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力学学科的基础性和现代化

千万不要丢了最基础的基础科学 “力学 ”

一一力学既是大工业的基础

力学又是物理科学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谈稿生

一
、

什么是基础学科

“ 基础 ” 是相对于 “ 应用 ” 来说才有其具体意义的
。

“ 基础 ” 的意义有几个方面

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 作为工程技术的基础
。

从应用面广 即到处用到 的意义上的基础性
。

。

不是和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意义上的基础性
。

事实上
,

主要的学科
,

如数学
、

力学
、

物理
、

化学
,

都是有它们的双重性的 即它

们既有基础性的一面
,

又有应用性的一面
。

从强调基础性的一面看
,

它们既可 以称为基

础学科 从强调应用的一面看
,

它们又可 以称为技术学科
。

二
、

力学和它的特点

要讨论力学和它是不是基础学科
—

就是它有没有基础性的一而
,

一

汀先要明确力

学的定义
“ 力学是研究物质机械运动规律的科学 ”

其次
,

就它的特点说

力学既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因此
,

物理是基础学科三三
一

力学是旅础学科

力学又是物理学的基础 详 见第五
。

经典观点
—

世纪末

物理包括力学
,

和声学
、

光学
、

热学
、

电磁学等现象理论
。

牛顿力学体系的统治
因 果 律

时空的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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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观点
—

世纪

物理的力学化

物理现象是微观世界物质运动的宏观表现 —统计力学
、

掀 子 力 学 因果律的破

坏 力学规律的几率化和波动化
。

例 热力学
—

统计力学
、

分子运动学
。

宏观的扩散
、

粘性
、

热传导
、

比热等经验系数都由微观力学理论推导
。

另一方面
,

相对论的 出现
,

确定了时空的不可分割性 对时间
、

空间
、

质量的绝对

化的破坏 力学规律的几何性
。

二十世纪发现了牛顿力学体系的 局限性
,

出现了力学体系本身向大小两个方 向的 延

价扩展
。

力学既是基础学科的基础

力学又是大工业的基础

要写力学的发展史

三
、 “现代化 ” 的意义

人 民 日报的文章指出
,

自然科学现代化的意义在于向两个无穷 无穷小和无穷大

时发展
,

即向微观和大宏观的发展
。

力学要不要现代化 也就是力学要不要向无穷小和无穷大进军的问题
。

小
微观

力学 量子力学

波动力学

专 一 常 规 一
一一

统计力学 牛顿力学

传统力学

大
大宏观

,

高速度

相 对 论

几何力学

力学体系的延仲
,

还牵涉到哲学上认识论的推进 因果论和时空结构

四
、

力学和物理
、

数学的关系

力学和数学的一体性
—

三百年的科学发展史 应用数学的发展 在力学所作过报

丁与
。

力学和物理的一体性
—

“ 物理和力学在原则基础方面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

它们

门许多差异只是在术语上 ” 谢道夫 年 月 日第四届全苏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

并幕式上的报告 ‘

本世纪中叶以前
,

是数学化的力学
。

本世纪中叶以后
,

出现物理化的力学
。

实际
一

匕

廿世纪
一

汗始 物理的力学化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廿世纪中叶 力学的物理化

实例 苏联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物理研究

物理问题研究所 物理的力 学化

力学研究所

力学研究

力学问题研究所 力学的物理化

少之吸

五
、

物理科学的结构

为什么力学足物理科学的基础

物理学处理问题最后的依靠手段是力学 推础

牛顿力学
、

统计力学
、

量子力学
。

人民 日报
一

提出了数
、

理
、

化
、

天 、 地
、

生六大纂础学科
。

在六人从础学科中
,

按照现代观点
,

化学属于物理 天
、

地
、

生 天体物理 地球物理
, 了卜物物理 因此六

大基础学科的五大学科可 以统一归纳为 “ 物理科学 ” 。

力学是物理科学的共同基础
,

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共同工具
。

形象化地说
,

有一个 结构 物理科学的结构

物理科学是 一根梁
,

力学和数学是它的 两根支柱
。

化物力

数学力学

尸夕夕方牙 夕牙 尸尸了万 牙 夕了 夕 万夕夕夕夕岁乡

两根支柱

的特点内容

厂数 学
一

数和形

力 学
一

物质
、

空间
、

时间

在物理科学作为签础学科的甚础上
,

力学就是荟础学科的荞础

我去年十月中旬提出了这个两根支柱的分析
。

后来看到人民 日报上出现了一个不同

的 两根支柱 分析
,

即物理和数学是两根支柱
。

对这个提法
,

我也同意
,

因为
。

两者一致之处
,

就是都把物
、

化
、

天
、

地
、

生统统归纳为 “ 物理科学
。 ”

两者不 同的地方
,

就是 “ 从不同的角度
,

总是可 以看到不同的图象的 ” 。

从理论

力学和物理工作者的角度看
,

力学是基础科学 但是从工程力学工作者的角度看
,

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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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变成技术应用了
。

六
、

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主要区别

基础科学
—认识 自然

工程技术 —
改造 自然

这实质上是相对的

不存在完全没有技术应用的基础科学
。

也不存在完全没有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
—命名的相对性

力学和数学
、

物理
、

化学一样
,

可以分为两大类
。

理论物理
、

理论化学
、

理论力学
、

理论数学
。

应用物理
、

应用化学
、

应用力学
、

应用数学
。

七
、

力学的展望

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化

向两个先穷的扩展
。

。

在力学基础上的 多学科渗透
。

当前
,

对物理 和力学 的挑战
,

就是对四个力 或场 的探索

引力
—

电磁力 —
强相互作用力

—
弱相互作用力

。

这个探索既是对物理工作者
,

也应该是对力学工作者的挑战
。

当然
,

归根结底
,

这

牵涉到力攀本身典不襄规代化
,

也就是说
,

力学工作者是满足于停留在牛顿力学体系的

框架内
,

还是同时须要向无穷小和无穷大两个方向扩展的问题
。

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力学工作者都要向两个无穷进军
。

绝大部分力学工作者完全

可 以在牛顿力学体系的广阔天地内大有作为
。

牛顿力学体系存在着大量的
、

急待研究的
、

极为重要的基础课题
。

例如 湍流
、

渗

流
、

粘弹性流
、

流变
、

非线性波
、

有限形变
、

多相流
、

非牛顿流
、

等离子体动力学
、

材

料强制理论 断裂力学
,

以及天体演化
、

地球力学 地震
、

海洋
、

大气
,

生物力学

等等
,

不胜枚举
。

但必须看到
,

为了力学的现代化
,

在 已由物理工作者 半个多世纪来向两个无穷扩展

开拓了的康庄大道上
,

部分敢于攻关的力学工作者
,

是应该抱着
“

世上无难事
,

只要肯

登攀 ” 的决心阔步迈进的
。

、
、

结 语

作为一 门主要学科 如 数学
、

力学
、

物理
,

必然有其基砂的一面
,

同时也有其

应用的一面
。

我们 既不应该片面地过于强调一个面而否定另一个面
,

也不能不 有 所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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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有所分工
。

在这方面
,

华主席多次指示过
,

科学院侧重基础研究
,

国 防和产业部 门侧重应用研

究
,

高等院校两者兼顾
。

因此
,

从科学院的角度来看
,

力学 和教学
、

物理 当然是基础科学
。

从国防和产

业部门的角度来看
,

则力学 和数学
、

物理 就是技术科学
。

这种分歧
,

总的看来可以这样说
“

学理的认为力学是基础
,

学工的认为力学是技

术 ” 。

其实
,

这既是辩证的
,

合理的
,

也是必然的
。

必须认清这种分歧 , 接受这种分歧

的存在
。

科学院
,

高等院校
,

国防和产业部门
,

应该既有分工侧重 , 又有相互配合
。

在

全国一盘棋的布局下
,

分别把各 自的学科规划制定好
。

这样做有利于把科学技 术 搞 匕

去
,

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本文是 年 月 日在科学味座谈
,

月 日在力学所座谈 的内容撅要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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