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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的电磁现象，提出电子论! 他引入带有电子运动

的分子和微观电磁场的概念，后者的局部多分子的

统计平均即是麦克斯韦的宏观电磁场；这样解释了

物质对光的折射率随光的波长变化的色散现象! 但

对电子及其运动规律的较清楚认识，则尚待更多的

近代物理实验和与其伴随的 "# 世纪才发现的相对

论和量子论! 在这两个理论中，对时间和空间，粒子

和波，概念上比以前有所深入，有些人称之为革命!
但这与现代科学史前的革命，即推翻错误旧概念，建

立正确新概念，大不相同! 它实际上不过是，随着认

识到更深一层次，原来认为割裂的时间和空间却是

统一的时空，原来认为对立的粒子和波却是同一的

量子! 而回过头来看，原来的认识，在原来所概括的

范围内仍是正确可靠到一定的近似程度而已! 今后

随着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统一更广，

近似更精，类似地还会出现某些概念的变革和规律

的发展———如某些人所称的“物理学中即将来临的

革命”，我想仍将如此!
周培源先生谈论物理学中理论的发展时，特别

指出新理论与旧理论的如下关系，说新理论不但要

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现象，还要说明旧理论不能

说明的现象，而且还要预言现在还没有观察到的现

象，我想也是根据如上的判断! 我认为理论物理是有

用的! 作为工程设计原理的早已成熟的那些部分虽

已分属各门工科，不是当今理论物理的主流，但对其

发展仍应关怀! 在开展理论、实验及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的工作时，理论工作先行一步，可以减少实验和工

程的工作量! 我还认为理论物理方法是有生命力的，

尚可尝试扩大其应用面! 很难确切描述理论物理方

法，但如下两点必不可少：联系实际获得启发和验

证，反复辩证达到系统化统一! 请参考毛主席的两篇

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有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以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论述! 下面转引爱因斯

坦的两段话，对我们摸索正确的理论物理方法是会

有帮助的!“$%&’ ()*+,-( ./+01+0* ,-00). 2+’(3 %4 -02
10)5(’3*’ )6 ./’ ’78+&+,-( 5)&(3! 9(( 10)5(’3*’ )6 &’:
-(+.2 4.-&.4 6&)7 ’;8’&+’0,’ -03 ’034 +0 +.! ”其汉译为

“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任何

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

结于经验! ”和“<’ 0)5 &’-(+=’，5+./ 48’,+-( ,(-&+.2，

/)5 7%,/ +0 ’&&)& -&’ ./)4’ ./’)&+4.4 5/) >’(+’?’ ./’):
&2 ,)7’4 +03%,.+?’(2 6&)7 ’;8’&+’0,’! @?’0 ./’ *&’-.
A’5.)0 ,)%(3 0). 6&’’ /+74’(6 6&)7 ./+4 ’&&)&（B28)./:
’4’4 0)0 6+0*)）! ”其汉译为“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

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

家是多么错误呀! 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

错误（我不作假设）! ”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或者纯属偶然，几百年前物

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的发祥地不在中国而在欧洲!
但我想借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的两句话“悟已往之

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表示一个祝愿：祝愿物理学和

理论物理能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 并能在联合国

决议所指出的三方面充分发挥它们的基础作用！

在祖国纪念爱因斯坦

李C 政C 道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 北京C D###E#）

C C 爱因斯坦生于 DEFG 年 H 月 DI 日，为此中国人

民邮政在 DGFG 年发行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诞辰

D## 周年纪念邮票!
DG#J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 9

0’5 7’./)3 6)& 3’.’&7+0+0* ./’ 7)(’,%(-& 4+=’（测量分

子大小的新方法），是他的博士论文；第二篇是 K+*/.
L%-0.%7（光量子）（900-(’0 3’& $/24+,1 DF，DH"）；第

三篇是 M&)50 7).+)0（布朗运动）（900-(’0 3’& $/24:
+,1 DF，JIG）；第四篇是 N8’,+-( ./’)&2 )6 &’(-.+?+.2（狭

义相对论）（900-(’0 3’& $/24+,1 DF，EGD）!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爱因斯坦，将今年

确定为“世界物理年”!
为了纪念上面列出的这几篇里程碑式的文章，

并响应联合国的决定，中国科协和中国物理学会在

今年举办“世界物理年在中国”系列纪念活动!
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在中国纪念爱因斯坦，我感

到很荣幸!
爱因斯坦一生对中国关怀很深! 爱因斯坦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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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 年）’ 期

年两次来上海( 因此，中国学者和青年对相对论有高

度的兴趣和了解( 中国人民对爱因斯坦也有崇高的

尊敬( 民国日报（)*$$ 年 )) 月 )& 日）载爱因斯坦到

沪后获瑞典正式通告得诺贝尔奖的消息( 戴念祖先

生在《物理》杂志最近发表的文章《 上海，爱因斯坦

及其诺贝尔奖》对爱因斯坦两次来上海有详细的记

录（戴念祖( 物理，$%%&，"#：*）(
)*") 年爱因斯坦在美国遇见卓别林（+,-./01

+,-2/34）( 卓别林在一般的相片中都是有小胡子的，

可是这一次相会时有小胡子的一位不是卓别林（ 图

)）( 卓别林对爱因斯坦说：我们两个都是名人，可是

我们出名的原因不一样( 我成名，因为随便哪一个人

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你成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

你在做什么( 当然，这是卓别林的幽默( 爱因斯坦的

成功是因为他了解自然界的规律，他的理论也符合

于整个自然界的演变( 爱因斯坦对 $% 世纪的科学有

极大的影响；很可能他对 $) 世纪的科学有同样，或

更大的影响(

图 )! 爱因斯坦和卓别林（)*") 年 ) 月 "% 日）

图 $ 是 $%%# 年中国澳门出的邮票：怎样的宇

宙？从我们的天文观察已经知道，我们人类能感知

到的常规物质的能量（也就是已了解部分的宇宙），

只占整个宇宙能量 &5 或者更小些，其他 *&5 的能

量都不是由我们现在所知的物质构成的(
地球、太阳和所有我们看得见的星云都是由电

子、质子、中子构成的，其中有一些极少数的反物质：

正电子、反质子⋯⋯可是，像我们知道的这类物质在

我们宇宙中仅仅占了不到 &5 ( 大多数我们宇宙中

的能量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看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

图 $! $%%# 年中国澳门出的邮票：怎样的宇宙？

东西(
暗物质对所有我们能测量的光、电场、磁场、强

作用（核的能力场）都不起任何作用，可是暗物质有

引力场（地心吸力就是引力场）( 通过引力场我们知

道有暗物质存在，而且，暗物质的总能量比我们这类

物质的总能量要大了五倍，或五倍以上( 可是对暗物

质的其他性质，我们完全不知道！

暗能量的性质更是奇怪，它能产生一种负的压

力( 爱因斯坦在 $% 世纪早期就曾假设过负压力这种

性质的存在( 后来，因为没有实验的支持，爱因斯坦

就放弃了这一个方向( 在裂变和聚变反应中，反应前

后物质的质量有少量的差异( 按照爱因斯坦的著名

质能公式 ! " #$$，这些少量的质量差异能够转化为

巨大的能量( 而暗能量可以将物质质量完全转化为

能量！

最近几年，通过哈勃太空望远镜（6788/0 12-90
:0/019;20），我们发现，我们的宇宙不仅是在膨胀而

且是在“加速地”膨胀( 从它膨胀的加速度可以推算

出，它是由于一种负压力，也就是暗能量的存在才膨

胀的( 而这暗能量的总量占据全宇宙能量的百分之

七十( 关于这一个方向，我最近也在做一些新的理论

探讨（ 李政道( 中国物理快报，$%%#，$)（’）：))<=；

>00 ? @( A79/0-. B,C1391 D，$%%&，=&%：)）(
暗能量在我们的宇宙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

置，所以爱因斯坦对 $) 世纪的科学发展的影响，很

可能比对 $% 世纪的更大！

)*&$ 年我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

文章( 爱因斯坦看过之后，请他的助手考夫曼（E.7F
.3- G-7HI-4）来找我们询问，是否可以和他讨论( 我

们立刻说，当然可以( 我们走到他的办公室( 他的桌

子上就放着我们的文章，爱因斯坦说，他看了这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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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觉得很有意思! 同时，我看到他面前的纸上写得

有很密的算式，他原来在重复我们的一些计算! 爱因

斯坦先问关于文章中所用巨正则系统（"#$%& ’$%(%)
*’$+ ,%-,./+,）的基础! 显然，他并不熟悉这一观念!
这很出我的意外，因为我以为巨正则系统是为了他

0123 年玻色 4 爱因斯坦凝聚（5(-, 4 6*%-7,*% ’(%)
&,%-$7*(%）的工作而创造的! 爱因斯坦又问了我们文

章中的格气（ +$77*’, "$-）的细则! 他的问题都着重于

物理的基本概念! 我的回答使他很满意! 他说的英语

带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他讲得很慢! 我们的讨论范

围十分广泛，也谈了很长时间，约一个多小时! 最后，

他 站 起 来 ，和 我 握 手 并 且 说 ：“ 8*-9 :(; <;7;#,
-;’’,-- *% =9:-*’-”（ 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

功）! 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 对我来说，这实在

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 他的祝福使我深深感动! 我们

的讨论就在这张椅子前（ 图 >），三年后爱因斯坦过

世了，这张照片是在他过世之后一、二天时照的!
爱因斯坦死于 0133 年 ? 月 0@ 日，今天是 ? 月

03 日，再过 > 天就是爱因斯坦逝世的 3A 周年日!
我们纪念 0AA 年前 01A3 年爱因斯坦对物理的

贡献，我们也纪念爱因斯坦一生为人类的贡献，为科

学献身! 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行星! 而

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星云系四千亿颗恒星中也好

像不是怎么出奇的星，而我们整个银河星云系在整

个宇宙中也是非常渺小的!
可是，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

过，我们这颗蓝色的地球就比其他宇宙的部分有特

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

图 >B 爱因斯坦的办公桌

前进中的我国物理学研究

张B 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B 北京B 0AAA@A）

B B 非常荣幸同我最尊敬的前辈在人民大会堂一起

纪念爱因斯坦、一起纪念世界物理年! 刚才，前辈们

的报告介绍了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探讨了爱

因斯坦的人生观和思想体系、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

怀念和敬仰、阐述了对物理学的精辟认识、论述了物

理学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使我深受教益! 今

天我想在这个纪念大会上主要汇报的是我国物理学

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物理学工作者在我国所做的

一些工作!

0B 引言

让我们暂时回到一百多年以前! 01 世纪，建立

在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经典力学以及电磁场理论这

> 大支柱之上的经典物理学晴空万里，当是有些乐

观的物理学家甚至认为，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顶

峰! 但是，随着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2A 世纪初，经

典物理学的晴空出现了两朵乌云：解释黑体辐射能

谱带来的“ 紫外灾难”和麦克尔逊 4 莫雷关于以太

的实验带来的“ 难题”，给经典物理带来极大的冲

击!
01A3 年，是物理学的奇迹年! 在这一年里，21 岁

的爱因斯坦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3 篇科学论

文，孕育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带动了整个 2A 世纪

物理学的蓬勃发展并产生了 2A 世纪里 ? 项最重要

的发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和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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