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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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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收到

"）! 戴念祖) 爱因斯坦在中国) 社会科学战线，"*%* 年第 & 期，第

%’—+, 页) 本文以下未特别注明报刊文献的引文均见此文献

! ! 曾经缔造了“ 奇迹年”（"*#,）的爱因斯坦在

"*&# 年代初和中国有一段因缘) 它应日本改造社邀

请赴日本讲学，来回两次途经上海，受到上海各界和

大学生的热烈欢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代表瑞典皇

家科学院正式通知爱因斯坦获得 "*&" 年度诺贝尔

物理学奖) 本文对此作一简要介绍，以示我们对国际

物理年的热诚之心)

"! 第一次路过上海

爱因斯坦乘日本船“ 北野丸”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到达上海，在上海当时的汇山码头

登陆) 到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

总领事、中国学者、日本改造社代表、犹太人，还有一

批中外新闻记者等) 进入市区后，有关团体在上海

“一品香”餐厅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继至上海

“小世界”听昆曲，以后又游赏了城隍庙、豫园和主

要街道"）) 据说，当爱因斯坦走进上海南京路时，上

海青年学生高兴得用双手把他抬起来了) 下午 - 时，

中国文 化 教 育 界 在 画 家、书 法 家 王 震（ 字 一 亭，

"+--—"*$+）家里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参加这次

宴会的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哈尔（./00 123/4）、同济

大学校长德国人斐司德（5) 6) 789:4/0）夫妇，日本改

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 我国出席

这次宴会的除王震外，还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总编

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

教授的张君劢、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

女儿应慧德等人)
在王震家宴席之前，爱因斯坦夫妇欣赏了王震

家摆设的金石书法、古物艺术品) 席间，于右任致辞)
他说：“我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实为

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

明) 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 今所抱歉者，

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又不能闻博士伟论)
惟愿博士在日本讲学既毕，重为我国青年赐晦) ”爱

因斯坦博士致答辞道：“今日得观中国名画，极为愉

快) ”“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

大贡献) ”“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

年贡献所见) ”宴会中，爱因斯坦对十一岁的女孩子

应慧德赞赏备至) 应慧德以流利的德、英、法三国语

言和爱因斯坦夫妇交谈，并朗诵德国名人诗篇) 宴席

间，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讲讲相对论，但他因“ 长途

跋涉、绝未休息，不能作长篇演讲) ”晚 * 时结束宴

会) 爱因斯坦夫妇于次日（"’ 日）凌晨仍乘原船往日

本，于 "" 月 "% 日抵达神户)

图 "! 12/ ;23<= 70/::（大陆报）（"*&& 年 "" 月 "’ 日）关

于爱因斯坦夫妇到沪有关报道（ 其中标题之一为：>3<?

:4/3< ./0/，79/=:/@ A342 BCD/9 EA=0@；在另一篇报道中还

有爱因斯坦签名及其所写下的 ! 因子）

! ! 据报刊报道，中国人看到的爱因斯坦是这样的

形象：他“是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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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民国日报（’($$ 年 ’’ 月 ’& 日）载爱因斯坦到沪讯息

图 "! 时事新报（’($$ 年 ’’ 月 ’& 日）载爱因斯坦到沪讯息

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

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 他

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一件礼服，带了一条黑

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 他有着一头短

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的王冠，有的地

方被压扁了) 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

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

到的刺耳的音调) ”$）

$）! *+, -+./0 12,33，’($$ 年 ’’ 月 ’# 日

据 ’($$ 年 ’’ 月 ’# 日 和 ’& 日 的 *+, -+./0
12,33（又称《大陆报》，创刊于 ’(’’ 年 4 月 $( 日，也

是当时中国专门对西方发行的惟一的英文报刊，见

图 ’）、《民国日报》（图 $）、《时事新报》（图 "）等报

道，爱因斯坦还曾表示要去参观某烟草公司，但后来

由于时间不足未成) 爱因斯坦就他到上海的感想讲

道：“余第一次至东方，极为欢喜，有许多惊异之闻

见) 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

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之印象) 此种印

象，余将永不忘之) ”从这段话看来，爱因斯坦对于

从香港到上海这段航程是极为愉快的) 当有人问他

最近又有何新发现时，爱因斯坦答道：“ 以个人而

论，与科学研究上并未能有所增益，惟闻有英国科学

家若干人，在澳洲西海岸试验，已经有显著之成绩)
惟其真价值如何，尚不能臆断) 因其图片等需送往伦

敦以极其精细极准确之仪器量之也) 荷兰科学家之

赴圣诞岛者，以天气严寒，未有确实之成绩) 此行予

虽亦在被邀之列，顾以家内工作甚忙，故不能不以最

后谢绝之) ”

爱因斯坦在这里讲到的“ 澳洲西海岸试验”，是

指 ’($$ 年 ( 月 $’ 日的日食观测) 这天，在澳大利亚

圣诞岛（-+2.35603）及澳大利亚西部各地可以看到

日全食) 因此，各国天文学家纷纷赶赴日全食地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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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观测，以继 !"!" 年 # 月 $" 日日全食观测工作之

后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有关预言作进一步的验

证% 当他到达中国时，这次观测的计算核实工作尚未

完成，因此，爱因斯坦在上海讲到他“ 不能臆断”这

次观测的情况%
爱因斯坦是 !"$!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在这之前几年，早已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

奖% 但是，直到 !"$$ 年 !! 月才正式决定授于他 !"$!
年度的物理学奖（同时还决定把 !"$$ 年度物理奖授

予玻尔）% 当爱因斯坦听到这喜讯时，他正在上海%
当他于 !& 日到达上海时，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正式通

知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夫妇都表示极为高兴% 当一

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伟人立刻出现在自己面前

时，就很难怪中国大学生会在南京路上把爱因斯坦

举起来欢呼了% !"$$ 年 !! 月 !’ 日，()* +),-. /0*11
登载两篇报道：一是 2,-13*,- 4*0*，/5*.1*6 7,3) 89:
;*5 <7.06；另一是 =.6.> 2,-13*,- <6>,31 ?)*@1 9A 3)*
=.B90,3C D*5.3,E,3C /FGG5*1 4*0 (99（ 图 !）&）% 在后一

篇报道中还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本人的签名及其所写

下的相对论中的 ! 因子，即 ! H !$

"! $ % 这是爱因斯坦

留在中国的较早墨宝之一’）% 当爱因斯坦抵达上海

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 鉴于急切了解相对论的心

情，他们提出了种种有关相对论的问题% 一个曾先后

# 次采访爱因斯坦的记者仍不明白其中诀窍，他说：

&）I 感谢首都师大物理系李艳平、王媛媛和李萍萍翻拍此报并提供

给本文作者

’）I 更早时候，爱因斯坦曾与中国学者通信，但原件均未保存下来，

刊于报刊的均是中文译文

#）I ()* +),-. /0*11，!"$$ 年 !! 月 !’ 日

J）I <% /.,1，2,-13*,- K,E*6 4*0*% LMA906 N-,E*01,3C /0*11 O-P% ，8*7

Q90R，!""’，第 J#，!#"，$J# 页，注 "$，"&% 中译本，戈革等译，上

海东方出版中心，!""S，第 SS，$!"—$$T，&U& 页，注 "$，"&

“两年前在解释这个理论时，我曾请您举一个

具体的例子，您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在铁道旁边的路堤上竖起一根高尔夫

球杆，并且在火车的地板上平放另一根相同长度的

高尔夫球杆，当火车从竖起的球杆旁经过时，路堤上

的观察者看到车厢内的球杆要比竖起的球杆短一

些’对吗？”

爱因斯坦博士微笑着%
“相对来讲，是这样的% ”

为什么车厢内球杆会短些？面对一群记者，爱

因斯坦在一个记者的记录纸上写下了 ! 因子，签上

名 字 ，指 出 它 对 于 理 解 相 对 论 的 重 要 性 % 在()*
+),-. /0*11 的报道中，将此因子描述为“ 全部理论

的肇始，是揭示深邃秘密的通关密语”#）%
顺此提到，理论物理学家 <% 派斯（/.,1，!"!S—

$TTT）在 $T 世纪 ST 年代以后连续写了两大本爱因

斯坦传% 他说自己在翻遍各种档案文献后，就爱因斯

坦生平还留下两个问题未解决：一是爱因斯坦及其

前妻的私生女下落不明；一是爱因斯坦究竟在何时

何地正式获得有关诺贝尔奖的通知J）% 这后一个问

题实际上早在派斯著书之前十余年已在《爱因斯坦

在中国》一文中作了回答% 并且该文的英译本或摘

要于 !"U" 年由范岱年先生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

培源先生分别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和欧洲举

行的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会上宣读%
爱因斯坦此次到上海，引起中国人对相对论的

极大兴趣% 北京、上海、南京各大学也一一发出讲学

邀请% 爱因斯坦本人不仅在宴会上欣然接受了这一

邀请，而且在和其他人的谈话中也一再明确表示，因

要到北京、南京各大学讲演，还拟在上海讲演二三

次，因此，希望离沪早去早回，表示在日本“ 逗留 U
个星期之后即来中国% ”

$I 第二次路过上海

!"$$ 年 !$ 月 $U 日，爱因斯坦从日本门司乘

“榛名丸”船离日回欧洲% 于 !$ 月 &! 日上午 !! 时到

达上海% 很多人到上海码头迎接爱因斯坦，令爱因斯

坦“应接不暇”%
爱因斯坦这次到上海后，住在当时上海的杜美

路 " 号一位旅沪犹太人家里，并接受犹太人的欢迎%
他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邀请，!"$&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在福州路 !U 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

堂讲演相对论% 中国的一些学者参加了这次讲演会%
参加这次演讲会的中国学者张君劢是一个虔诚

的心灵学者，在爱因斯坦报告后他提问心灵学问题%
爱因斯坦答曰：“这是不足道的事”% 这个提问，反映

了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的悲哀% 难怪当时许多报纸报

道此事时，发出了对心灵学者的责问：“不审吾国人

研究灵学者，对于恩氏（即爱因斯坦）又作何感想？”

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经上海以后，中国各大学

和学术团体都忙于筹集资金，创造条件，以备欢迎爱

因斯坦到中国讲学% 在他第二次路经上海时，也正如

《新闻报》指出的一样，“ 本埠（ 上海）人士甚望更开

一欢迎会，俾众人咸得一聆此名（相对论）以宿雅教

之念% ”但是，爱因斯坦毕竟没有在中国讲学% 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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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到达上海之前，在 ’($$ 年 ’$ 月 ) 日自日本

京都寄给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瑮（ 字

浮筠）的书信写道：

“夏博士鉴

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 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

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 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

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 北

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

当可想像也* 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

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 然予甚期望，君不

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 尊夫人之处，亦乞问

候*
安斯坦”)）

爱因斯坦是 ’($" 年 ’ 月 $ 日 ’’ 时仍乘“榛名

丸”邮船离开上海的* 他在埃及塞得港（+,-. /012）下

“榛名丸”，赴耶路撒冷（ 34-560748）视察新成立的犹

太大学，旋赴西班牙，在马德里（902-12）大学讲演后

才回柏林*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

间* 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

人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劳动者受苦受难；也

表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度同情* 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

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 他们要

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 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

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
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

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 即

五四运动———本文笔注）特别可以理解了* 在上海，

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

仆* 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

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他们

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

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

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以上日记文字是从爱因斯坦的女婿（ 爱因斯坦

第二任妻子的女儿的丈夫）;* 凯塞（<0=64-）以笔名

>* 赖塞（;4164-）在 ’("% 年所写的《 爱因斯坦传》中

摘录的* 关于这本传记，爱因斯坦在 ’("’ 年说：“ 赖

塞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的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它出自对我个人生活有很好了解的人之手”’%）*

)）! 此信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年 ’$ 月 $? 日第二版。爱因斯

坦的原信件已难于觅寻了

:）! “敲石子”是为铺设马路所需* 当时南京路和上海城市内外，道

路两旁处处是衣着褴褛的农民或工人在敲碎石子，而他们的日

工资最多只有五分钱

(）! 引自赵中立、许良英编译*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 >* 派斯* 爱因斯坦传* 方在庆等译，商务印书馆，$%%#，)$

’’）! 北京大学日刊，’($$ 年 ’’ 月 $% 日

"! 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爱因斯坦未曾如愿在中国讲学，但 $% 年代

初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开来了* 从 ’(’) 年下半年至

’($" 年上半年，各种报刊所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

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 ’%% 篇，出版译著 ’& 种左右*
相对论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强烈兴趣*

许崇清（ 时为留日归国不久、后曾任国民政府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于 ’(’) 年 ( 月发表了一篇题为

《再批判蔡孓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

质问蔡先生》，文中最早涉及了狭义相对论两个基

本原理，以及光神以 #% 倍光速旅行之奇妙* 但是，这

些内容仅是一篇长文中的夹叙，并未引起多少人注

意* 第二个谈论相对论的是，时为南京高师学生的吴

有训，他于 ’(’( 年 $ 月撰写了“第四度量”一文* 到

’($% 年，从 ’ 月到 ’$ 月，报刊杂志关于相对论的文

章突然多起来* 魏嗣銮、张松年（ 申府）、任鸿隽、文

元模以及其他各种笔名（如“蠢才”）的文章引起了

读者兴趣* 诸如题为“科学界里一革命”、“二十世纪

之牛顿”、“现在自然科学之革命思潮”、“宇宙说”等

屡见报端，’(’( 年日食观测证明爱因斯坦的光线弯

曲说一事，也在 ’($% 年 $ 月的《东方杂志》的“科学

杂俎”栏披露；当年 ’’ 月，任鸿隽在《 科学》上发表

的《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一文* ’($’ 年 " 月 $ 日时

事新报还及时地报道了德国反对相对论的一些活动

（图 #）* 为了准备爱因斯坦来华讲演，北京大学、金

陵大学、上海大学等都曾举行过有关爱因斯坦和相

对论的演讲（图 &）* 正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说：

“有了这么一个准备，然后再来听爱因斯坦讲演，才

能得着真正的了解，也才能判断他的真正价值，并且

也 不 辜 负 他 远 道 来 给 我 们 讲 演 的 这 一 番 盛 意

啊！”’’）（图 ?）

在积极准备过程中，北大教授夏元瑮翻译了爱

因斯坦于 ’(’? 年著的《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一

书* 译文先于 ’($’ 年 # 月发表在《 改造》杂志上，

’($$ 年以《相对论浅释》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贻惠翻译了爱因斯坦拟于 ’($%
年 & 月在荷兰莱顿的讲稿《以太和相对论》，译文于

’($$ 年载《理化杂志》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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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时事新报（#$%# 年 & 月 % 日）载“若愚”撰稿“德国特约通

讯”’ 其内容包括：相对论在德国受攻击；爱因斯坦生平及其表示

将赴中美两国旅游讲学

图 (" 北京大学日刊（#$%% 年 ## 月 %) 日）刊载关于相对论的演

讲通告

图 *" 北京大学日刊（#$%% 年 ## 月 #! 日）载校长蔡元培关于迎

接爱因斯坦来华讲学之经过文的一段

值得注意的是，%) 世纪 %) 年代初，有 & 个杂志

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 最早的是

《改造》杂志第 & 卷第 + 期（#$%# 年 ! 月出版），其上

刊载了夏元瑮、徐志摩、王崇植的 ! 篇有关相对论和

爱因斯坦的文章（图 ,）’
第二个出“相对论号”的是《少年中国》（图 +）’

图 ," 《改造》杂志于 #$%# 年 ! 月出版“相对论号”

图 +" 《少年中国》于 #$%% 年 % 月出版“相对论号”

它的第 & 卷第 , 期（#$%% 年 # 月出版）上刊载了魏

嗣銮、王光祈二篇文章外，还最早刊载了爱因斯坦送

给《少年中国》及其读者的照片’ 这照片是 #$%# 年 +
月 %( 日、时为上海同济大学学生魏嗣銮代表“ 少年

中国学会”向爱因斯坦讨要的，爱氏于 $ 月 ( 日即回

信并寄送照片（ 图 $，#)）’ 这期《 少年中国》出版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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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 年）’ 期

图 (! 同济大学学生魏嗣銮和爱因斯坦于 ’($’ 年 )、( 月间的来

往通信（中译文）

图 ’%! 爱因斯坦于 ’($’ 年 ( 月 & 日邮寄给魏嗣銮和“少年中国

学会”的照片，此照片刊载于《少年中国》“相对论号”

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半岁之时，其时，毛泽东、张闻天、

李大钊、恽代英等都是该会会员*
第三个出“爱因斯坦号”的是《东方杂志》，它的

第 ’( 卷第 $# 号（’($$ 年 ’$ 月出版）除刊出高鲁、

郑心南（名贞文）、周昌寿等 ’" 篇文章外（图 ’’），扉

页上刊有二帧爱因斯坦照片，其中之一是爱因斯坦

图 ’’! 《东方杂志》于 ’($$ 年 ’$ 月出版“爱因斯坦号”

图 ’$! 《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刊载爱因斯坦头像绘画

及其继任夫人合影（图 ’$，’"）* 出版界也争先恐后

出版爱因斯坦的中文译著* 商务印书馆还刊出“ 欢

迎爱因斯坦博士”的出版广告（图 ’#）*
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起到推波助浪作用的

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 ’($%—’($’ 年间来华讲学*
在他的 & 个哲学专题演讲中，有一讲“ 物之分析”，

主要谈论的就是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 特别是，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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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底商务印书馆刊登“ 欢迎爱因斯坦博士”的出版

广告

是经过苏联到中国的，在中国他多次讲到：“ 列宁和

安斯坦 是 近 世 最 出 色 的 伟 人”& 因 此，有 人 说，至

!$%% 年底，“就是学术最幼稚的我国，从罗素来讲演

后，也无人不知这相对论的名词& ”

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激起了中国人民对爱因斯

坦的敬仰，爱因斯坦也不曾间断过对中国的关注& 中

国几代理论物理学家夏元瑮、周培源，杨振宁、李政

道!%）等都曾聆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或召见& !$%! 年春

天某日，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亲自到德国爱因

斯坦府上邀请其来华，恰在此时，波兰物理学家英费

尔德（’& ()*+,-）第一次去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

夫人只得请他稍候& 爱因斯坦不仅在两次途经上海

的言谈与旅行日记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而且，

图 !.# 《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刊载爱因斯坦及其继任夫人

合影

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对日本侵占中

国的东三省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和罗素等人于 !$./
年 ! 月 0 日在英国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

制日货，并以种种可能援助中国!.）& 同年 1 月 1 日，

爱因斯坦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

一起，在美国发起成立援助中国委员会& 爱因斯坦为

在美国二千个城镇发动援华捐款做出了积极的努

力!"）& 当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领袖“ 七君子”被国民

党反动派逮捕迫害时，他又和在美国的知名人士共

!0 人一起，于 !$.2 年 . 月发出了正义的申援电，电

文中写道：“我们在美国对于上海3七君子3之被捕谨

表示深切关怀& ”!0）

!%）# 45)6 7 8& 9+,+:;+- <5=+>? !$"0—!$/@ AB;C 7DEE+);5>F& 8+A

4D>G：H>++E5) I J，!$/.& !0；’++ K L& 9+,+:;+- <5=+>?& M-&

H+B)N+>6 O& PD?;D)：PB>GCQR?+>，!$/1，SD,& .& "$@

!.）# 扫荡报，!$./ 年 ! 月 2 日

!"）# 新华日报（武汉），!$./ 年 1 月 2 日

!0）# 桂林日报，!$.2 年 . 月 %2 日；也见《救国无罪》，第 !%. 页

图 !0# 爱因斯坦百年

诞辰纪念邮票

!$00 年 " 月 !/ 日，爱因

斯坦仙逝& 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

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 人民

日报》还发表了周培源的悼

念文章& !$2$ 年，爱因斯坦百

年诞辰，我国还发行了一张

纪念邮票（ 见图 !0），以表示

对他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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