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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是铅排的，只留下底片作重印用。
2004年第7次印刷时，做了一些修订，可以说是修订版。
这次用电脑改排，作进一步的修改，算是第二版。
除了订正一些新发现的错误和更新物理常数外，本版增加了少量有助于理解的阐述和评论，和个别的
具体论题。
这主要涉及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也涉及反映过去十多年来有关进展和当前关注热点的一些内容。
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人类从远古地域文明到当今全球文明的过渡虽然还没有全面完成，而发展的前
锋则已迈入属于星际文明之起点的深空探测了。
斯蒂芬。
霍金预言人类将在这个世纪向其他星球移民，二十一世纪显然是星际文明的世纪。
星际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宇宙飞船的动力能源和时空坐标的定位导航。
飞船动力的能源有赖于可控核能的开发，其理论基础涉及量子力学，而飞船定位导航的理论基础就是
相对论。
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我接到过许多关于相对论的读者来信，其中有的就是来自航天领域的朋友，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表明相对论已经不是纯粹的物理理论，不再只是属于少数物理学家的圈子，它开始成为技术专家们
关心的问题，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特别是，与董太乾教授的多次讨论，使我对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了具体的了解。
他是量子电子学的专家，他们做的原子钟安装在我国上天的人造卫星上，所以他和他在航天领域的合
作者们都十分关心对钟的问题：如何把天上的钟与地上的钟对准？
这既涉及狭义相对论，也涉及广义相对论。
时钟是人造卫星或飞船等航天器的心脏，是运用卫星网络来进行精确定位与导航的核心部件。
卫星或飞船可以飞得很高，很远。
时间的微小误差，会在远处投射出巨大的距离误差。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重要的实际问题。
他拿给我看一篇论文，作者是美国原子频标的资深专家和工程师，文章发表在权威的IEEE（国际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刊），其中专门有一小节关于相对论效应对原子钟灵敏度的影响，标题是“相对
论”，既给出了狭义相对论时间膨胀引起的频率改变，也给出了广义相对论引力红移引起的频率改变
。
论文发表于1992年。
这意味着，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相对论已经和正在逐步转化成为航天技术理论基础不可或缺的一个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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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题是讲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物理图像，以及支配物质运动和变化的基本相互作
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物质结构的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固体、量子液体直到天体和宇宙各个
层次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其中讨论了阿哈罗诺夫一玻姆效应、光子和中子在引力场中的效应、超流
、超导与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核物质与致密星体结构等基本物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特别是蔡林
格等人著名的中子衍射实验，而对许多传统问题也都采取了新颖的讲法．第二版又增加了黑体辐射与
声子比热的逆问题、转动参考系与萨纳克效应等内容。
　　本书的习题绝大多数都是从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中提取的实际问题，需要算出可与实验比较的具
体数值．做这种题目，可以获得做研究工作的感觉和体验?在与本书配套的辅助教材《在解题中学习近
代物理》中，给出了这些习题的详细解答，和相关的一些经验、故事、分析和评论，反映了近代物理
发展中人性化的一面。
　　本书起点不高，讨论深入，叙述简洁，信息量大，读者对象是大学低年级学生，以及对近代物理
学基本问题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可以作为理工科大学和师范院校有关专业近代物
理、量子物理、原子物理等基础课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需要了解和学习近代物理相关问题的
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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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时间膨胀，A看到B的钟慢了，因而B将变得比A年轻。
但是反过来，B看到A的钟慢了，因而A将变得比B年轻。
试问当B旅行回来他们再次相会时，究竟谁年轻了呢？
显然，如果他们的生命流逝有差别，也是很小的，现在我们还不可能做这种实际观测。
不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原子钟问世以后，已经可以做等效的实验。
在实验室把两台原子钟非常仔细地对准后，把其中一台放到飞机上去绕地球飞行，然后再拿回实验室
与另一台比较，走得慢的那台就“年轻”了。
这个实验并不像初看那样简单。
A与B都不处于惯性系，他们的情形并不对称，经历的时差可以计算出来。
算得的观测量只有10-7s的量级，效应相当精细。
能够引起这种精细效应的因素都必须考虑到。
这里主要有两个物理因素。
一个是地球的自转，使得地球参考系偏离了惯性系，这对实验室的钟有影响。
另一个是地球引力场随飞机高度的变化，对飞机上的钟有影响。
这两者都是广义相对论效应，将在第16章16.3和16.4节分别进行讨论。
这个问题在相对论建立之初提出时，被称为双胞胎佯谬。
当初不能做实验，只能在理论上讨论，被当作一个训练相对论思维的思想实验。
在做过上述等效的实验，并观测到了相对论所预言的效应之后，称之为双胞胎效应更恰当。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进入航天时代，相对论的时钟效应正在逐渐成为人类航天活动实际经验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神话有“天上方一日，地上已七年”的说法，这当然不是周密的科学推理，但却表现了我们
民族超越生活经验的丰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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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物理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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