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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定义 
      

主题 

在描述一个物理过程或情境时，我们必须清晰地知道所使用的概念的意义。 

一个术语的含义必定是大家都知晓的；否则，我们就必须用定义来解释它。

这种定义通常写在百科全书中相应字条的开头。 

一个定义必须清晰地写明它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作为教师，我们喜欢把

一个新术语的定义写在黑板上，以帮助学生记忆。 

 

负担 

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可能有的。当我们试图去做这样的定义时，

我们最后会发现这样做是没有结果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两难：当我们试图

去形成一个定义的表述时会发现，这个定义所包含的情境、系统或过程并不是我

们想要包括进去的内容。这样，我们就要去缩小定义的范围。结果是，范围缩小

后的定义不再包含我们不想要的内容，但却排除了我们不想排除的内容。 

我们以物理学中“振荡”这一概念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什么是振荡？ 

下面是在中学物理教科书中的几个对振荡概念的定义： 

1.“在某一固定的时间内运动方向重复改变的过程叫振荡。” 

2.“机械振荡是物体在平衡位置附近周期性的运动……振荡是物理量的周期

性变化。” 

3.“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可看到周期性发生的过程：荡秋千时的运动、吉他

弦的运动、电源插座的电压、血管中的血压，相应的物理量都在按某种节律变化

着。如果一个物理量的值重复地到达某一确定的值，那么我们把这种物理量的变

化叫作“振荡”，把振荡物体叫作振子。” 

下面是一本大学物理教科书中的表述： 

4.“当一个系统稍微偏离其稳定的平衡位置时，振荡就会发生。振荡最显著

的特征是周期性，即重复性。我们熟知的振荡现象有：小船的上下运动、单摆的

往复运动、乐器的弦和簧片的振动。另外，有些振荡现象是我们不大熟悉的，例

如，在声波中的空气分子的振荡、在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机中的电流的振荡。” 

在维基百科中有这样的振荡定义： 

5.“振荡是系统的状态变量随时间的重复波动。振荡是状态变量相对于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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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离。振荡发生在所有反馈系统中。在力学、电工学、生物学、经济学和其他

许多领域中都有振荡的例子。” 

下面我们来评论上面这些对振荡的定义： 

对定义 1的评论：这个定义太宽泛。我们不希望把所有在某一时间内重复的

运动都叫振荡。例如，我们不愿把在两个终点站之间来回行驶的市内有轨电车的

运动叫振荡。 

对定义 2的评论：这个定义用周期性把阻尼振荡排除在振荡之外了。 

对定义 3的评论：也许作者注意到定义需要简洁，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直

截了当地指出，所有振荡都是有周期性的。然而，他的这一结论并不符合物理学

中所理解的振荡：周期性并不是振荡唯一的特性。并且，这一定义把阻尼振荡也

排除在外。后来，作者解释了振子这一术语：振荡物体就是振子。然而，他所给

出的例子中，哪些是振子呢？例如，在“电源插座的电压”这个例子中，电压是

振荡物体吗？插座是振荡物体吗？在血管中的血液是振子吗？ 

对定义 4的评论：这个定义也把阻尼振荡排除在外。另外，空气分子以 500m/s

的速率在运动。在两次碰撞之间，它们以恒定速率运动着。然而，属于振荡的速

率只有约 0.5mm/s。把这个过程叫作“分子的振荡”显然不符合这个术语所指的意

思，也不符合这个术语在物理学中和在日常话语中的意思。 

对定义 5的评论：同样，这个定义也很宽泛，把在物理学中不能叫作振荡的

周期过程也包括在内了。 

在上面这五个定义中，没有一个定义明确地指出物理学中的受迫振动是否也

是振荡。 

在定义某一概念时，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在为还不知道这个概念的人定义。关

于这一点，上面所引用的每一个定义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引用这些定义丝毫没有贬低作者水平的意图，而是想说明： 

●给出一个定义是如此的难； 

●振荡的定义显然是不需要的，因为尽管对这一概念的定义都是失败的，但

大家都知道物理学中的振荡是什么意思。 

 

历史 

这里，我们不是去关注概念的定义本身，而是去关注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定义

概念。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有寻求确定性的心理倾向。也许，在我们的基因中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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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1比特表述（one-bit statements）的需要。人类（和动物）通常需要作出类似

于“是跳跑还是不跳跑”的“1比特决策”（one-bit decisions）。 

这就是为什么不断变化的属性描述通常会投射到对“是-否属性”的描述上。

目前在政治领域中经常讨论的“善恶区分”或“什么是生命？”的问题，其目的

都是想直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建议 

在日常话语中，术语的含义是模糊的。这一事实是很正常的。一旦人们想让

术语的含义变得清晰，情况就会变复杂、冗长和不可理解。例如，深奥难懂法律

术语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在没有清晰的概念定义的情况下，即使在概念含糊不

清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有效地沟通， 

儿童对概念的理解不是通过定义，而是通过实例和模仿。 

最后，我们目前还发现，计算机直到现在仍建立在“是-否决策”的原理上。

目前，计算机的功能正在发展到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新的阶段。然而，其方法也

不是通过清晰的定义。计算机可以像儿童一样来进行学习。它们的学习不是通过

定义，而是通过实例。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定义呢？ 

对定义一定要小心谨慎。课堂教学中通常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定义，而是举例。 

对于振荡这一特殊情形，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的建议是，强调振荡和非振荡

之间的中间过渡样态。这样做也许要花较多的时间，但最终还是值得的。 

 

Friedrich Herrmann 

 

（陈敏华，2022年 6月 15日译毕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