。探索自然之道，并不是在培养技术工人，形而上谓之道，我不愿意追求舍
本逐末的事情。另外，并不是什么材料都能作启蒙之用的。它所带来的疑惑和震撼，相信我会在更纯
真的环境里面去进一步探索。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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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问：两年前看了一本《物理学之道》，里面谈到量子物理学与东方道释两家的相似之处，偶很感
兴趣，不知你怎么看。答：关于《物理学之道》，其实这本书我上中学时就看过，当时看的是“走向
未来从书”的编译本，书名被改成了《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当时看得我是神魂颠倒，夜不
成眠。据我所知，在许多杂志和网上都充斥了对这本书迥然不同的评价。但事实上，写这些评论的基
本上都根本没搞懂这本书的意思。问题的关键在于：卡普拉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把当年极度流行的一
种物理理论，即，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夫里丘提出的“S矩阵”理论作为比较“现代物理学”和“东
方神秘主义”的立足点的。而今天，这种理论已经被主流理论物理学界遗忘，抛弃了。所以，再叫我
谈论对这本书的看法，我多少有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觉。也许可以把你的问题重新归纳成
物理学和哲学（这里哲学一词的涵义比较广泛）的关系的问题，但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我想请教一下“S矩阵”理论和时下主流理论的区别。　　另外，读《物理学之道》时记得序言
里有这么一段话，在高能物理实验中，粒子可以互相转化，能够从能量中产生又复归于能量⋯⋯量子
场认为，粒子只不过是场在局部区域的凝聚，有形的物质和现象只不过是基本实体的暂时表现。这种
思想不仅是量子场论的基本要素，也是古代东方宇宙观的基本要素。　　在“S矩阵”已经被抛弃的
情况下，还可以说以上这段话对吗？答：关于“S矩阵”和现代的标准模型的分别。当年“S矩阵”的
抱负太大了，在这种理论中，无所谓什么基本粒子，一切的东西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好像佛学中所
谓的“因陀罗网”。所以只能从整体上用“S矩阵”这种数学手段去描述。而出于数学上的原因，“S
矩阵”必须满足诸如“幺正性”，“解析性”的要求。当时物理学界期望，从这些要求对“S矩阵”
的限制里，能自然的推导出粒子物理试验上观测到的结果。尤其一开始，从“解析性”出发，确是得
到了一些很美妙的东西。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抱负太好高骛远了，距离解释试验还差的不知道有
多远。所以后来兴起了所谓标准模型，老老实实的认为物质是由夸克构成的。（不妨提一下，当年盖
尔曼起夸克这个名字，就是从乔伊斯的那部比《尤利西斯》还要晦涩的《为芬尼根守灵》里胡翻来的
。大物理学家盖尔曼也是一位兴趣很广的人。）。现在标准模型和试验吻合的非常好，所提出的预言
只有一种所谓的“希格斯粒子”还没有找到。（当然，像我这样的家伙，做梦都想有一天能发现“希
格斯粒子”不存在，否则我等也实在没得混的了）。：）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那段话绝对还是成立
的。不过从这里面看不出什么“东方”思想，我认为，只存在一种思想，那就是人类的思想。其实大
物理学家的视野都很开阔，有很多也都对各种思想感过兴趣。引用我自己的一段话：　　～～那些科
学家可都是极端的以赛亚柏林所谓的狐狸，只要能有启发，绝对奉行拿来主义。爱因斯坦早年受马赫
影响（其实我宁愿把马赫看成科学家。）。到头来，海森伯等后生搬出马赫来在量子论上和爱翁对抗
，爱翁立刻宣告他是位斯宾诺莎主义者。再看海森伯，实则呢，“言必称希腊”（去读读他写的《物
理学和哲学》就知道了）。薛定鄂就更玄，好像最感兴趣的是吠檀多，奥义书什么的。更有甚者，神
明般的狄拉克，压根就对哲学不感兴趣（他连诗歌都不读，认为从中“感受不到简洁和优美”）～～
　　但要说按照某种思想的“引导”去研究物理，那绝对是行不通的。六年前的问答了。：））
2、第一次看这本书还是初中吧？当时看作者侃侃而谈，被绕得云里雾里，感觉深奥异常。过了几年
回头再看，发现这作者其实啥也没说，而且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神秘主义完全不得要领。。。尤其是对
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解读，给我一种作者完全是在用臆测或者一厢情愿地用自己意象中的概念来阐
述Orz....
3、书中的观点都很牵强，作者既不懂物理，也不懂东方哲学。百家讲坛中和杨振宁教授也曾提到过
。有时畅销并不代表正确。
4、在新时代运动的诸多代表作中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已有中译本，这里根据中译本做一个简单
介绍。作者卡普拉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论物理学家、系统论专家。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论证
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相似性，这可以说是一种趋同论。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
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新发展，第二部分介绍东方神秘主义，第三部分论述现代
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相似性。至少从表面上看，作者的讨论是慎重的、严肃的和全面的。作者指
出西方传统中也有神秘主义的因素，但是它在西方不是主流，这就没有将东西方完全对立起来。作者
首先分析了东方神秘主义和现代物理学对知识的性质和对知识的表达方式的理解的分析（第二章），
这一点是整个讨论得以成立的前提。物理学主要关心理性知识，东方神秘主义主要关心直觉知识，但
两个领域中都存在两种知识，而且他们都认为不存在绝对知识。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都认为知识语

Page 5



《物理学之“道”》

言对实在的任何表述都是不精确不完美的。对语言的局限性的讨论成为准备性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第二部分印度教、佛教、中国的思想、道家和禅宗五个部分介绍东方神秘主义，作者主要通过
英文的对东方宗教哲学思想的介绍来了解这些思想。作者指出东方神秘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是强调宇
宙的对立统一和动态性质，也正是在这两点上它与现代物理学有高度的相似性。作者所说的现代物理
学主要是指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量子理论表明包括光子、电子、质子和中子等在内的各种基本粒子都
具有所谓波粒二象性。这个著名的理论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经典物理里，一
样东西不可能既是粒子又是波。波粒二象性说的无非是这些基本粒子有时表现出波的特性有时表现出
粒子的特性，但他们既不是经典的波，也不是经典的粒子。而是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微观世界不是一个可直接观测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在生活经验中获得对它的理解，所以我们永远不可
能理解量子理论。量子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完全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实际上我们把基本粒子
称为粒子是不恰当的，因为它绝不是某种类似于宏观世界里的小微粒的东西。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原
子世界只是一些波的振荡，没有什么宏观意义上的物质存在。其实关键在于原子世界里的东西是一种
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奇特的东西。量子理论还表明我们不能象在宏观世界里那样知道了一个物体的初
始状态和受力状况就可以预测在以后任一时间的运动状态。基本粒子只能用波函数来表示，波函数的
平方表示的是概率。我们不能预测某一原子事件，而只能说它有多大的可能性。甚至它也不是一个事
件的概率而是相互关系的概率。这在经典物理里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概而言之，“量子理论就是这
样地推翻了有关致密物体和自然界严格决定论定律的经典概念。”作者认为量子理论的这个转变意味
着世界不再能分析为孤立的基本结构单元。不幸得是，量子理论反而被认为是一种物质结构理论。显
然把基本粒子称为基本也是不恰当的。实际上量子理论表明的是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为部分。
如果这是量子理论在世界的统一性方面与东方神秘主义相一致的方面的话，在另一方面东方神秘主义
和量子理论都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原子的世界是一个永久不停骚动的世界。物质不再是僵化的被
动的近代意义上的物质，而是处于不断运动的波的状态。总的来说，作者对量子理论的介绍基本是正
确的。但是对于量子理论和东方神秘主义的类似的论证还是没有很大的说服力。至少它绝非是一种科
学的论证。当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复杂，涉及到了多方面的问题，要想赞同或反驳作者的观点都
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
5、本书的作者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某些具体理念无疑是欠理解的,或者说只是字面的理解而没有上升
为感悟,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从大角度上来看,他把握住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共性和合理的本质,并且与现代
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理论与相对论作了一个大胆但却极有意义的对比,让我这个俗人感受到了先哲伟大思
想和当代物理学成就的碰撞和融合.希望这样的书能更多一点.
6、这本书现在看来只能作为一本启蒙思想的书了。大一统理论毕竟不是东方哲学所专有的。落脚点
只能从近代的量子论出发。而把东方思想归结为神秘主义，更何况，对于佛道，并不是单纯的哲学，
当然也不是单纯的宗教。高中老师曾告诉我，物理学家首先是半个数学家，但是我明白的是，首先它
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家。探索自然之道，并不是在培养技术工人，形而上谓之道，我不愿意追求舍
本逐末的事情。另外，并不是什么材料都能作启蒙之用的。它所带来的疑惑和震撼，相信我会在更纯
真的环境里面去进一步探索。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
7、冲着大名去的，失望而归。把近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相提并论，作者也许意在追捧东方“神
秘主义”，可在俺眼中就是十足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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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物理学之“道”》的笔记-体验到一阵子“醒悟”

        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笑话。当你在一刹那间理解了笑话时，会体验到一阵子“醒悟”，这
一时刻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靠对笑话的“解释”，即理智的分析。只有当我们突然直觉地领悟到笑
话的实质时，才会产生那种放纵的笑。

Page 7



《物理学之“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