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

摆脱来自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巨大压力，

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战略抉择!
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民族

高度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也看到了物理界的先辈们

为中国物理发展的那种爱国奉献、坚忍不拔、求实创

新的精神! 这些是我国物理界的最宝贵的财富! 另一

方面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我们亲眼看到现代

物理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 在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现

代技术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石，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迎接未来的挑战方面所

起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一定要在 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我们民族固有的智慧和创造能

力，继承先辈们献身科学、开拓创新的精神，肩负起

推动发展中国物理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任，努

力使我国的物理学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爱因斯坦在中国及其创建狭义相对论的历史背景

戴" 念" 祖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

" " 本报告如题所示，是两个不大相干的议题，但都

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爱因斯坦在中国的情况，只是

补充本人曾经写过的相关文章，也是回答诸多读者

的询问；爱因斯坦奇迹年的历史背景，是杨国桢理事

长给本人的课题! 今天，我只能给大家简单汇报有关

爱因斯坦创建狭义相对论的历史背景，请大家指正

为是!

#" 爱因斯坦在中国

最近在《 物理》杂志（’$$( 年第 # 期）刊登了

《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一文，道出了爱因

斯坦在 #)’$ 年代初和中国的一段因缘!
爱因斯坦于 #)’’ 年赴日本讲学，他在往返途中

两次经过上海：## 月 #% 日，#’ 月 %# 日至次年 # 月 ’
日! 爱因斯坦在往日本途中，于 ## 月 #$ 日抵新加

坡，#’ 日到香港，#% 日上午 ## 时至上海! 他和他的

夫人 *+,- 一路上极为赞赏中国南海上湛蓝的天空，

陶醉上海美景、美食和烟草，也在上海获得了 #)’#
年度 ./01+ 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同时，他在上海体

察到中国当时国际地位的低微，对受苦受难的劳动

人民深表同情! 他还相信“ 中国青年将来对于科学

定有伟大贡献”! 爱因斯坦对中国一直怀有深厚的

感情和同情!
最早和爱因斯坦建立友谊的是北大理科学长夏

元瑮（浮云）（#223—#)33）（图 #）! 他在美国耶鲁大

学毕业以后，于 #)$)—#)#’ 年在柏林大学深造，师

图 #" #)’$ 年代的夏元瑮

从物 理 大 师 4+-567；#)#)
年夏—#)’# 年夏，又以访

问学者身份赴柏林大学，

经 4+-567 介绍认识了爱因

斯坦! 夏元瑮向爱因斯坦

学习相对论，爱因斯坦从

夏元瑮那里知道了中国的

历史和文化! #)’# 年春，教

育总长蔡元培旅欧访问，

夏元瑮作为导游和翻译，

陪同 蔡 元 培 访 问 爱 因 斯

坦，并邀请他来华讲学! 夏

元瑮第一个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作（《 狭义和广

义相对论浅说》，#)#8）译成中文（图 %）出版（《爱因

斯坦相对论》，#)’’，线装活字本；《 相对论浅释》，

#)’’，商务印书馆）!

图 ’" #)2( 年 )# 岁的魏嗣銮

早年，和 爱 因 斯 坦 书

信往来的有魏嗣銮（ 时珍）

（图 ’）! 他于 #)’$ 年同济

大 学 毕 业 后，留 学 于

9:;;<5=15 的 91/>= ?@=@,;
大学数理系，#)’( 年获“数

学 A 自然科学”博士（B>!
C-;D A .-;@>E<,, ）学 位!
#)’# 年 2 月他代表“ 少年

中国学会”向爱因斯坦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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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夏元瑮译《爱因斯坦相对论》

要照片，并告知爱因斯坦，该会要出版“ 相对论号”

（图 #）（前述刊载《 物理》的相关文章，在这点上笔

者记忆有误，特此申明更正）(
爱因斯坦来到上海，)*+ ,*-./ 01+22 两篇报道

及爱因斯坦留下的墨宝再展示如图 &(
34$% 年代，翻译、撰写和普及相对论的各种中

文著作中，特别要提到郑贞文（ 心南）的独幕话戏

《爱之光》（ 载《 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 戏中四人

物：理 学 博 士、泰 谟（ )-5+ 中 译 名，男）、石 佩 姒

（67/8+ 中译名，女）和光神( 全戏描写理学博士（ 实

为爱因斯坦化身）假“ 光神”（ 实为光速）之助，撩开

了泰谟和石佩姒面纱，发现他们二人原是“ 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戏的主题是在于指出同时性的相对

性( 戏尾光神起舞而唱：

我绵延而不息兮，尔广大以无边；

彼衣纱将安用兮，请与子而俱捐；

脱人为之障翳兮，返故而之天然(
羡如春之大地兮，感似水之流年；

愿自由以相爱兮，假神光为之缘；

岂遗世而独立兮，宁相依以自全；

期两情之契合兮，同宇宙之绵绵(
爱因斯坦一生关注并同情中国，中国人也始终

尊敬和爱戴爱因斯坦( 二者有着深刻的感情基础( 这

就是，在近 $%% 年或近代史上中国的遭遇和爱因斯

坦本人的经历几乎相似( 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中

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其原因大致

有：中国人早在汉代已有相对性原理的运动学思想；

图 #! 爱因斯坦于 34$3 年 4 月 & 日给“少年中国学会”的照片

图 &! )*+ ,*-./ 01+22（大陆报）（34$$ 年 33 月 3# 日）关于爱因

斯坦夫妇到沪相关报道以及爱因斯坦的签名

以太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几乎没有影响；

传统的中国时空观是时空相关联，而非彼此独立(

$! 狭义相对论的历史背景

34%& 年，爱因斯坦的 & 篇论文，在量子论、布朗

运动和狭义相对论三方面取得了历史上的重大成

就( 限于篇幅和时间，我们仅谈及狭义相对论的背景

问题(
爱因斯坦在《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建立狭义

相对论，继而又提出了质能关系式( 他的论文中，只

有二个众所周知的假设；有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警

告：以太“是多余的”( 论文的初衷是要指出麦克斯

韦电动力学的“不对称”，而立足点或方法是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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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刚体（坐标系）中时钟和电磁过程之间的关系，

即讨论运动学问题而非动力学问题! 由此得出了洛

伦兹（"#$%&’(）变换，运动物体的长度缩短，时间延

迟，质量增大等一系列推论或结论! 该文就成了物理

学史或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之作!
从麦克斯韦方程到狭义相对论的建立，人们经

历了物理学史上的矛盾、痛苦、探索和发现的 )* 余

年时间，从发光以太到麦克斯韦的电磁以太，以太的

概念似乎不可或缺，并牢固地确立在物理思想中! 为

了解决诸多新发现的与旧概念的之间矛盾，早在

+,-. 年，人们呼唤着第二个牛顿的出现! 英国实验

物理 学 家 /! 0! 123(%4$##5（ +,6)—+-76）著 !" #"
$%&’())（传）（8%9 :#$5，+,-.! ;+），其中说：“ 我们

还期待着第二个牛顿给我们一个将要包括电和磁、

光辐射，而且还可能包括万有引力在内的以太理

论”! 他期待的“ 第二个牛顿”，即爱因斯坦在 +-*6
年终于站在科学的高地上，但以太被放弃了! 而“ 包

括万有引力在内”的广义相对论是 +-+6 年由爱因斯

坦独立完成的!
按照 <! =3>? 说法，在狭义相对论进展中的主要

人物有：

第一 个 写 出 洛 伦 兹 变 换 的 @! A#>B’（+,6*—

+-+-），+,,C 年；

第 一 个 提 出 收 缩 假 说 的 1! D! D>’(1%$32E
（+,6+—+-*+）和 F! <! "#$%&’(（+,6,—+-;,），分别

为 +,,- 年和 +,-6 年；

第一个将洛伦兹变换和收缩假说联系起来的

0! "3G#$（ +,6C—+-); ）和 F! =#>&H3$I （ +,6)—

+-+;），分别为 +,-, 和 +-*6 年!
A#>B’ 在研究 J#KK2%$ 频移效应中引入了一个新

的时空变量! 他的坐标变换方法对后人的相关推导

有启发作用，但其变换式和 "#$%&’( 变换式正好差一

个比例因子 !，［! * + L +; , -; ］+ , ; ! 即，在运动的 & 方

向和时间维少了一个 ! 因子，而在 . 和 / 方向多一

个 ! 因子! D>’(1%$32E 提出的收缩假说是定性的描

述，尚 未 达 到 定 量 程 度! "3G#$ 是 在 获 悉 "#$%&’(
+,-6 年论文之后所作出的进一步数学推论! 因此，

与狭 义 相 对 论 的 建 立 最 有 关 联 的 是 "#$%&’( 和

=#>&H3$I 二人! 当然，一般地说，不仅上述诸人，还有

引入“以太”概念对光行差作出解释的 <! 0! D$%?&%2
（+C,,—+,;C）；试图测定流水中光速并得到水中光

速公式的 <! F! "! D>(%3M（+,+-—+,-.），从他的公式

中人们得出以太被部分拖曳 的 结 论；还 有 <! <!
N>HO%2?#&（ +,6;—+-7+）和 P! @! N#$2%Q（ +,7,—

+-;7），他们从 +,,+ 年开始多次的著名实验，表明以

太完全被地球拖曳!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

是爱因斯坦的先驱，但不是能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的相对论的创建者! 况且，他们究竟对爱因斯坦创建

相对论有没有并且有多少启迪作用，我们还要听爱

因斯坦本人的有关陈述!
由上，我们在述及创建狭义相对论的背景时，只

需要了解 "#$%&’( 和 =#>&H3$I 的工作就够了! 关于

"#$%&’(，无疑他是个天才! 他的中心目标是要建立单

一的理论来解释电、磁和光的联系! 这就是 "#$%&’(
电子论或电磁辐射理论! "#$%&’( 认为，物质是由带

电粒子构成的，光来源于这些带电粒子的振荡! 这一

说法大大地补充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不足! 倘若

此说正确，那么强磁场必将影响电子振荡，从而影响

光的 波 长! +,-. 年，他 的 学 生 =! R%%G3&（+,.6—

+-)7）的实验发现（ 后来称为 R%%G3& 效应）证实了

这一点! 他们师徒二人同获 +-*; 年 8%4%2 物理学

奖! 但是，电子论并不能解释 N>HO%2?#& L N#$2%Q 实

验! "#$%&’( 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于 +,-6 年引进“ 地

方时”概念，并初步提出一个新的时空变换式! 受

D>’(1%$32E“收缩”说的影响，+-*) 年他提出了“动力

学”时空变换式，并最终在数学表示式上描述了运

动物体的质量增大、长度缩短、时间延迟等特性! 由

于这一切，人们曾以为他架构了相对论的基础!
但是，"#$%&’( 建立的动力学，需要作出多达 ++

个假设! 其中，除了静止的以太外，有一些显然是爱

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推论! 对此，爱因斯坦曾经说

道，他的狭义相对论是“ 作为一个对过去一直是相

互独立 的 种 种 假 说 令 人 吃 惊 地 简 单 的 总 结 和 概

括”! 这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和 "#$%&’( 动力学的

重大不同! 此外，"#$%&’( 虽然在数学表示式上不断

前进，甚至走入相对论的领地，但他从未放下“ 经典

动力学”的沉重包袱，在物理概念上又远离相对论!
当他写下“地方时”数学式时，实际上这已是时间相

对性等式，但他从未怀疑“ 绝对时间”的概念；当他

写下 "#$%&’( 变换式，并作出运动物体的质量增大、

长度缩短的数学表示式时，他将前者看作是从数学

上解决了 S3MTG3& 于 +-*+ 年测定 ( , 0 随 + 增大而

减小的矛盾，并认为“ 电子质量纯粹是电磁性的”；

他将后者看作是“ 不能测出以太漂移的假设”! 甚

而，至 +-+7 年，他还提出，“ 以太至少有一些物质性

的东西”，“毋需进一步说明而谈论同时性”，“ 我们

不能无条件接受光速极限”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N!
U#$& 说："#$%&’(“ 也 许 从 来 没 有 成 为 一 个 相 对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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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关于 )*+,-./0，他可谓是集“ 天地人三才”于一

身的大家( 他首先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

一，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至于对相对论的认

识，他早在 1232 年就发现“ 很难将同时性的定性问

题与时间测量的定量问题分开”( 13%# 年，他迫切希

望建立“一种新的动力学( 在这里，光速将成为不可

逾越的极限”( 13%& 年，他前后发表了两篇同题为

《论电动力学》的论文，第一篇比爱因斯坦的《 论动

体的电动力学》要早 $& 天( 在这里，)*+,-./0 已经否

定了绝对运动，获得光速极限性概念；获得了相对性

速度相加原理；根据 4*/5,67 变换性质，指出 !$ 8 "$

8 #$ 9 $$ %$ 保持不变，甚至于他还初步获得引力波的

思想( 纵使于此，我们仍不将他看作是相对论的创建

者之一(
或许，)*+,-./0 受 :+-;5<=*, 9 :*/<5> 实验的影

响太深，以至他绝不放弃静止的以太( 早在 13%% 年，

他声称：“在 ?+75., 实验中，我们相信能用手指摸到

以太( ”直到 13%3 年，他在 @A66+,B5, 所作的关于《新

力学》的演讲中，就他的新力学还提出三个假设( 除

了和爱因斯坦相同的两个假设之外，第三个假设就

是“运动物体的长度在运动方向上收缩”( 众所周

知，这第三个假设在爱因斯坦的论文中仅仅是两个

假设下的一个推论而已( 实际上，这第三个假设是

)*+,-./0 为以太留下的与相对论划清界限的沟壑(
相反，爱因斯坦却无视 : 9 : 实验，并申明，必需放

弃以太( 或许，正是这二者间观念之不同，当 1311 年

1% 月第一届 C*<D.> 会议上他们初次见面时，可想到

其中的尴尬之情( 后来，爱因斯坦回忆说：“)*+,-./0
对于相对论简直讨厌极了，而且表明他几乎不理解

它，尽管他才思敏捷( ”)*+,-./0 在 131$ 年 $ 月推荐

爱因斯坦为苏黎世理工大学教授的书面意见中，确

实表明 )*+,-./0 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认为，

爱因斯坦虽是“ 最有创造思想的人”( 但爱因斯坦

“所走的路大多是死胡同”(
撰写巨著《 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传》的

作者 E( ).+= 对此评论说：

“)*+,-./0 一辈子也没明白狭义相对论”(
).+= 还认为，也许 )*+,-./0“ 没有认真读过爱因

斯坦的文章”(“ 认真”与否，只有 )*+,-./0 自己知

道( 但他肯定读过爱因斯坦的论文，只是“ 智者千

虑，必有一失”而已( 杨振宁教授曾讲过，狭义相对

论初期，数学比物理学更容易理解它( 这是千真万确

的( 对于 )*+,-./0 而言，狭义相对论在数学上几乎全

被他作出来了，但在物理概念上却“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 可见，接受狭义相对论这样的新运动学，并

用它取代旧的以太动力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将相对论的创立归功于 )*+,-./0 和 4*/5,67 二

人，首 先 是 英 国 数 学 家 F( G( H;+66.I5/（ 12’"—

13J&）( 它在 13&" 年出版的 & ’()%*+" *, %-. /-.*+(.)
*, &.%-.+ 012 34.$%+($(%" 第 二 卷 中，专 门 一 章 叙 述

“)*+,-./0 和 4*/5,67 的相对论”，而没有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 当爱因斯坦闻悉这本书后，他曾说：“ 我用

不着看这些东西⋯⋯，如果他想说服别人，那是他们

的事( ”H;+66.I5/ 的著作也曾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一

些错误影响(
爱因斯坦在童年时代就思考了时间空间的问

题( 当他 1J 岁在阿劳州立中学念书时就曾问自己，

与光同行的人会有什么感觉( 1233 年 2 月在他给同

学 :+<5D. 的情书中曾肯定指出，“ 以太这种说法不

会有什么物理意义”(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爱因斯

坦直到晚年还坚持认为，“在我个人的奋斗中，:+-;K
5<=*, 实验没有起作用，或者说，至少没有起绝对性

作用”( 13$$ 年 1$ 月，他在日本回答有关创建相对

论的外部因素时说：“ 这个问题从来不好说( 因为，

存在着各种激发人类思想的隐藏的复杂性，而且他

们起着大小不同的作用( ”

以上所述是爱因斯坦在创建狭义相对论中人们

关心的主要问题( 至于广义相对论，众所周知，是爱

因斯坦个人奋斗的结果( 13"% 年，爱因斯坦在《我的

信仰》中曾表示这样的惊奇：

“我自己受到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

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

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

“我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由于几篇

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能品评的文章就变得那么有名

气( ”

13## 年 " 月 1$ 日，纽约时报刊载了爱因斯坦

这样一段话：“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却人人又都喜

欢我？”

13’J 年版 31$"$4*50.2(0 6+(%011($0 就爱因斯坦

条写道：“爱因斯坦活着的时候，就已被认为是人类

历史上最有创造性才智的人( ”今天，我们呼唤又一

个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出现( 清代龚自珍在一首诗中

有这样二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也许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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