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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 20世纪是球量子无限可分与球量子有限可分之争的世纪，那么 21世纪则是球量子与环量子之

争的世纪。这个分水岭是夸克模型和层子模型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微观物质结构认识的第四个阶段的到来，

这是 20世纪的一件大事。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把它说成是一场“体的无限可分”与“点的不可分”之争，实际

上这是 20 世纪国际冷战带来的球量子无限可分与球量子有限可分之争的标志。毛主席借造原子弹打造类似

“一分为二”、“物质无限可分”的革命策略，不是真的直接为我国科学打造“上等马”，也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国

内外的阶级矛盾，而是以此败求哀兵之必胜，为我国科学打造“下等马”----类似“田忌赛马”，这就是新中国的

百年科学战略类似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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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21年 3月 15日在“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清

华大学程鹗教授发表的《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

七）：物理世界的重整》一文中，有一张照片：“1945

年 11 月，来自中国的胡宁（左一）和泡利（左三）

等在庆祝诺贝尔奖的啤酒晚会上”。其中的“胡宁”引

起我们对中国层子模型发轫 60周年的思念。 

程鹗教授文章对这张照片介绍说的是：“1945年

二战结束后，全身心投入原子弹工程的惠勒和费曼

才得以重拾旧业，陆续发表几年前的成果。他们的

第一篇论文发表在那年《现代物理评论》庆贺玻尔

60 岁生日的专刊上，让惠勒尤为自豪。泡利那年接

到一份意外的电报，通知他获得该年诺贝尔奖。泡

利正在申请美国国籍，没有去瑞典领奖。高等研究

院为他们的第一份诺贝尔奖举行了庆祝活动。晚上，

惠勒又招呼起普林斯顿的年轻一代为泡利举办啤酒

会” ----看来“胡宁”院士 194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深造时，已经和现代世界科学大师泡利、惠勒和费

曼等有过深入接触和交流。 

 

【1、层子模型发轫 60年的依据与同行评估】 

胡宁(1916～1997)，江苏宿迁人。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38 年西南联

合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1 年

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深造，1943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3

年至 1948年，先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量

子场论和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后在爱尔兰都柏林

高等研究院、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从事研究。

1948年至 1950年，先后任美国康奈尔大学原子核研

究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物理系、加拿大国家科学

院研究员。1951年回国。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1957年至 1959年，在苏联杜勃纳参加联合

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任理论实验室研究组组长和研

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代表。早年在周培源的指导下

致力于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40至 50年代，

对介子的核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S矩阵理论、量子

电动力学和粒子理论、高能多粒子产生理论和强相

互作用理论等作了深入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60 年代中期与朱洪元共同领导建立和发展了强子内

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的工作，并对有关问题作了

系统研究，获一系列创见性成果。对高能物理实验

中发现的大量新强子和新现象作了分析，并对强子

结构和强相互作用动力机理作了探讨。主要论著有

《电动力学》、《场的量子理论》等。 

关洪（1935～2007），我国著名科学史家，中山

大学物理系教授。师从理论物理学泰斗胡宁院士，

并将为师之学发扬光大，学殖深厚，1962 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物理系，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78

年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从事物理研究和教学工作一

直到退休，是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著述丰，涉猎

广，多年来，他对中国的理论物理教学与研究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多本著作被许多院校作为教科

书和重要参考书。为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学界的最

新进展，他翻译了大量重要的物理学著作。在物理

学史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是国内少有的既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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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又对物理学史有深入研究的专

家。著有《量子力学基础》、《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

物理学史选讲》等。 

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关洪是层子模型主创者胡

宁教授的学生，也是层子模型的研究人员，他对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开始，在我国对“物理学中的唯

心主义”进行的多次批判运动，特别是对层子模型前

后声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并指

责同行物理学家为“唯心主义”的一些正式发表的言

论进行的案例分析说：层子模型的一些研究者是不

是过分依赖“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眼光过于

集中在层子或者夸克的波函数这个至今未能解决的

难题上呢？不过，与坂田模型不同的是，除了层子

是夸克的另一种说法之外，“层子模型并没有给今天

的物理学留下什么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2019年 2月 27日“百度文库”网，发表的《物理

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问题》一文中说：“早在 1960

年，中国在杜布纳从事粒子理论研究的几位工作者

朱洪元、周光召、汪容、何祚庥等人，曾在 1960年

第二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过一篇《现

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

问题》的论文”。对此，在 2005 年《自然辩证法通

讯》杂志第 2 期上，关洪教授发表的《层子模型前

后----关于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物理学研究的

案例分析》一文中也提到说：“1960年第 2期《自然

辩证法研究通讯》上，朱洪元、周光召、汪容、何

祚庥等人发表过《现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

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问题》的论文，其中指出：‘实

践已经证明基本粒子有一定的结构’，‘对称性质是基

本粒子最基本的性质’，‘有理由期待在如此丰富的基

本粒子的里面，也一定能找到一个更深入地反映全

部基本粒子运动规律的统一的理论……’。”  

关洪教授说：“北京大学物理系基本粒子理论组

的领头人是胡宁先生。他在 1947 年至 1948 年旅居

国外期间接连发表了几篇讨论S矩阵解析性的文章，

在奠定色散关系方法的理论基础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61年下半年至 1962年上半年，我们北京大学物理

系理论物理班上的几名同学，在胡先生直接间接的

指导下做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都是色散关系方面，

包括当时最前沿的‘双重色散关系’方面的工作。但是，

在我们 1962年下半年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胡先生

的助教或者研究生以后，他没有要我们继续做他曾

经做过重要贡献的色散关系方面的研究，而是把眼

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前方。他主要叫我们看两篇论文，

一篇是费曼和盖尔曼关于弱相互作用的文章，另一

篇是盖尔曼关于 SU(3)对称性‘八重法’的文章，还有

就是对坂田模型等有关工作的了解。胡先生就这样

引领着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组，率先把主要的方

向转移到内部对称性即与基本粒子结构有关的研究

上来”。 

关洪是为他的老师胡宁辩护，说胡宁开始并没

有卷入类似“哲学、文化、政治”的一些需要。这里

我们也要为层子模型的主创者朱洪元辩护，即在我

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着重点时期，主创者朱洪

元就是卷入类似“哲学、文化、政治”的一些需要，

但他也并没有像有的人改革开放到如今，仍要与夸

克模型争功，把层子说成是与之对着干的夸克。当

有人指出其不足时，又把责任推给朱洪元和胡宁，

说他们才是层子模型主创者。其次，又说层子模型

是国家科研项目，参加者众多，意思是如果敢说层

子模型是“伪科学”，那就成了打击了一大片。当然“层

子模型”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应该承认首先来源

于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指引。 

1953 年毛主席开始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的命

题，希望交给全党内外的干群、学者、科学家去研

究有关。在 1955 年毛主席又讲“没有正确的政治观

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到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毛主席号召解放思想，略

高一筹的川大数学家们，决定解答新中国解放后毛

主席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这个集古今中外争议

的哲学大智慧，作科学建模探索。 

而早在 1953年柯召教授等就提出空心圆球内外

表面不撕破能翻转猜想：参考 1904年法国数学家庞

加莱提出的拓扑学猜想：“任何一个单连通的、闭的

三维流形流一定同胚于一个三维的球面”；以及参考

苏联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学派提出的灵魂猜想----解

放后中苏结盟，类似亚历山德罗夫《拓扑学》集合

论与组合拓扑学方法有机结合等苏联数学的经典思

想。所以 2012年第 7期《环球科学》杂志，发表陈

超教授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文章说：“2006 年，

借助于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能公开庞加莱

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熵流，人们把

时间和热力学、量子论、相对论、超弦论等联系了

起来，点燃了第三次超弦革命”----2006 年虽然佩雷

尔曼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正定理），但没有证明没公

开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 

当时北京到了 1965年，在毛泽东的“无限可分”

的哲学思想启示下，从 1964～1966年间，中国科学

工作者关注到粒子中的强子的结构。而美国科学家

盖尔曼教授提出了强子可能由“夸克”的组成的观念。

但是，在盖尔曼的“夸克”观念中，作为强子的组成

成分的“夸克”竟然具有 1/3 的重子数，1/3 或 2/3的

分数电荷，这太奇怪了！所以，盖尔曼又郑重其事

地说这只是某种“数学”上的“实体”！ 

关洪教授实事求是地说：“在胡宁 1965 年 9 月

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总结了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

组在这段时间里的工作情况 。在大约一年半的日子

里，这个只有十二三名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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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发表了和即将发表的文章有三十多篇，其中大

部分是关于基本粒子对称性和内部结构的工作。这

一成绩当时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

有的话。而且，按人数平均计算，亦显着高出于后

来的层子模型协作组的水平。不过那时候国内还没

有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机制，并且由于这个研究组

的成绩不是自觉地运用官方哲学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其学术领头人又被视为‘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

的代表，他们的事迹从来没有得到过肯定和宣传。

唯一可以告慰的是，这个小组的工作为后来层子模

型的提出做了必要的准备”。 

 

【2、层子模型背景篇】 

20 世纪中叶，在国际科学界提出有“坂田模型”

和“夸克模型”等基本粒子理论，但当时它们处理强

子结构还有诸多疑难。朱洪元与胡宁院士共同领导

的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些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

出了“层子模型”的概念，开辟了强子内部结构理论

研究的新领域。今年是中国层子模型发轫 60 周年，

其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为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

个真实历史的发展过程，让我们来共同回顾吧。 

1965 年才开始正式攻关的“层子模型”，是在新

中国历史上，以群体的方式集中优秀的科技力量，

研制原子弹、氢弹、宇宙飞船、人工胰岛素等大科

技的事例不同，层子模型是纯科学理论，是组织全

国近 40位优秀专家集中力量攻关，培养出数十位院

士，且很多参与者因此获得国家级科技大奖，这在

新中国历史上乃至国际上都是少见的。 

发轫 60年过去，当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的

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国层子模型确需要

总结的话，就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全面看待，而

且更多的要总结它失败方面的经验教训----总体上中

国层子模型应该是一个没有达到目的的、失败的事

例。成功的一方面固然需要肯定，但其中失败原因，

也同样值得现在的人们去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因为

只有这样做，才将真正有助于我们中国未来的科学

事业的不断进步。否则，如果仅仅满足于一个并没

有成功的课题所取得的一点的成就，对自己事业的

失败方面讳疾忌医，那我们的胸怀也太狭隘了，中

国的科学事业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希望了。 

有人说，层子模型是空穴来风，是我国科学家

虚构的一个思维模型，它理所当然地不能作为一个

重量级的科学理论基础。但事情并非如此。20 世纪

四五十年代，基本粒子物理学开始发展成为一个独

立的学科，同时世界也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大阵营。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国于 1955年

开始酝酿研制核武器技术。这年 1月 15日，在毛主

席亲自召开的原子能科学发展会议上，毛主席问钱

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回答说：“这

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毛主席却说：“质子、中

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

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这样。一分

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

我信。”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

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对此，钱

三强等我国科学家还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搞专业

的物理学家还行！  

生产原子弹，其现成的原理并不跟物质无限

可分原理直接相连。但由于两者都涉及微观世界，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存在极大的哲学分歧，社

会主义国家坚持物质无限可分。而早在 2300 年前，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德漠克里特就曾有过物质是否

无限可分的争论：亚氏主张空间是连续的，而德氏

主张空间可分但有终结，原子就是不可分的终点。

直到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才用如液体中悬浮的花粉

的布朗运动，证明了原子的存在。而普朗克创立的

“量子论”，才给历史上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画上了句

号。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的同时，

也加紧了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苦难由此在日

本也产生了像坂田昌一这样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学

习列宁和恩格斯著作，追随他们关于物质无限可分

思想的进步青年。坂田昌一在汤川秀树的指导下，

看到在电子、质子、中子发现之后，又陆续发现介

子和超子；基本粒子的家族迅速扩大，使普遍认为

构成物质终极单元的“基本粒子”理念受到极大冲击，

1955 年已是日本物理学家的坂田，提出强子中只有

质子、中子和超子三种是基础的粒子，由它们构成

其他所有的强子。于是坚信物质无限可分的坂田昌

一，公开反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对基本粒子“不

是无限可分”的“点”模型诠释，提出基本粒子不是“点”

而是“体”模型的思想。 

这当然是一次是进步，也是对我们社会主义

阵营的支持。然而我们在高兴之余却同时失去了鉴

别力，去打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至今还远

没有结束的科学“冷战”。 

 

【3、层子模型历史篇】 

基本粒子是不是物质微观结构的最后一个层

次？“基本”粒子能否再分？人们曾先后提出多种关

于重子和介子内部结构的模型。最早提出强子结构

模型的是 1949 年的费米-杨振宁模型，1956 年日本

的坂田模型。到 1964年盖尔曼等人分析了重子和介

子的对称性质，在坂田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夸克模型”。按照夸克模型，强子是由夸克组成的，

重子由 3 个夸克组成，介子由一个夸克和一个反夸

克组成。夸克的重子数 B、电荷 Q和超荷 Y都是分

数。按照盖尔曼的想法，所有已知的强子都由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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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三种类型的夸克和反夸克的“积木块”堆积而

成。而在坂田模型中，身为“积木块”的 p、n、L 却

同时又是“复合粒子”，它们三个同时扮演着两种角

色。由于利用夸克模型能很好地解释重子和介子的

性质，而且预言存在如 Ω-的超子和 W-的粒子，以

后的实验又果真找到了这些粒子，所以有更强的生

命力。 

早在 1970年，格拉肖等人就提出存在第 4种

夸克-粲夸克。1974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领导

的一个小组和斯坦福加速器中心的里克特领导的另

一个小组，同时独立地发现一个新的粒子 J/Y。这就

是第四个夸克-粲夸克的发现。即 J/Y 粒子是由粲夸

克和反粲夸克组成的。1977 年，莱德曼发现一种比

质子重 10倍的中性介子 r粒子。这又是由第 5种夸

克-底夸克所组成的新粒子。从对称性的观点看，似

乎存在第六个夸克，虽然当时尚未发现，但已取名

为“顶夸克”。1994 年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宣布，找

到顶夸克存在的证据。而使所提出的夸克有 6种 18

类，它们的性质显示了类似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排列。 

而对于出现的所谓"夸克禁闭"现象，丁肇中等

科学家在实验室发现的胶子存在的迹象，为夸克的

存在提供了间接证明。为了说明夸克的自旋统计问

题，1973 年建立了描述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的量子

色动力学理论：夸克之间的作用力是由于带有色荷

的夸克相互交换胶子而产生的。科学家们还从量子

规范理论来描述，把 u、d、s、c、b、t称为 6 种味

夸克，每种味又分红、黄、蓝三“色”。“色”和“味”

都代表不同的量子态。这样，正、反夸克的数目就

成了 36种。 

所以，作为 20世纪物理学在高能物理研究领

域最高丰碑的夸克模型，获得了很多诺贝尔物理学

奖。1969 年，标准模型的物质结构载体的奠基人盖

尔曼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后在夸克模型的完

善和发展中有重大贡献的里克特、丁肇中获得 1976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解决标准模型的可重整化问

题的弗里德曼、肯德尔、泰勒，获得了 1990年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描写弱电相互作用统一理论的创建

者格拉肖、萨拉姆、温柏格获得了 1979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发现弱电统一理论预言的粒子的鲁比亚、

范德梅尔获得了 198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关于标

准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杨-米尔斯理论的可重整

化问题的解决，使特·胡夫特和维尔特曼获得了 199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2004 年格罗斯、波利策、维

尔切克因发现在基本粒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理论中

的“渐进自由”现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更是众望

所归。 

而早在 1962 年，我国就在著名学者朱洪元、

胡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基本粒子小组。到 1965

年这个小组得到完善，由中科院原子能所、数学所、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等单位

的朱洪元、胡宁、何祚庥、戴元本等共 39人，组成

新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来研究强子结构的粒子

的动态性质。在 1965年 9月到 1966年 6月九个月

里，他们在国内中文杂志上发表了 46 篇科学论文

（1980年才用英文发表）。1966年 6月，文化大革

命爆发，但在 10月，国家仍在北京召开了亚太科学

讨论会。会上我国以北京基本粒子物理组的名义提

出了层子模型，其主要思想是：（1）物质结构有无

限的层次，在粒子层次上的构成组分是层子，但层

子并不是物质的始元，它只不过是物质结构无穷层

次中的一个层次；（2）要解释强子的动态性质，只

考虑对称性是不够的，必须涉及强子的内部结构，

在最终建立起层子之间的动力学理论之前，可以通

过表达层子在强子内部运动的波函数来着手研究；

（3）由于强子是层子和反层子的束缚态，不能当做

点粒子处理。因此要发展计算含束缚态的矩阵元的

方法，自恰地处理束缚态的内部运动波函数；（4）

层子在强子内部的运动，可以作为非相对论近似，

但强子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必须具有相对论协变的

性质；（5）不同的强子的动态性质，通过对称性及

内部运动波函数有着一定的关系。后来还进一步引

伸，层子应由前子组成，前子由无子组成，无子由

毛子组成…… 

在那个时代，我国的层子学者们认为，“夸克

模型”有数学唯心主义错误，层子是真实存在的亚强

子粒子；而国外的夸克学者们则说“层子模型”是伪

科学。但我国的层子学者们认为层子模型的指导思

想在当时国际学术界是颇有见地的，获得有国外学

者的好评，只是层子模型的提出已经比夸克模型晚

了一年，其基本的数学结构与夸克模型一致；但层

子模型利用的是传统的量子场论如束缚态场论、复

合量子场论等，是建立在人类过去的知识基础上，

其实数和波函数的重叠积分的概念沿用至今，是可

减少错误的。他们只可惜北京粒子物理组坚持到

1966年 10月后，就被解散，而且何祚庥院士等搞层

子模型的一些科学家还被关进了牛棚。但这个组继

续存在下去，是否还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呢？事

实上在 1972 到 1975 年间，中科院数学所戴元本等

人就对层子模型的强相互作用过程又进行了一系列

研究；中科院原子能所冼鼎昌发展了用解析延拓和

选择特殊坐标的方法，解决从欧氏空间延拓到闵氏

空间的问题，从而利用贝特-沙披方程研究介子的波

函数及其电磁形状因子；中科院原子能所何祚庥、

张肇西和谢怡成应用层子模型研究了深度非弹性散

射。 

2004 年 10 月 5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04 年度物理学奖授予格罗斯、波利策、维尔切克

后,何祚庥院士说，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研究曾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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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发展势头非常

好。我国在 1965年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叫

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

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

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

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按时间推算，美国获

奖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 1973年，主要的研究时间在

1967年-1969年，而在该课题的研究中，中国所取得

的重大阶段成果是在 1965年；在 1965年-1966年期

间，中国科学家还在继续该课题的研究。 

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

迫停止，领导“层子模型”这一工作的朱洪元院士等

和所有的研究组成员，全都被迫停顿下来，丢失了

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但他们在国内实际获

得了成功：层子模型研究获得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奖，1982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奖者有科学院

的朱洪元、何祚庥、戴元本、汪容、冼鼎昌和北京

大学的胡宁等。这些科学家本身就是我国科学界泰

斗级的人物，一些参与者至今还健在。 

 

【4、层子模型思考篇】 

21 世纪，中国的物理学正在走向与世界的大

双赢、大联合、大统一。不说对正统量子力学本身

作出变革，就是对正统量子论本身作出一点变革，

就能把波函数的本性，如薛定谔认为的波动方程中

波场是集中积聚在微小空间内而形成的波群或波包

的解释说清楚。中国有句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

无意插柳柳成荫。”如果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开展的“物质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的宣传运

动，看成是对高能物理的一场全民科学普及教育工

作，那么它的求真务实得出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产

生了“官科”得出的“层子”模型；一个是产生了“民科”

得出的“环量子三旋”模型。 

如果说，20 世纪是球量子无限可分与球量子

有限可分之争的世纪；那么 21世纪则是球量子与环

量子之争的世纪。这个分水岭是，夸克模型和层子

模型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微观物质结构认识的第

四个阶段的到来，这是 20世纪的一件大事。日本物

理学家坂田昌一把它说成是一场“体的无限可分”与

“点的不可分”之争，实际上这是 20世纪国际冷战带

来的球量子无限可分与球量子有限可分之争的标志。 

于光远先生的回忆是，1961 年４月坂田昌一

在《日本物理学会志》第１６卷第４号发表的《新

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极大地支持了毛主席的物

质无限可分的思维。到 1963年于光远先生创办了一

份自然辩证法刊物复刊，在创刊号上中国第一次转

载了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到 1965

年６月《红旗》杂志又加注释全文发表，这也是执

行毛主席的指示。周培源院士的回忆是，1964 年８

月，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会期间，毛主席接见参加

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要他一一介绍。日本代表

团团长坂田昌一在 1955 年前和 1961 年曾写过关于

基本粒子是由更基本的粒子所组成的这样观点的文

章，毛主席看到过他的文章很重视。当周培源院士

介绍坂田教授时，毛主席当面称赞说：“你的文章写

得好”，使坂田极为兴奋。第二天，毛主席约于光远

同志和周培源院士到中南海去谈话，毛主席从坂田

文章谈起，谈到许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毛主

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阐明宇宙从大的方面看

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

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在

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 1966年提出

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朱长先生和林克先生

还著文说：1977 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

学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拉肖提议，将层子

或夸克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他的思想在物质结

构研究中的指导意义。 

六十年后来总结这场科学“战争”，为何我国搞

层子模型的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要稀里糊涂皈依

到夸克模型的门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为何参

加“层子模型”研究而成功获得国家级科技大奖的一

些科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此项成绩与毛主席的思

想指导相联系？另外。1974 年何祚庥和黄涛先生还

在《物理学报》第 4 期上发文说，层子模型、夸克

模型、分子模型和液滴模型等，在一定范围内与实

验有效性的符合；但在 1980年后，这种平分秋色的

说法不见了，我国所有的杂志、书籍渐渐跟随层子

学者们，把“层子”说成是与之对着干的“夸克”。有人

说，这是个极不严肃、极不严密的事情。 

但解密新中国百年科学战略，搞层子模型的

科学家是对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我们也

能理解他们的复杂心情。当然层子模型的排外性也

给国家留下有“后遗症”。例如，“层子”的“体”不分球

面与环面不同伦，至今使我国很多科学家和他们的

学生，把不同大小的球面说成是不同的拓扑类型。

群众中也还有大量的人，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层子”

哲学宣传的思维上。如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分了虚

与实的时空是只拦路虎，不打倒就不是唯物主义。

应该说爱因斯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如果宏

观有超光速的东西，那只能是存在于类似虚数的时

空；而应该分开研究，这是颇有见地的。当然相对

宏观，微观粒子是更接近零点能空间的，虚与实分

开虽有一定的条件，但分开不再是确定的。然而到

1996年，我国还有一些科学家在《光明日报》和《科

技日报》发表文章，为夸克为虚与为实的绝对分开

而争论，分不清夸克与层子的概念。 

为什么从我国的“层子”老将到不少的新秀“官

科”，都选择了球量子，而只有一部分“民科”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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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量子呢？因为我国一些科学家，由于都受到“球

量子”传统思维的局限，并且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

了国家的基本保障，很难完全领会毛主席关于“物质

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哲学的苦衷，而一味单纯追

随坂田昌一的层次无限可分思想。例如，“层子”追

随坂田的“无限可分”，实际就是“球量子”无限可分模

型；这是追随坂田的“体”模型又追随坂田反对哥本

哈根学派“点”模型不可分思想的结果，实际这是一

种变相的反“量子论”思潮。这是不明白既然是“体”，

就可以有类似宏观物体的自旋，而环量子和球量子

的内禀自旋是不同的，分开可以解决许多宏观与微

观分野的问题。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论，联系量

子内禀自旋，实际是在实连续统普朗克长度时的既

“实”又“虚”的能量子；它的“体”是不可分的，要分，

必须转入虚连续统再说。因此，类似“球量子”的无

限可分模型，成为我国阻碍“环量子”科学进步的强

大力量。盖尔曼却不同，他追随坂田的“体”模型又

追随哥本哈根学派对基本粒子“不是无限可分”诠释

的思想，实际是属于“球量子”不是无限可分派。 

西工大杨新铁教授曾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

上世纪 60年代，中科院高能所提出的层子模型，有

其类似他们阐述实“超光速”基于粘性介质为基础的

“流体”介质背景的假设。这是不难理解的。对“层子

模型”领军的朱洪元院士和胡宁院士来说，也有类似

的流体力学的专业知识背景。胡宁院士早年曾在周

培源院士的指导下，致力于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

研究。而朱洪元院士是流体力学研究的高手，1961

年朱洪元院士自苏联回国后，从事包括光子、电子、

中子和原子核在内的高温、高密度系统的输运过程、

反应过程和流体力学过程方面的研究，取得多项重

要成果，是中国在此领域研究的开端。同时。我国

的“层子模型”和实“超光速”研究，都有相同的追求哲

学球量子实“物质无限可分”的背景。1970 年我们大

学毕业从武汉分配到重庆市工作，接触到重庆大学

“新物理探讨”的杨学恒群体，他们办的大型杂志《新

物理探讨》，有秦元勋教授这样的"超光速"研究者和

焦善庆教授这样的“亚层子模型”研究者发表的文章，

知道当时“层子模型”和“超光速”研究，就不是对立的。 

对比朱洪元院士等我国“层子模型”研究者采

用的波函数等概念和方法，我国的“环量子三旋模型”

采用了类似现在美籍日裔物理学家加来道雄的“黎

曼切口”与“轨形拓扑”等概念和方法，印度科学家森

（A.Sen)的“D 膜和反 D 膜”与“不稳定膜”等概念和

方法，加拿大 Perimeter理论物理学院的年轻物理学

家 kalamara的“环量子引力”与“光锥与网络节点相结

合”等概念和方法。六十年后的 21 世纪，这类概念

和方法，已在我国传播。现在来看层子模型的波函

数等概念和方法，其武器虽精，但显得老式；其技

艺虽高，却显得传统。六十年前国内种下的“层子模

型”，六十年后国内只承认“夸克模型”。总结这个“种

瓜得豆”现象，有人说是，盖尔曼等人的夸克模型看

似简单、明快，其实不平庸；我国的层子模型，采

用的波函数等概念和方法，看似不平庸其实平庸。

但这种看法不准确。因为毛主席借造原子弹打造类

似“一分为二”、“物质无限可分”的革命策略，不是真

的直接为我国科学打造“上等马”，也不仅仅是为了

对付国内外的阶级矛盾，而是以此败求哀兵之必胜，

为我国科学打造“下等马”----类似“田忌赛马”，这就

是新中国的百年科学战略类似的布局。 

 

【5、结束语】 

20 世纪兴起的粒子物理学是现代物理

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国内物理学家于 60

年代建立的层子模型也是一项具有特色的研

究工作，它体现了中国一群物理学家在当时

的历史背景下对粒子物理学国际前沿领域的

积极探索。层子模型与夸克模型的竞争，虽

然落后了，它的意义在国内却非常深远。  

这就是中国科学不需要建立“通天塔”，毛主

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

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战争”虽然远没

有结束，但它已使中国的认知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

然而沿着这块斜面向上攀登，确是一座通天塔。这

就是中国科学界应该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现实意

义。 

而早在“层子模型”提出之前，美国物理学家

G. 丘（G. F. Chew）1961年提出“靴绊假说”，他认

为在两个强子的强相互作用中没有任何粒子表现为

单独负责传递相互作用力，每个粒子的存在都对它

与其他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有贡献，且强子是互为组

成部分；基本粒子不具有内部结构，而是“相互组成”

与“完全平等”的，具有“核民主”。这无疑在粒子物理

学中是离经叛道的，然而当时却为人们所接受，以

致于形成靴袢哲学，其观念逐渐流行起来。 

“靴绊”是在海森堡 S 矩阵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

种假设，这种假设不承认任何单独的坚实“块状实体”

物质，认为整个宇宙的所有物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处于宇宙的某种"网络"之中，网络上任何一节点

的运动都会像牵动“靴绊”的靴带那样，引起“靴绊”

的各个部分一起运动，这种信息传递几乎不需要时

间。但“靴绊假说”与夸克模型的竞争，也落后了。

然而比较夸克模型、靴绊假说、层子模型等三

个方面，论述关于物质结构基本单元的探讨，靴袢

理论更属于粒子物理学中截然不同的思想。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的强子革命大风暴，

形成有三种主流的观点： 

A、弦论观点：“粒子”可分，但类似原先宏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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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图形拓扑和质能分离变化，已达到了一个转折

的层次，如靴袢理论说有类似靴袢拉着提起来的操

作或运动；弦论说有如弦线的振动产生类似的“声

子”，也是“粒子”或“物质”，即它们作了图形拓扑和

质能分离对称性及对称性自发破缺新的表态。 

B、基石观点：不对图形拓扑和质能分离的变化，

或新的对称性及对称性自发破缺转折作明确表态，

只说类似原先宏观的物质达到了一个不再可分的一

个层次，但又暗中用类似鸟声的“夸克”暗示，定名

为是这类基本粒子的模型。 

C、层子观点：明确表态粒子无限可分，但对分

裂为更小的粒子的图形拓扑和质能分离的变化不作

明确表态；或可作明确表态，类似原先宏观物质的

能量是能量、物质是物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里

类似只有对称性，没有拓扑性转折的新的对称性自

发破缺。 

以上把“弦论”与“靴袢理论”归类在一起，也许是

类比宏观实物“弦线”与类比缝在靴子后跟上缘、穿

靴时便于往上提的靴带相似。靴袢哲学代表着一种

极端的自然观，它来源于量子理论认识到基本而普

遍的相互联系；它的动态内容又来自相对论。这种

自然观本来就与东方的某些宇宙观非常接近，虽然

“层子哲学”当时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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