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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要评选物理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那些年代，那么有两个时期是一定会入选的：17世纪末和20世纪
初。
前者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宣告了近代经典物理学的正式创立；而后者则为
我们带来了相对论和量子论，并最彻底地推翻和重建了整个物理学体系。
所不同的是，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论起牛顿的时代，心中更多的已经只是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怀旧和祭奠
；而相对论和量子论却仍然深深地影响和困扰着我们至今，就像两颗青涩的橄榄，嚼得越久，反而更
加滋味无穷。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是量子论的故事。
这个故事更像一个传奇，由一个不起眼的线索开始，曲径通幽，渐渐地落英缤纷，乱花迷眼。
正在没个头绪处，突然间峰回路转，天地开阔，如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然而还未来得及一览美景，转眼又大起大落，误入白云深处不知归路⋯⋯量子力学的发展史是物理学
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我们会看到物理大厦在狂风暴雨下轰然坍塌，却又在熊熊烈焰中得到了洗礼和
重生。
我们会看到最革命的思潮席卷大地，带来了让人惊骇的电闪雷鸣，同时却又展现出震撼人心的美丽。
我们会看到科学如何在荆棘和沼泽中艰难地走来，却更加坚定了对胜利的信念。
量子理论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难解的谜题。
她像一个神秘的少女，我们天天与她相见，却始终无法猜透她的内心世界。
今天，我们的现代文明，从电脑到激光，从核能到生物技术，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依赖于量子论。
但量子论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
这个问题至今却依然难以回答。
在自然哲学观上，量子论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动，甚至改变了整个物理世界的基本思想。
它的观念是如此的革命，乃至最不保守的科学家都在潜意识里对它怀有深深的惧意。
现代文明的繁盛是理性的胜利，而量子论无疑是理性的最高成就之一。
但是它被赋予的力量太过强大，以致连它的创造者本身都难以驾驭，以致量子论的奠基人之一玻
尔(NiekBohr)都要说：“如果谁不为量子论而感到困惑，那他就是没有理解量子论。
”掐指算来，量子概念的诞生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不可思议的是，它的一些基本思想却至今不为普
通的大众所熟知。
那么，就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伟大的年代，去回顾一下那场史诗般壮丽的革命吧。
我们将沿着量子论当年走过的道路展开这次探险，我们将和_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天才们同行，去亲
身体验一下他们当年曾经历过的那些困惑、激动、恐惧、狂喜和震惊。
这将注定是一次奇妙的旅程，我们将穿越幽深的森林和广袤的沙漠，飞越迷雾重重的峡谷和惊涛骇浪
的狂潮。
你也许会感到眩晕，可是请千万跟紧我的步伐，不要随意观光而掉队，否则很有可能陷入沼泽中无法
自拔，请记住我的警告。
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考虑这么多了。
请大家坐好，系好安全带，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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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是关于量子论的故事。
量子论是一个极为奇妙的理论：从物理角度来说，它在科学家中间引起了最为激烈的争议和关注；从
现实角度来说，它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变化和进步；从科学史角度来说，也几乎没有哪段
历史比量子论的创立得到了更为彻底的研究。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基本观点和假说至今没有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中去，这无疑又给它增添了一道
神秘的光环。
《量子物理史话上帝掷骰子吗》将带你做一次量子之旅。
我们从神话时代出发，沿着量子发展的道路，亲身去经历科学史上的乌云和暴雨，追逐流星的辉光，
穿越重重迷雾和险滩，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并肩作战。
除了回顾基本的历史背景，我们还将向着未来探险，去逐一摸索量子论面前的不同道路，闯入人迹罕
至的未知境地，和先行者们一起开疆扩土。
让你惊叹的，不仅仅是沿途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风景，更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思索和启示——那是
科学深植在每个人心中不可抗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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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天元（Capo），出生于上海，足迹遍历内地、香港和美国，现居香港。
本人不愿透露具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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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黄金时代一我们的故事要从1887年的德国小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讲起。
美丽的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区缓缓流下，在山谷中辗转向北，把南方温暖湿润的风带到这片土地上。
它本应是法德两国之间的一段天然边界，但16年前，雄图大略的俾斯麦通过一场漂亮的战争击败了拿
破仑三世，攫取了河对岸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也留下了法国人的眼泪和我们课本中震撼人心的《最后
一课》的故事。
和阿尔萨斯隔河相望的是巴登邦，神秘的黑森林从这里延展开去，孕育着德国古老的传说和格林兄弟
那奇妙的灵感。
卡尔斯鲁厄就安静地躺在森林与大河之间，无数辐射状的道路如蛛网般收聚，指向市中心那座著名
的18世纪的宫殿。
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城市，据说，它的名字本身就是由城市的建造者卡尔（Karl）和“安静”（Ruhe
）一词所组成。
对于科学家来说，这里实在是一个远离尘世喧嚣，可以安心做研究的好地方。
现在，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HeinrichRudolfHertz）就站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专
心致志地摆弄他的仪器。
那时候，赫兹刚刚30岁，新婚燕尔，也许不会想到他将在科学史上成为和他的老师亥姆霍兹
（HermannvonHelmholtz）一样鼎鼎有名的人物，不会想到他将和汽车大王卡尔·本茨（CarlBenz）一
起成为这个小城的骄傲。
现在他的心思，只是完完全全地倾注在他的那套装置上。
赫兹给他的装置拍了照片，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照相的网目铜版印刷技术还刚刚发明不久，尚未普
及，以致连最好的科学杂志如《物理学纪事》（AnnalenderPhysik）都没能把它们印在论文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赫兹的装置是很简单的：它的主要部分是一个电火花发生器，有两个大铜球
作为电容，并通过铜棒连接到两个相隔很近的小铜球上。
导线从两个小球上伸展出去，缠绕在一个大感应线圈的两端，然后又连接到一个梅丁格电池上，将这
套古怪的装置连成了一个整体。
赫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两个几乎紧挨在一起的小铜球，然后合上了电路开关。
顿时，电的魔力开始在这个简单的系统里展现出来：无形的电流穿过装置里的感应线圈，并开始对铜
球电容进行充电。
赫兹冷冷地注视着他的装置，在心里面想象着电容两端电压不断上升的情形。
在电学的领域攻读了那么久，赫兹对自己的知识是有充分信心的。
他知道，当电压上升到2万伏左右，两个小球之间的空气就会被击穿，电荷就可以从中穿过，往来于
两个大铜球之间，从而形成一个高频的振荡回路（LC回路）。
但是，他现在想要观察的不是这个。
果然，过了一会儿，随着细微的“啪”的一声，一束美丽的蓝色电花爆开在两个铜球之间，整个系统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路，细小的电流束在空气中不停地扭动，绽放出幽幽的荧光来。
火花稍纵即逝，因为每一次的振荡都伴随着少许能量的损失，使得电容两端的电压很快又降到击穿值
以下。
于是这个怪物养精蓄锐，继续充电，直到再次恢复饱满的精力，开始另一场火花表演为止。
赫兹更加紧张了。
他跑到窗口，将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同时又关掉了实验室的灯，让自己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这样一来，那些火花就显得格外醒目而刺眼。
赫兹揉了揉眼睛，让它们更为习惯于黑暗的环境。
他盯着那串间歇的电火花，还有电火花旁边的空气，心里面想象了一幅又一幅的图景。
他不是要看这个装置如何产生火花短路，他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求证那虚无飘渺的“电磁波”的
存在。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啊，它看不见，摸不着，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见过，验证过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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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赫兹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它是麦克斯韦（Maxwell）理论的一个预言，而麦克斯韦理论⋯⋯
哦，它在数学上简直完美得像一个奇迹！
仿佛是上帝之手写下的一首诗歌。
这样的理论，很难想象它是错误的。
赫兹吸了一口气，又笑了：不管理论怎样无懈可击，它毕竟还是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呀。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在心里面又推想了几遍，终于确定自己的实验无误：如果麦克斯韦是对的话
，那么每当发生器火花放电的时候，在两个铜球之间就应该产生一个振荡的电场，同时引发一个向外
传播的电磁波。
赫兹转过头去，在不远处，放着两个开口的长方形铜环，在接口处也各镶了一个小铜球，那是电磁波
的接收器。
如果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会飞越空间，到达接收器，在那里感生一个振荡的电
动势，从而在接收器的开口处也同样激发出电火花来。
实验室里面静悄悄地，赫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他的眼睛已经看见那无形的电磁波在空间穿越
。
当发生器上产生火花放电的时候，接受器是否也同时感生出火花来呢？
赫兹睁大了双眼，他的心跳得快极了。
铜环接受器突然显得有点异样，赫兹简直忍不住要大叫一声，他把自己的鼻子凑到铜环的前面，明明
白白地看见似乎有微弱的火花在两个铜球之间的空气里跃过。
是幻觉，还是心理作用？
不，都不是。
一次，两次，三次，赫兹看清楚了：虽然它一闪即逝，但上帝啊，千真万确，真的有火花正从接收器
的两个小球之间穿过，而整个接收器却是一个隔离的系统，既没有连接电池也没有任何的能量来源。
赫兹不断地重复着放电过程，每一次，火花都听话地从接收器上被激发出来，在赫兹看来，世上简直
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加美丽了。
良久良久，终于赫兹揉了揉眼睛，直起腰来：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电磁波真真实实地存在于空间之中
，正是它激发了接收器上的电火花。
他胜利了，成功地解决了这个8年前由柏林普鲁士科学院提出悬赏的问题1；同时，麦克斯韦的理论也
胜利了，物理学的一个新高峰——电磁理论终于被建立起来。
伟大的法拉第（MichaelFaraday）为它打下了地基，伟大的麦克斯韦建造了它的主体，而今天，他——
伟大的赫兹——为这座大厦封了顶。
赫兹小心地把接受器移到不同的位置，电磁波的表现和理论预测的分毫不爽。
根据实验数据，赫兹得出了电磁波的波长，把它乘以电路的振荡频率，就可以计算出电磁波的前进速
度。
这个数值在可容许的误差内恰好等于30万公里/秒，也就是光速。
麦克斯韦惊人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原来电磁波一点都不神秘，我们平时见到的光就是电磁波的一种，
只不过普通光的频率正好落在某一个范围内，而能够为我们的眼睛所感觉到罢了。
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古老的光学终于可以被完全包容于新兴的电磁学里面，而“光是电磁波的一种”的论断，也终于为争
论已久的光本性的问题下了一个似乎是不可推翻的定论（我们马上就要去看看这场旷日持久的精彩大
战）。
电磁波的反射、衍射和干涉实验很快就做出来了，这些实验进一步地证实了电磁波和光波的一致性，
无疑是电磁理论的一个巨大成就。
赫兹的名字终于可以被闪光地镌刻在科学史的名人堂里。
虽然他英年早逝，还不到37岁就离开了这个奇妙的世界，然而，就在那一年，一位在伦巴底度假的20
岁意大利青年读到了他的关于电磁波的论文。
两年后，这个青年已经在公开场合进行无线电的通讯表演，不久他的公司成立，并成功地拿到了专利
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帝掷骰子吗>>

到了1901年，赫兹死后的第7年，无线电报已经可以穿越大西洋，实现两地的实时通讯了。
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年轻人就是古格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Marconi），与此同时俄国的波波夫
（AleksandrPopov）也在无线通讯领域做了同样的贡献。
他们掀起了一场革命的风暴，把整个人类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如果赫兹身后有知，他又将会做何感想呢？
但仍然觉得赫兹只会对此置之一笑。
他是那种纯粹的科学家，把对真理的追求当作人生最大的价值。
恐怕就算他想到了电磁波的商业前景，也会不屑去把它付诸实践的吧？
也许，在美丽的森林和湖泊间散步，思考自然的终极奥秘；在秋天落叶的校园里，和学生探讨学术问
题，这才是他真正的人生吧？
今天，他的名字已经成为“频率”这个物理量的单位，被每个人不断地提起，可是，说不定他还会嫌
我们打扰他的安宁呢？
无疑，赫兹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1887年10月，基尔霍夫（GustavRobertKirchhoff）在柏林去世，亥姆霍兹强烈地推荐赫兹成为那个教授
职位的继任者，但赫兹却拒绝了。
也许在赫兹看来，柏林的喧嚣并不适合他。
亥姆霍兹理解自己学生的想法，写信勉励他说“一个希望与众多科学问题搏斗的人最好还是远离大都
市。
”只是赫兹却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在冥冥中忽然改变了许多事情。
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电磁波的实验中亲手种下了一个幽灵的种子，而顶替他去柏林任教的那个人
，则会在一个命中注定的时刻把这个幽灵从沉睡中唤醒过来。
在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未来的30年间，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会不断地发生，彻底地重塑整个物
理学的面貌。
一场革命的序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拉开，而我们的宇宙，也即将经受一场暴风雨般的洗礼，从而
变得更加神秘莫测，光怪陆离，震撼人心。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着急，一步一步地走，耐心地把这个故事从头讲完。
二上次我们说到，1887年，赫兹的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也证实了光其实是电磁波的一种，两者
具有共同的波的特性。
这就为光的本性之争画上了一个似乎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句号。
说到这里，我们的故事要先回一回头，穿越时空去回顾一下有关于光的这场大战。
这也许是物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激烈的一场论战。
它不仅贯穿于光学发展的全过程中，更使整个物理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历史上烧灼下了永
不磨灭的烙印。
光，是每个人见得最多的东西（“见得最多”在这里用得真是一点也不错）。
自古以来，它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这个宇宙最原始的事物之一。
在远古的神话中，往往是“一道亮光”劈开了混沌和黑暗，于是世界开始了运转。
光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代表着生命，活力和希望，更由此演绎开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从古埃及的阿蒙（也叫拉Ra），到中国的祝融；从北欧的巴尔德（Balder），到希腊的阿波罗；从凯
尔特人的鲁（Lugh），到拜火教徒的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这些代表光明的神袛总是格外
受到崇拜。
哪怕在《圣经》里，神要创造世界，首先要创造的也仍然是光，可见它在这个宇宙中所占的独一无二
的地位。
可是，光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虽然我们每天都要与它打交道，但普通人似乎很少会去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会发现光实在是一样奇妙的事物，它看得见，却摸不着，没有气味也没有重
量。
我们一按电灯开关，它似乎就凭空地被创生出来，一下子充满整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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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
有一样事情是肯定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东西，那是因为光在其中作用的结果，但人们对具体的作
用机制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迷惑不解。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猜想，光是一种从我们的眼睛里发射出去的东西，当它到达某样事物的时候，这
样事物就被我们所“看见”了。
比如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就认为世界是由水、火、气、土四大元素组成的，而人的眼睛是女神
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用火点燃的。
当火元素（也就是光，古时候往往光、火不分）从人的眼睛里喷出到达物体时，我们就得以看见事物
。
但显而易见，单单用这种解释是不够的。
如果光只是从我们的眼睛出发，那么只要我们睁开眼睛，就应该能看见。
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即使睁着眼睛也仍然看不见东西（比如在黑暗的环境中）。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人们引进了复杂得多的假设。
比如柏拉图（Plato）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光，分别来源于眼睛，被看到的物体以及光源本身，而视觉是
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种假设无疑是太复杂了。
到了罗马时代，伟大的学者卢克莱修（Lucretius）在其不朽著作《物性论》中提出，光是从光源直接
到达人的眼睛的，但是他的观点却始终不为人们所接受。
对光成像的正确认识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才被著名的伊斯兰科学家阿尔·哈桑（al-Haytham，也拼
作Alhazen）所最终归纳成型：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物体，只是由于光从物体上反射进我们眼睛里
的结果2。
哈桑从多方面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包括研究了光进入眼球时的折射效果以及著名的小孔成象实验。
他那阿拉伯语的著作后来被翻译并介绍到西方，并为罗杰尔·培根（RogerBacon）所发扬光大，这给
现代光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关于光在运动中的一些性质，人们也很早就开始研究了。
基于光总是走直线的假定，欧几里德（Euclid）在《反射光学》（Catoptrica）一书里面就研究了光的
反射问题。
托勒密（Ptolemy）、哈桑和开普勒（JohannesKepler）都对光的折射作了研究，而荷兰物理学家斯涅耳
（WillebrordSnell）则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上于1621年总结出了光的折射定律。
最后，光的种种性质终于被有“业余数学之王”之称的费尔马（PierredeFermat）所归结为一个简单的
法则，那就是“光总是走最短的路线”。
光学作为一门物理学科终于被正式确立起来。
但是，当人们已经对光的种种行为了如指掌的时候，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
：“光在本质上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难以回答，没有人会想到，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居然会那样地旷日
持久，而这一探索的过程，对物理学的影响竟然会是那么地深远和重大，其意义超过当时任何一个人
的想象。
古希腊时代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光看成是一种非常细小的粒子流，换句话说，光是由一粒粒非常小的
“光原子”所组成的。
这种观点一方面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元素说，另外一方面，古代的人们除了粒子之外对别的物质形式
也了解得不是太多。
这种理论，我们把它称之为光的“微粒说”。
微粒说从直观上看来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它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光总是沿着直线前进，为什么会
严格而经典地反射，甚至折射现象也可以由粒子流在不同介质里的速度变化而得到解释。
但是粒子说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比如人们当时很难说清为什么两道光束相互碰撞的时候不会互
相弹开，人们也无法得知，这些细小的光粒子在点上灯火之前是隐藏在何处的，它们的数量是不是可
以无限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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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暗的中世纪过去之后，人们对自然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波动现象被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声音是一种波动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入人心。
人们开始怀疑：既然声音是一种波，为什么光不能够也是波呢？
十七世纪初，笛卡儿（RenéDescartes）在他《方法论》的三个附录之一《折光学》中率先提出了这样
的可能：光是一种压力，在媒质里传播。
不久后，意大利的一位数学教授格里马第（FrancescoMariaGrimaldi）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一束光穿过
两个小孔后照到暗室里的屏幕上，发现在投影的边缘有一种明暗条纹的图像。
格里马第马上联想起了水波的衍射（这个大家在中学物理的插图上应该都见过），于是提出：光可能
是一种类似水波的波动，这就是最早的光波动说。
波动说认为，光不是一种物质粒子，而是由于介质的振动而产生的一种波。
我们想象一下足球场上观众掀起的“人浪”：虽然每个观众只是简单地站起和坐下，并没有四处乱跑
，但那个“浪头”却实实在在地环绕全场运动着，这个“浪头”就是一种波。
池塘里的水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一种实际的传递，而是沿途的水面上下振动的结果。
如果光也是波动的话，我们就容易解释投影里的明暗条纹，也容易解释光束可以互相穿过互不干扰。
关于直线传播和反射的问题，人们后来认识到光的波长是极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光的行为就犹同
经典粒子一样，而衍射实验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波动说有一个基本的难题：既然波本身是介质的振动，那它必须在某种介质中才能够传递，比如
声音可以沿着空气、水乃至固体前进，但在真空里就无法传播。
为了容易理解这一点，大家只要这样想：要是球场里空无一人，那“人浪”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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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个有关量子论的系列全部是本人业余时间在网上完成的，最初发表在新浪的论坛上，前后陆续用了
一年左右的时间。
原先的构想只是一篇四五万字的极简介绍，但不料读者的反应异常热烈，自己兴头上来后也有些收不
住笔，结果最终有了这篇近30万字的稿子。
在此也感谢新浪、磨铁文化和各方面的牵头，使它有了以传统媒体方式发表的机会，和更多的读者见
面。
这并非一篇专业的科普文章，事实上，我的本意是更注重历史，而不是科学方面。
不过如果你读完了全文，我也希望它可以带给你一些最基本的量子论的科学概念。
这本是网上的消遣文章，供大众茶余饭后娱乐所用，因此我努力使它成为极通俗的读物。
事实上，我仅仅假定读者具有初中的数学水平和一点点高中物理知识(如果你具有以上水平但仍看不懂
某些内容，那一定是我写作的问题^_^)。
即使是对数理完全不通，我也希望你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感染和启示。
但不可避免地，运用日常化的语言会使一些描述显得牵强附会，不符合物理上的概念。
所以再次强调，这不是专业的科普，如果想获得对量子论更好更准确的认识，各位还是参考一些专业
书籍。
上帝是数学家，唯一能够描述宇宙的语言是数学！
另外，本文是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而成的作品，其信息全部来自于各种媒体，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
料。
因为时间和水平有限，所以难免包含了许多错误。
虽然我已经尽量使描述符合历史与事实(一般来说，除了一些明显的虚构情节外，本文中的历史场景都
是有依据的)，但仍可能在某些地方查证得不够，对于那些态度认真的读者来说，也需要小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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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曹天元兼具科学素质和文学修养。
 --王渝生 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度 量子世界像骰子一样难以预测，迄今还没有谁敢说真
正理解了它，任何科学探险都不如量子之旅惊险和神奇。
 --董光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是一本罕见的、精彩
的、由非科学家谈论科学的作品。
它表明：科学不是科学家的禁脔，科学对于公众来说，经过努力也是可以亲近的。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曹天元这部很特别的量子物理学史话，可谓献
给国际物理年不可多得的礼物。
它比起各地许多纪念性仪式化（或者叫巫术式）的表演，要实在得多。
⋯⋯此书功德无量。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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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量子物理史话上帝掷骰子吗》是“科学性和故事性的完美结合，具有超级影响力的科普佳作。
”荣获第三届“吴大猷科普奖”（2006），“科学时报读书杯”最佳科普创作奖（2005），国家图书
馆文津图书奖（2007）。
爱因斯坦：玻尔，亲爱的上帝不掷骰子！
玻尔：爱因斯坦，别去指挥上帝应该怎么做！
霍金：上帝不但掷骰子，他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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