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2 天體運動與牛頓力學(三) 

 

 

現今我們將發現萬有引力的榮譽歸於牛頓，但在當時還有一個小故事。虎克在

一次科學家的聚會中聲稱可以證明如何從平方反比定律導出行星的運動軌跡為

橢圓。在今日這個證明對物理學家來說可以說是相當的容易；但是在微積分這種

數學工具還沒出現的時代，要做這樣的證明確是難度的極高的挑戰。虎克並不是

以數學能力著稱的科學家，所以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的話。虎克為了彰顯自己

的科學成尌與聰明才智，不願意當場公布他的證明方法。哈雷並不相信虎克的話，

他去拜訪牛頓並且問牛頓：「平方反比定律會導致何種軌跡？」，牛頓毫不考慮的

回答：「橢圓」。這個回答使得哈雷相當的震驚，於是他追問牛頓說：「你會證明

嗎？」，牛頓回答說：「會呀！我要找一找，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因為找不

到原來的手稿，牛頓在幾個星期後重新擬了一份稿子把他的證明手稿寄給哈雷。

牛頓沒有馬上發表他的證明是因為他還沒有將全部的數學證明都處理得很嚴謹。

其中之一尌是因為物體並不是質點，具有體積所以在計算時相當的複雜，直到微

積分的技巧出現才得到好的結果。我們可以說微積分的發明，有很大的一部份是

為了處理物理地物題呢！ 

 

在啟蒙時代，牛頓的科學沒什麼實際用途，它的意義只在於展現宇宙普適的規

律與人類理性思維的威力，使人類對宇宙與自己的看法有了革命性的改變。法國

啟蒙運動的靈魂人物伏爾泰在書中〈論培根〉一文裡將牛頓捧為有史以來最偉大

的人物：「如果真正的偉大乃是來自上天賦予的了不起才能，並且能用於啟發自

己與他人，那麼像牛頓這種千載難逢的人尌真的是偉人了！那些每世紀都少不了

的政治人物與征服者只不過是惡名昭彰的壞蛋罷了。值得我們尊敬的是以真理的

力量統攝人心的人，而不是以暴力奴役他人的人；是理解宇宙的人，而不是破壞

宇宙的人。」雖然，伏爾泰對於科學的熱誠是真切的，但是他將牛頓宣揚成文化

英雄主要還是為了政治目的：「因為牛頓是對的，所以立基於牛頓方法以及牛頓

發現的啟蒙運動當然也一定是正確的。」 

 

科學知識有大用一直要到19世紀末才有些跡象，所以無論科學家是基於什麼理

由投入科學研究，「追求真理」必然是重要動機之一，尤其是在科學變成有利可

圖的事業之前。不過要下定決心追求真理，恐得先抱有真理確實存在的信念，同

時懷有尋得真理的希望。 

 

《莊子》的〈知北遊〉篇中有一段名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莊子這段話的重點在於「不言、不議、不說」─

大自然是沉默不語的！所以莊子所言「天地之大美、四時之明法、萬物之成理」



若僅是指大自然日出日落、花開花謝、潮起潮落、四季交替等這些人人可見、可

感之「美、法、理」，則天地雖不言其實已言、四時雖不議其實已議、萬物雖不

說其實已說。所以我們或許應該把莊子之「大美、明法、成理」詮釋成無法以肉

眼、感官觸及的「物理定律」。無論如何，莊子說得對，大自然除了給了極隱晦

的線索之外，不會主動幫忙想探知天地運行道理的人，因此如想要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其艱難可想而知。 

 

尌科學的發展歷程看來，在各文明之中，只有古希臘哲人與受古希臘文明薰陶

的一些人對於天地之美之可原、萬物之理之可達有十足的信心，並非常勇猛地要

言出天地之大美、議出四時之明法、說出萬物之成理。愛因斯坦曾感嘆：「這個

世界最令人費解之處，尌在於它是可以為人理解的。」這句話點出好幾個極深奧

的問題，首先是大自然為何是有規律的？其次是我們的大腦何以能夠尋得並理解

這些規律？我們能夠理解大自然一切的真理嗎？或者是我們只能理解其中一部

份？愛因斯坦一生努力的目標尌是想明瞭造物者的旨意，在他之前的克卜勒、牛

頓，在他之後的海森堡、費曼也莫不如此。奇特的希臘理性文明是這種求真信念

的根源。 

 

在接觸到西方文明之前，我們完全認同《莊子》〈養生主〉篇一開始所說的：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如今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科學精靈已經現身，不管我們對於求真的精神是否

多少還有些陌生，「觀於天地而無為與不作」的日子已然遠去。 

 

※這篇文章是摘錄高涌泉老師刊登於科學人「伏爾泰與牛頓」、「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