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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俊結   

 

 

介子理論是一套用來解釋原子核中質子與質子之間，質子與中子之間，中子與中

子之間的強作用力的基本粒子理論，是日本理論物理學湯川秀樹在 1937 年所提出來的

。1949 年湯川秀樹就因為介子理論的貢獻而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日本的第一個

諾貝爾獎。湯川秀樹一九四九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在某方面對台灣來說，嚴格講應該

是對當時的中華民國來說，有一點類似一九五七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的諾貝爾物理獎。

1945 年，日本天皇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無條件投降，可以想見那時的日本全國上下

，可以說是在一種非常困難的狀態下在重建，四年之後的 1949 年，湯川秀樹得到的諾

貝爾獎，在精神層次方面，對還在廢墟狀態下的日本，可以說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強心

劑。尤其，湯川秀樹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日本理論物理學家，他有關諾貝爾獎的主要工

作，介子理論，是在日本本土自己獨立完成的。同樣的，1957 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得到

諾貝爾物理獎，對當時風雨飄搖中的台灣的民心士氣，應該也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尤

其在政府媒體的炒作之下。那時距離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到台灣的 1949 年，只有八年

。整個台灣的民間氣氛，應該多認為中國共產黨遲早要跨越台灣海峽拿下台灣，要不

是韓戰的發生，迫使美國改變政策，派出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今天中華民國也

好，或者中華民國在台灣也好，早已成為歷史名詞。 

1907 年湯川秀樹在東京出生，他本來姓小川，是結婚時入贅給女方，所以就改姓

叫湯川。這看起來也蠻奇怪的，日本男人難道不在意入贅改姓嗎？不然以小川秀樹一

                                                 
 傅俊結，南台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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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學教授，怎麼會為了結婚改成湯川秀樹呢？小時候的湯川秀樹在科學方面看不出

有什麼特殊的天分，不像歷史上一些大名鼎鼎的理論物理學家這樣，他只是喜歡數學

思考，尤其是在幾何方面，沉默寡言，用功認真地讀他自己的書。父親甚至認為，這

個孩子應該要走技職體系的教育，而不是一般的大學教育。但是在高中校長，母親以

及他的哥哥的堅持下，認為湯川秀樹這個孩子的天份還沒完全發揮出來，才說服他的

父親。因此 1926 年，湯川秀樹就開始他在京都大學物理系的求學生涯。很湊巧的，他

有一個班上的同學，叫朝永振一郎，1965 年也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而且跟湯川秀樹

一樣，都是在基本粒子理論的研究方面。湯川秀樹是因為介子理論，而朝永振一郎是

因為量子電動力學的理論研究。一個班上有兩個同學，將來都會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

的得主，這個在歷史上應該只此一次，沒有第二次。日本在明治維新，全面西化之後

，對西方的科學知識吸收的很快。那時科學革命正在歐洲發生，就是量子力學和廣義

相對論。1926 年，也就是湯川秀樹成為京都大學新鮮人的這一年，薛定格在歐洲提出

他有名的波動力學，用來和海森堡的矩陣力學相抗衡。雖然後來薛丁格自己證明在量

子力學上，矩陣力學和波動力學的詮釋方法是等價的。只是波動力學的詮釋方法比較

能讓當時的物理學家所接受，而矩陣力學對當時的大部分物理學家來說就是一種比較

抽象的數學。薛丁格的波動力學，當然很快就傳到了日本，湯川秀樹那時候也感受到

了他自己正處在科學革命的時代洪流中，為了了解波動力學，他必須更加的用功。因

此，那時候他整天可以說是待在圖書館內研讀最新的物理期刊以及波動力學的最新發

展。可是那時候這些文獻實在是太多了，以一個大二的學生來講，可以說是一個非常

大的負擔。基本上，他是不著邊際，茫然沒有頭緒的在看那些科學論文，後來他也覺

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到大三之後，他決定把心思完全放在薛定格的文章上。他在量

子力學上面的穩固基礎就這樣建立起來，這對他後來在研究原子核的介子理論和量子

場論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929 年湯川秀樹從京都大學物理系畢業，剛開始留在學校擔任沒有薪水的助教，

三年之後升任講師，再過一年，他就前往大阪大學任教。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

介子理論的研究。科學家早就知道，在原子核這個微小的世界裡面，一定有一股強大

的力量把質子跟中子束縛在裡面，這股強大的力量，科學家把它叫做強作用力，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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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話，因為質子帶正電，中子不帶電，根據電荷的互相排斥，這個原子核早就崩潰

掉了，根本不會存在。那時科學家所要探討的，是這個強作用力如何作用的呢？也就

是說它的機制是如何呢？湯川秀樹認為在質子和質子之間，質子和中子之間，以及中

子和中子之間，有一個科學家還不知道的基本粒子在傳遞這個力量，湯川秀樹就把這

個基本粒子命名做介子。這個概念可以用一個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簡單的理解。

當兩個人在互相傳一個棒球的時候，如果這兩個人要求他們不要分開的話，那他們就

必須不斷地來回傳遞那個棒球，這個棒球就是介子，那兩個人可以把他看作質子和中

子。根據量子力學的理論計算，湯川秀樹算出這個假設的介子，它的質量大約是電子

的兩百多倍。1937 年，發現正電子的物理學家安德森，他在宇宙射線中發現了一個介

子，稱為 介子，它的質量大約是電子的 207 倍左右。科學家本來以為安德森所發現

的這個介子，就是湯川秀樹所預測的，但是後來發現這個介子和質子中子的作用力非

常的微弱，因此證明這個介子並不是湯川秀樹的理論所要的那個介子。一直要等到

1947 年，英國物理學家鮑威爾，發明了以乳膠照相確定粒子的方法，才真正找到了湯

川秀樹所預測的介子的存在，稱為  介子。  介子的質量經過量測大約是電子的

270 倍。這兩個介子的質量都是電子的兩百多倍，難怪當時的科學家會搞混。也因為這

個工作。湯川秀樹和鮑威爾別在 1949 年和 1950 年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介子理論除了在解釋強作用力的機制上面獲得成功之外，在量子色動力學的自發

性對稱破壞上面也有重要的作用。湯川秀樹的介子理論被科學界所接受之後，他提出

了一種非局部的場論，想要來解決量子電動力學上的發散問題，這是當時理論物理學

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是他並沒有成功。這個發散問題的解決，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

被他的一個同班同學，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朝永振一郎，所貢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