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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认为 自然界中的变化可分为若干 层次
,

它们有不 同的守衡的物质
,

数量级不同的能量变

化 ; 论述 了化学键 的本质和相互作用
,

对分子概念提 出新定义 ; 并讨论 了基础科学
,

应用基础和应用

的关系
。

〔关键词 〕 发展
,

分类
,

分子科学
,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是 人类 自有史 以来和 自然斗争
,

认识

自然
,

改造 自然所得 的知识加 以总结整理
,

系统化而

得的结果
。

在最先的时候
,

并没有分学科
。 “

一事不

知
,

儒者之耻
” , “

上知天文
,

下知地理
”

就是明证
。

渐

渐地
,

知识 累积的愈来愈快
,

就有了分 工
,

学科也分

别成长
。

大概在二三百年前形成 了各种学科
。

在认

识 自然方面
,

有 6 大学科
,

数
、

理
、

化
、

天
、

地
、

生
。

沿

用一直到今 日
。

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
,

学科也是发展的
,

以化学

为例
,

自从有了原子分子学说以后
,

化学的任务是认

识分子
,

变革分子
。

在化学 变化 中
,

原子是守恒的
。

在变革分子的量的关系中人们可 以定出分子 的原子

组成
,

当时认为认识分子 的组成就可 以认识 分子
。

自从发现了同分异构 以后
,

知道分子的性质不仅决

定于它的组分还要看它的结构
。

研究结构用物理方

法 比化学方法更好
。

不仅如此
,

化学反应受外界条

件影响的研究也牵涉到属于物理的热
,

声
,

光
,

电
,

磁

等
,

于是产生了许多新学科
,

如热化学
,

电化学等新

的物理化学学科
。

到 了上世纪末
,

发现了电子
,

于是

物质不灭定律就变成为原子核和电子守恒定律
。

但

是化学家最关心 的问题
, “

原子如何形成分子 ?
”

因之

而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

如八隅说
,

电子对说等
,

但都

是些想象
。

到本世纪初
,

量子学说 出现了
,

那是一个革命的

学说
,

很难接受
,

但与实验符合
。

后来出现了量子力

学
,

也叫波动力学
。

这种新学说
,

虽然与历来的力学

不同
,

但非常优越
,

人们用它解决了氢原子的光谱问

题
,

后来又用它解决了氢分子离子问题
,

最重要 的是

用近似法求得氢分子的能级
。

尤其是它能算出电子

在分子中的分布
,

那时
,

电子不再是粒子而是象云一

样地分布在两个氢原子中间
,

和化学家所想象的一

样
,

这就开始了人们对化学键的了解
。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
,

量子化学学科开始形成
,

并且发展得很快
,

这一学科是物理和化学的共同产

物
。

不仅这一个例子
,

事实上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个

纯粹的化学变化或物理变化
,

水从气态变成液体时
,

产生许多氢键
,

因之它 同时具有物理变化和化学变

化双重性质
。

可以说
,

原来 的分类 已经发展 了
。

再

从这两种变化中的守恒关系看
,

物理变化 中
,

本来假

定分子守恒
,

而化学变化中
,

电子和原子核守恒
。

而

水在液体时不是 玩。
,

是 多种缔 合物
,

分 子并不守

恒
。

因此
,

在分子问题 中
,

化学和物理几乎都是并肩

工作的
。

分子中主要作用力是键力
,

但除它之外
,

还

有许多种力
。

分子间就有范德华 ( va
n de r

W
a al s )力

,

那是使分子从气体转 变成液体 的主要的力
,

范德华

力的本质也是电的
,

也可以从量子力学求得
,

分子中

除了键力 之外还有好多类似于范德华 力的相互作

用
,

这些作用都随着距离的加大而有不同程 度的迅

速减少
。

但在凝固中
,

相互作用在概念提出新 的问

题
。

什么是分子 ? 分子最初是哲学家设想为用机械

方法破分 的最小单 位
,

这 已 经过时 了
,

必须加 以扩

大
,

它应包括普通的化学键饱和分子
,

许多象金刚石

那样的大分子
,

有不饱和化学键 的 自由基
,

离子等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一定 的稳定性
,

由原子核 和电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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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组成但不一定是电中性 的
,

都可以用量子力学来

处理的物质系统
。

从这一定义出发原来的数理化天

地生都可以合并为一个科学
,

分子科学
。

这是一 门

基础科学
,

是为了认识宏观世界 的
。

认识世界 的其

他基础科学是核科学和亚核科学等
。

所谓基础学科它的目的仅仅是认识物质
,

要用

这一认识去改造世界还要经过发展和实用 的过程
,

因此它是一切工农业 的基础
。

有 了明确的应用 目

标
,

把基础学科的原理加 以发展也可以形成一些新

的学科
,

那就是所谓应用基础学科
。

把应用基础加

以实施
,

也还要解决一些问题
,

那就是应用学科
。

可

以看出
,

在认识世界以后
,

还有大量的应用基础和应

用科学要发展
,

才能解决实 际问题
。

国家应把主要

的力量放在应用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上
,

但必须

要用一部分少而精的力量放在基础研究方面
。

这是

根本
,

没有根本
,

上层是不能长久发展的
。

基础研究

因为没有即时的效应
,

而它往往需要许多和大量的

经济支持
,

这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企业家会投资
,

因而

它必须要靠国家来供 给
。

另外
,

基础研究往往需要

多年的持续的系统研究
,

因此
,

它非常适合高等学校

教师去做
。

而且
,

大学教师也一定要长期进行科学

研究工作
,

要教会学生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

领
,

如果教师本身没有研究 的经验
,

那是难 以完成

的
。

为什么要将学科分类问题提出呢 ? 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讨论
:

首先
,

这并不是想出来的
,

而是根据科学发展的

客观现象得 出的
。

只有 按照科学行事才能不犯错

误
。

最重要问题是人才培养
,

一定要使他们符合时

代的需要
,

才能站到科学的最前沿
。

我 国的教学计

划不能再用老一套将物理
,

化学
,

生物分开
,

而必须

合在分子科学的旗下
,

虽然可以有重点地培养
,

但一

定使学生了解它们的关系
。

数学是所有学生都应有

一定的基础
,

实验和理论计算也要有一定的训练
,

但

可以有重点地让学生选择
。

也就是说
,

学生必须具

备宽泛 的基础
,

和对科学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
,

才能

适应新而快的发展
。

站得高
,

看得远并具有发展的

基础
,

是新学科分类为培养人才提出的
。

提 出新学科分类时
,

基础学科所提的分子科学

是很大的
,

学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

开设专业
,

如化

学物理
,

生物化学等交叉原来学科 的专业
,

也可以保

留合成化学等专业
。

现代合成化学也要应用各种物

理方法和量子理论而决不是单纯 的古典 的实验方

法
。

生物中的动物学植物学也应用 D N A 等现代手

段
。

总之
,

和打仗一样
,

各种现代手段都要用上
。

天

文学是一个用到物理
,

高能物理
,

化学
,

数学等知识

的科学
。

它一部分是核科学
,

亚核科学
,

另一部分是

分子科学
,

星际空间有许多分子
,

对它们的研究可能

对宇宙演化
,

生命起源有意义
。

从科学的进来看未来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问题
,

人们必须十分注意他们 中的关系
,

才能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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