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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与艺术是人类拥有的文化现象,是人类认知自然的两种不同手段或语言.艺术是对具有美感的事

物进行直观想象,物理则是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总结出简洁而又能揭示事物本质的物理规律,它们在对自然

本质的揭示以及美的表达上具有相似性.从物理与艺术发展进程的相似性以及物理中渗透的艺术美感两个角度来

说明物理与艺术间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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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与艺术的共同目的都是去构建一幅自然

图景,在描述自然时就犹如“波”与“粒子”,它们是

联系密切的二元体系,是对自然进行单一化描述的

两个不同但又平行互补的方面,都经历了从观察自

然,到描绘自然,进而思考自然的平行发展史.虽然

在发展过程中,物理学家很少关注艺术的发展,但是

不得不承认,纵观整个物理学发展史,凡是前卫型的

艺术作品,它所印记出的对于真理的抽象表达,与前

沿性物理学对于真理的认知总有着惊人的相似.

1 学会看风景 ——— 物理与艺术的独特视角

画家对于自然的描绘是一个“透视”问题,物理

学家对于运动的描述则是一个“参考系”问题.透视

法则为西方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参考系则是物

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美术之父乔托借由感悟

空间感悟出透视原理,物理学之父伽利略为准确描

述物体运动引入了参考系,从此人类才学会了“看风

景”.

1.1 伽利略的“参考系”与乔托的“透视原理”

要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首先要选择一个参照

物或者是建立一个坐标系,这种被选作参照的标准

就是参考系.对于同一个物体,所选择的参考系不

同,对于运动的描述也就很可能不同.正是因为有了

参考系,我们才能对平抛、圆周运动等进行准确的描

述,而这些对运动的准确描述,在伽利略引进参考系

之前是无法做到的.可以说,正是伽利略参考系的引

进,才为人们打开了描述物体运动的大门,也正由

此,人们才开始学会领略物理学大厦的“科学风景”.
“透视”即“清楚的观察”,乔托对“透视原理”的

感悟是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在他

的画法中,按照自然法则的规律,拉开了人物之间以

及人物与背景之间的距离,用线条透射的原理建构

起一个三维的空间,在扁平的画面中开拓出了第三

个维度 ——— 深度,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透视画

法”.于艺术而言,正是由于透视原理的引入,才使得

画家扁平的画布变成了一扇通往立体视界的视窗,

人们由此才有了领略“艺术风景”的基准.也正是因

为有像乔托、伽利略这样的先驱们不断涌现,去引领

各自领域的发展,人们才学会了“看风景”,尝试去

“描绘风景”,进而“思考风景”.

1.2 牛顿力学中的“绝对参考系”与透视画法中的

“优先点”

任何一个相对伽利略系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

动的参考系,在描述力学过程方面是完全等效的,即

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牛顿建立

起他的“绝对空间”的概念.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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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能够容纳万物的“绝对空间”,它独立于外界

事物而永恒存在,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空间中,它具有

最优的地位.那么当我们在观察宇宙运动的图景时,

在可供选择的许多个惯性参考系中,与“绝对空间”

相对应的“绝对参考系”也同样处于一种观察的“最

优地位”.
与此类比,乔托的透视原理认为,在构图上,应

该把视点首先放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点 ——— 作画的

“优先点”上.然后本着这个优先点引出一条水平轴

线和一条竖直轴线,由此在扁平的画面中开辟出了

第三个大而深的维度 ——— 深度,使得画面具有了立

体视感.而观察这样一幅根据透视原理所作的画,观

察者的中心注意点位于画布前方的画外之处,为了

获得最佳的观赏效果,同样需要在众多的参考位置

中选择一个观赏的“优先点”,此观察点优于其他所

有参考点而存在,具有最佳的观赏视角.可见,“优先

点”这一要素,无论是于画家还是于观察者,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在所有参考点中处于“超级地位”.
形象的说,如果我们把自然比作一幅优美的长

卷,如何来选择一个有利于观赏的基准点 ——— 参考

系是很重要的.其中“绝对参考系”则是我们观测宇

宙行为的一个最佳观赏视点,处于观赏的超级地位.
其超级性与我们在欣赏一幅根据透视原理所作的画

时,所选取的“优先点”这一概念如出一辙.“绝对参

考系”堪称物理中的“优先点”,只不过它的提出比

艺术中晚了近300年.将我们的视角再遁着时间的

巨轮回看,中世纪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理论,他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太阳和行星,将观察

行星的视角从地球转为太阳,这一闪念又与艺术中

乔托感悟出透视原理,使得画家视野增加的第三个

维度———深度如出一辙.“日心说”则是为科学界开

创了一个新的观察空间,使中世纪“低纬度”的世界

观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一个大而深的“第三维”

诞生,实现了观察视角的革新.

2 物含臻美总堪寻 ——— 物理模型的“速写”美感

在物理学中,许多物理问题的形象化诠释,本身

就具有绘画的意味.任何一个物理模型的建构,最终

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物理图像中加以解释,使得抽

象的物理问题变得可视化,它是物理简洁美的另一

种展现.这些简洁明了的物理图像,为我们提供了观

测复杂现象的可描绘的幕本,其对物理现象、概念和

原理的形象化诠释,具有一种可观赏的艺术美感.如

电场线、磁感线、光线、等势线等物理线条,都是立足

于事物本质,为了描述问题方便而抽象出的一些理

想化的物理模型.在对物理现象的解释上,这些直观

的物理图像与文字解释比起来,具有一种艺术上的

传神达意之效,犹如绘画中的速写,画家寥寥几笔,

一幅静物的风韵即跃然于纸上.艺术中这些简明突

出的线条,虽出自于抽象且不具有色彩,但却使得眼

前景物的美感层次分明,而且这种美,是贯穿了事物

本质的深邃的美,其对于美的表达,与物理模型对于

真理的揭示相得益彰.
于物理而言,电场、磁场、光等都是不依赖于人

们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而对它们的科学抽象

——— 电场线、磁感线、光线、等势线等却属于人类抽

象思维的更高层次,是人们假想的结果,是为能更方

便的描述和揭示物理本质而引入的.于艺术而言,现

实世界中的真实景物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但对这些景物的描绘手段 ——— 绘画,

却是对这份美的本质的一种艺术抽象,只为能将这

份美变得可描绘和进行瞬间的定格.以“抛体运动”

和“天体运动”的模型为基础,通过物理学定律,人

们可以计算出导弹的弹道和卫星的绕行轨迹.这些

模型虽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但却可以准确地引

导导弹和卫星的实际运动.在艺术的领域,在画家浓

墨重彩的画幅之下,同样存在着画家在构图时所创

设出来的一些假想的线条,它们实际中虽看不见,但

却架构起整个画幅的走向.无论是物理中的线条还

是艺术中的线条,都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揭示,这份

美,属于大美,美得深邃.
无论是物理还是艺术,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客

观实在,同一个自然,同一个宇宙,真理存在的普遍

性以及人们渴望揭示真理的挖掘创造力,使得人们

对于自然现象本质的把握总是几近相似的.只不过,

物理学家习惯于将这份“把握”根植于明晰的数学

方程,艺术家则将其抽象在艺术作品之中.无论是数

学方程还是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人们渴望理解自然,

渴望与自然对话的一种认知方式.它们具有共同且

唯一的探索目的 ——— 都企图去发现尚未被人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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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定义的未知事物.所以在对自然本质的表达上,艺

术家更像是在按自然之道表达内心的审美情怀,科

学家则是以审美的情怀拥抱科学之道,他们最终都

指向了 ——— 真、善、美的境域.

3 自然这幅长卷 ———“科”“艺”两交融

“为善不同,同归于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

间,就像是一座金字塔的两个不同侧面,在各领域的

最基础、最低端部分,由于各自业已形成的思维模式

不同,因而在描绘自然时,存在各领域看似不可调和

的思维差异.但是越沿着金字塔往上走,越接近各领

域的最前沿,彼此间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密切,对于

自然本质的感悟也就越接近,并且最终交于了一点

——— 世界本源.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本体,科

学与艺术只是人们在描绘自然时的两种不同手段或

不同语言,虽然它们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最终对于自

然本质的揭示却总是相似的.
对于整个自然知识体系来讲,它是一个大的综

合系统,各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共同造就

了一张美丽的世界图景.如果将这份融合的知识人

为地进行学科割裂,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知识完整

性和统一性美感的缺失.因此,在物理学等自然学科

的教学中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渗透,是保持

知识完整性的一种需要,更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与

人文素养均衡健康发展的需要.

从社会发展层面讲,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思想发

展的主流,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科

学,也需要充满科学力量的人文.社会的发展离不开

人才,人才的培养要依靠教育,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重

视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是培养具有良好

人文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社

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种时代需要.

4 结束语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掀开物理学

300余年的历史长卷,感受到的是物理学大厦的典

雅、壮美与浩瀚.物理学以其穿透事物本质的深邃的

美,书写了独属于物理学的浪漫.衔华而佩实,物理

学长卷斑斓而又凝重,其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凝练而

又澄澈.那一个个简洁又凝练的物理方程,在贯穿事

物本质的同时也透射着物理学美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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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ThingsCanAlwaysbeFound
———TheMixturebetweenPhysicsandArt

MaLu HongZhengping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alScienceof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014)

Abstract:Physicsandartaretheculturalphenomenaonlyexclusivetopeopleastwodifferentmeansor

languagesforthemtounderstandthenature.Thetwohassimilarityinrevealingtheessenceofthenatureand

expressingthebeautythatartistheintuitiveimaginationofthebeautifulthingswhilephysicssummarizessimple

physicalruletorevealtheessenceofthingsfromvariouscomplicatedphenomena.Themixturebetweenphysics

andartisexplainedfromtwoperspectivesofthesimilardevelopmentprocessofphysicsandartandthepenetrative

artisticbeautyinphysics.

Keywords:physicsandart;scienceandhumanity;penetrative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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