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雙月刊（廿七卷五期）2005 年 10 月 
661 

從天邊那一朵雲談起 

文/郭西川 

 

別誤會，這篇文章要探討的不是蔡明亮獲獎的情

色電影，這裡是物理雙月刊，我們要回顧的是出現在

十九世紀末物理學上的另一朵雲，而且還是一朵烏

雲。有趣的是，這朵雲也為投身其中的物理學家贏得

獎項(諾貝爾獎)，而它雖不如電影那樣吸引普羅大眾

的注意，但所造成的影響卻足以扭轉人類文明的發展

方向。這朵烏雲就是黑體輻射。 

以牛頓力學為中心思想的古典物理，在經過兩百

年的演變發展後，建立了以力學、電磁學、統計熱力

學、波動光學為主要架構的知識體系，在 19 世紀的下

半葉登上巔峰。幾位代表性的人物如馬克士威爾

(James Clerk Maxwell)、波茲曼(Ludwig Boltzmann)等，

都是在這個時期奠下他們永垂不朽的地位。當時物理

學家的意氣風發，可以由 1900 年英國物理學家凱爾文

勳爵(Lord Kelvin 即 William Thomson)的一段話看出。

凱爾文勳爵在一次展望新世紀科學發展的演說中指

出：「從今以後，物理學將不再有任何新的進展。剩

下來的工作只是不斷的改良測量的精確度，如此而

已。」 (There is nothing new to be discovered in physics 

now. All that remains is more and more precise 

measurement.”)。這段話充分反應了當時整個物理界

的心態：在古典物理嚴謹的架構下，物理學家已經完

全掌握大自然的運行法則，剩下的只是瑣碎的數學計

算罷了。然而，讓這個故事穿越一個世紀的時空流傳

至今的並非這句豪語，而是凱爾文勳爵接下來說的這

句話：「…但是天邊還有兩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烏

雲。」(”…two small, puzzling clouds remained on the 

horizon”)。他所指的烏雲就是當時古典物理無法解釋

的兩個實驗：邁克遜的以太漂移實驗以及黑體輻射實

驗。凱爾文勳爵發表這些看法時，似乎還未察覺到風

暴正圍繞著這兩朵小烏雲醞釀中，可惜他在 1907 年就

過逝了，否則在他有生之年，應該能夠目睹當初他輕

描淡寫的這兩朵小烏雲，竟然在 20 世紀引發了物理學

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以太漂移實驗及黑體輻射實驗都跟光有關。前者

證明了光速的恆定性，顛覆了世人對於時間與空間的

既有概念；後者導致量子力學的建立，徹底改變了 20

世紀人類的物質文明。在這篇文章中，讓我們來回顧

黑體輻射這朵小烏雲，究竟是如何撼動古典物理的巨

廈。 

1860 年前後，柯希霍夫(Gustav Robert Kirchhoff)

等物理學家開啟了熱輻射(thermal radiation)光譜的研

究。所謂的熱輻射乃是發熱的物體會發出不同波長的

電磁波的一種現象。例如太陽所發出的電磁輻射以紫

外、可見光和紅外光居多，而蠟燭則主要發出可見光

及紅外光。在絕對溫度不為零的情況下，所有的物體

都不斷向周圍的環境發出熱輻射，同時也不斷的從周

遭環境吸收熱輻射。只有當物體與周遭環境達到熱平

衡時，物體吸收與發出熱輻射的速率才會一樣。實驗

結果顯示，物體溫度越高所發出的光越多，波長越短。

一般而言，物體的熱輻射頻譜跟它自身的組成材質有

關。不過實驗上也發現有一類物體，儘管它們有不同

的化學成份，可是在同一溫度它們下卻有相同的熱輻

射頻譜。這類的物體稱之為黑體(Blackbody)。黑體輻

射頻譜的普適性，引起了理論物理學家的興趣。為了

摹擬黑體產生熱輻射的過程，當時的物理學家發展出

以下的理論模型：假設有一內部中空的空腔(cavity)，

只以一個小洞與外界接通。將此空腔加熱至某一溫度

後，空腔內壁表面所釋放出的熱輻射將充滿空腔內

部，而後透過小洞慢慢釋放至外界，就如同黑體發出

輻射的過程。反過來說，當外界的輻射經由小洞進入

空腔的內部，經多次反射後被腔壁完全吸收，則代表

了黑體吸收輻射的過程。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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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黑體輻射的頻譜密度 ( ),Tρ ν (spectral density，相

當於頻率為ν時空腔中每單位體積每單位頻率內的電

磁輻射能量)的正確形式。1879 年(就在這一年，愛因

斯坦出生於德國南部的 Ulm，普朗克獲得博士學位，

而馬克士威爾辭世)，史帝凡(Joseph Stefan)發現黑體的

能量密度與絕對溫度的四次方成正比，亦即 

( ) 4

0

,T d Tρ ν ν
∞

∝∫                       (1) 

14 年後，德國物理學家維恩(WilhelmWien)，利用熱力

學的方法，嚴格的證明了 ( ),Tρ ν 必定具有下列形式

(此即維恩位移定律) 

( ) 3,T f
T
νρ ν ν  =  
 

                    (2) 

但是維恩無法從理論來確定函數 f 的正確形式。1896

年，維恩提出了一個只適用高頻區域的近似解 

( ) 3 /, TT e βνρ ν αν −=                         (3) 

其中α與β為待定常數，此即維恩猜想。1900 年 7 月，

雷利勳爵(Lord Rayleigh 即 John William Strutt)將當時發

展 已 趨 成 熟 的 統 計 力 學 中 的 能 量 等 分 原 理

(equipartition theorem)應用到這個問題，得到了所謂的

雷利−金公式(Rayleigh−Jean formula)  

( ) 2
3

8, RT T
c N
πρ ν ν=                   (4) 

其中 N 為亞佛加厥常數(Avogadro’s constant)， R 為

氣體常數，而 /R N k= 即為波茲曼常數。雷利−金公

式在低頻時與實驗數據非常吻合，可是在高頻範圍卻

錯得非常離譜，因為當ν → ∞ 時， ( ),Tρ ν → ∞ ，

因此對頻率積分的結果會得到一個相當荒謬的結

論：發熱物體所輻射出來的電磁波有無窮大的能量密

度，也就是說，只要點燃一根火柴就足以照亮全宇

宙。這個讓物理學家束手無策的結果又稱為紫外災難

(ultraviolet catastrophe)，儼然是古典理論無法征服的化

外之地。為了解決這個令人頭痛的發散問題，雷利試

著把(4)式人為地修改為 

( ) 2 /
3

8, b TRT Te
c N

νπρ ν ν −=                   (5) 

即使如此，還是與實驗的結果有所出入。 

就在紫外災難面世後三個月，德國物理學家普朗

克(Max Planck)找到了黑體輻射的頻譜密度 ( ),Tρ ν

的正確形式，不過他當時似乎不知道雷利的工作，因

為在他並未在隨後正式發表的論文裡引用雷利的結

果。普朗克研究黑體輻射已有數年之久，他採用的方

法是將空腔內壁表面上的每一點都視為一個小彈簧，

而每個小彈簧的頂端都黏著一個帶電粒子，而然後讓

這些帶電的諧振子在週期性的電場中運動。利用這個

簡單的模型，他在 1897 年得到以下的結果 

( ) ( )
2

3

8, ,T U T
c
πνρ ν ν=                (6) 

其中 U 是熱平衡時諧振子的總能量函數。在 1900 年

的 10 月，普朗克從他的同事魯本斯(Heinrich Rubens)

那裡得知，在低頻下頻譜密度 ( ),Tρ ν 會與溫度 T 成

正比。憑著多年在這個問題中鑽研所累積的心得與直

覺，普朗克只花了一個晚上，就把黑體輻射頻譜密度

的正確形式寫出來。他發現如果假設諧振子只能在某

些特定的能量狀態下振動，而這些特定能量都是某個

基本能量單位的整數倍，就可以從理論上得到與實驗

數據完全吻合的黑體輻射頻譜。普朗克進一步發現這

個能量基本單位與諧振子振動的頻率成正比，而諧振

子振動頻率也就是電磁輻射的頻率，因此波長較短的

光具有較大的能量。依據這個假設，普朗克得到以下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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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3 /

8 1,
1h kT

hT
c e ν

π νρ ν =
−

             (7) 

其中 hν 為能量基本單位，而 h 即所謂的普朗克常數，

是一個新的基本常數。由 (7) 式可得知，在低頻極限

時， ( ) 2,Tρ ν ν∝ 符合雷利−金公式。另一方面，在

高頻極限時， ( ),Tρ ν 又回到了維恩猜想的結果，因

此漂亮地解決了紫外災難的發散問題。 

普朗克的假設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人提出能量

是以不連續、不可分割的能量子(energy quantum)形式

出現，完全違反了古典物理的最基本教條：時間、空

間、能量等基本物理量皆可無窮分割。這個日後被公

認為是量子力學開宗明義的基礎概念，為普朗克贏得

了 1918 年的諾貝爾獎，然而深受古典物理薰陶的他卻

始終對這個古怪的理論耿耿於懷。他後來在一篇文章

中回憶道：「我當時已無計可施；不管任何情況、不計

任何代價我一定要找出正確的答案…」。約有 10 年的

光陰，普朗克甚至努力去證明能量子的概念完全不脫

出古典物理的範圍。即便如此，普朗克在物理學上仍

有極大的貢獻。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普朗克公式(7)依

舊是決定熱輻射強度及頻率的標準方法，而普朗克當

初引進的常數 h，已經變成自然界最重要的基本常數

之一。 

普朗克的成就，開啟了從古典通往量子世界的大

門，即使他未能體會到他手中握有的是一把開啟嶄新

時代的鑰匙，但是他的新理論卻鼓舞了當時默默無

聞，但是註定日後會成為一代學術巨人的愛因斯坦。

當時還棲身在瑞士伯恩專利局中擔任職員，只能利用

閒暇時間來研究物理的愛因斯坦注意到(7)式雖然符

合實驗， 但當時的理論卻無法加以解釋，而式(3)恰

好相反。因此他不打算依循普朗克的方法─—亦即以

輻射的產生與傳播的方式為出發點，而計畫從實驗的

角度切入，找出新的方程式來解決黑題輻射的問題。

他的出發點是與實驗有密切相關的維恩公式(3)。愛因

斯坦後來之所以提出光量子的假說，是因為他發現在

維恩極限( / 1h kTν >> )下的電磁輻射，與古典理想氣

體有類似的行為。愛因斯坦如何得到這個結果呢？首

先他作了以下這個簡單的計算：在定溫下，有 n 個理

想氣體分子在體積為 V0 的容器中被壓縮至 V 時，熵的

改變為 

( ) ( )0
0

, , ln
n

R VS V T S V T E
N V

 
− =  

 
          (8) 

對於黑體輻射，假設 ( ),T dφ ν ν 是在頻率範圍ν 到

dν ν+ 間單位體積內熵的密度，則依據熱力學公式可

得 

1
T

φ
ρ

∂ =
∂

                                   (9) 

將維恩猜想代入上式並積分，則可得 

3ln 1ρ ρφ
βν αν

 = − − 
 

                (10) 

現在假設所有的輻射都被包在體積為 V 的空腔中，則

在頻率範圍ν 到 dν ν+ 中，體積 V 包含的總熵及總

能 分 別 為 ( ), ,S V T Vdν φ ν= 及

( ), ,E V T Vdν ρ ν= 。因此在維恩公式適用的區域

內，熵的改變可由下列公式表示 

( ) ( )
/

0
0

, , , , ln
NE R

R VS V E S V E
N V

βν

ν ν
 

− =  
 

  (11) 

比較(8)式及(11)式中的指數，愛因斯坦發現 

RE n nh
N
β ν ν= =                          (12) 

他因而大膽地提出以下的光量子假說： 

從熱力學的觀點來看，低密度單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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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輻射所表現的行為，彷彿它是

由大小為 /R Nβν 、各自獨立的

能量子所構成的理想氣體。 

換句話說，愛因斯坦認為光是由不連續的量子所構

成，就像是在容器中來回運動的氣體是由一顆顆原子

所組成一般。光量子說的提出在日後看來是一件劃時

代的大事，可是當時並未點燃科學革命的烽火，原因

是當時的物理學家雖然接受愛因斯坦的結果，但是他

們認為這可能只是電磁場在熱平衡態時的一個奇特性

質而已。然而，正所謂初生之犢不謂虎，這一年才剛

滿 26 歲的愛因斯坦把他的光量子假說又大膽地往前

推了一步，提出了所謂的啟發性原理(The heuristic 

principle)： 

根據熵隨體積變化的關係，如果

(密度夠低的)單頻電磁輻射)表現

得像是由大小為 /R Nβν 的能量

子所構成的離散介質，則這個結果

似乎暗示著支配光的產生及轉變

的物理定律，是否也建立在光是由

這類能量子所組成的概念上。 

簡言之，愛因斯坦把光量子的概念，從自由電磁場推

廣到電磁場與物質間有交互作用的情況下；而光電效

應(photoelectric effects) 就是光量子說的最佳試金石。 

早在 1888 年前後，科學家已經知道以紫外光照射

金屬表面，金屬就會放出帶電粒子。1899 年，湯姆生

(Joseph John Thomson)以實驗證實這些帶電粒子就是電

子。之後，隨著實驗光源的改良，物理學家發現光電

效應中也存在著一些與古典物理矛盾的現象： 

1. 依據古典波動理論，當光源強度增加時，由金屬

表面射出的光電子(photoelectrons)所形成的電流

變大，而電子的動能也應該跟著增加。但是實驗

結果發現，由金屬表面所逸出的電子的動能竟然

與光源強度無關。 

2. 依據古典波動理論，以任何頻率的光照射金屬表

面，只要強度夠大的話，都一定會產生光電效

應。但是實驗結果發現，一旦入射光的頻率小於

某一個特定的截斷頻率(cutoff frequency)ν0，不管

光源的強度再怎麼大，也不會觀測到光電子。 

3. 依據古典波動理論，即使光源的強度很微弱，但

只要照射的時間夠久，電子還是可以累積夠多的

能量脫離金屬。但是實驗上並未觀測到這種現

象。 

古典物理再一次面對嚴峻的挑戰，但這正好給了

愛因斯坦一個發揮的舞台。依據啟發性原理，愛因斯

坦對光電效應作了以下的解釋：在光場與物質交互作

用的過程中，一個光量子把它的能量完全轉給一個電

子，而這個能量轉換的過程與其它的光量子無關。當

電子獲得能量而逃離物體的內部時，通常在達到表面

之前會損失部份能量，這些損耗掉的能量稱為功函數

(work function)，以 P 表示之。若入射光的頻率為ν ，

則電子所具有的最大能量為 

maxE h Pν= −                             (12) 

愛因斯坦對於光電效應所描繪出的簡單圖像，不但輕

易地解釋了上述矛盾，更重要的是他預測了 maxE 與ν
呈線性關係，而 maxE –ν 圖的斜率就是普朗克常數；

測量 maxE 對ν 的變化便可決定普朗克常數的值。愛因

斯坦的光電效應定律在數年後被實驗證實，他因此而

獲得 1921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時至今日，光電效應已

經大量的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影印機，數

位像機，太陽能電池等等。今天許多工程師還是必須

依靠愛因斯坦的理論來設計許多的消費性商品。 

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定律除了在理論上印證普朗

克量子論的獨特性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暗示著光

可以同時具有波動及粒子兩種特性。這種波動–粒子

的二重性在稍後從舊量子論(old quantum theory)演變到

我們現在熟知的量子力學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啟

發作用。這一段歷史是可以說是人類心智文明演化過

程中，最令人嘆為觀止的二十年。本文因篇幅有限，

不多加敘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文末所列之參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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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最後在文章結束前，我想趁機會提一下在量子概

念誕生的過程中，統計力學所扮演的角色。統計力學

是馬克士威爾及波茲曼所發展出來，將機率統計的方

法與牛頓力學結合，目的是用來研究龐大數目(如亞佛

加厥數)的分子之隨機運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

一個本質完全是古典的理論卻在 20 世紀初量子革命

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愛因斯坦若不用波茲曼統計力

學中最著名的求熵公式( lnS k W= )來推得(8)跟(11)

兩式，他很難一眼看出光量子存在的線索。回過頭來

看普朗克在 1900 年的工作。當年的 10 月他以直覺

“猜”出了頻譜密度 ( ),Tρ ν 的正確解，而在同年 12

月的另一篇論文中，在已確知 ( ),Tρ ν 的前提下，他

發 現 黑 體 輻 射 的 熵 的 確 可 以 由 波 茲 曼 公 式

lnS k W= 求得，而 W 正好是將全部的能量子(不可

分辨)分配到全部諧振子(可分辨)的所有可能組合的數

目。這個奇怪的計數法則，對於當時的物理界來說，

簡直是匪夷所思。不過對於不計代價，一心一意只想

解決黑體輻射問題的普朗克而言，即使對這樣的結論

充滿困惑，也只能默默接受。事實上，這個結果已經

預言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才被發現的玻色−愛因斯坦

統計法則(Bose− Einstein statistics)，只可惜它已經大大

地超出 1900 年當時物理學家能理解的範圍。天邊這朵

小小的烏雲所引發的風暴，顯然蘊藏了遠比它外觀還

深奧的內涵，以至於物理學家終究得花上幾十年的光

陰來搞清楚它微妙的結構，才得以走進美麗的量子新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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