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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朗之万在华足迹记*

李艳平1,昄暋暋王暋贞2

(1暋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暋北京暋100048)

(2暋北京育英中学暋北京暋100036)

摘暋要暋暋文章依据朗之万来华期间中国报刊的报道和巴黎高等理化学院朗之万档案中的文献资料及图片,追述了

朗之万1931—1932年在华活动的具体行程,展现他与中国物理学界的广泛交往,管窥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科学交

流的情况,并特别强调了他在催生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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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1931年,国际联盟应中国政府之邀派遣教育考

察团(以下简称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次年出

版了有关中国科学和教育的考察报告,这在当时我

国教育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学界对此已

有研究.朗之万是考察团成员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
在华受到我国科学界的特别欢迎,著名教育和学术

机构多邀请他参观、演讲和座谈.朗之万也对中国科

学教育和研究事业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他的一个

建议促成了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成立,推动了中

国物理学界与世界物理学界的联系.本文根据朗之

万来华期间我国报刊的报道和朗之万档案中的资

料,尤其是朗之万在华期间收到的请柬等珍贵历史

图片,力图再现朗之万在华学术活动的具体行程和

内容,展现我国学术界与朗之万的热忱交往,纪念这

位国际主义科学家来华80周年,迎接即将到来的中

国物理学会80华诞.

1暋朗之万其人

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是法国著

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888—1891年

入巴黎高等理化学院 (EcoleSup湨rieuredePhy灢
siqueetdeChimieIndustriellesdelaVilledePar灢
is,缩写为ESPCI),曾在皮埃尔·居里(P.Curie)的
指导下学习,并成为十分亲近的朋友[1].1893年,朗
之万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97年毕业.1897—

1898年,获得巴黎市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

什实验室,在汤姆孙(J.J.Thomson)的指导下从事研

究工作,与卢瑟福(E.Rutherford)、威耳逊(C.T.R.
Wilson)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2年在巴黎大学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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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博士学位.1904年继居里任ESPCI教授,并于1925
年任院长.1909年被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1934年当

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朗之万在国际科学界声望极

高,是世界许多著名学术团体的成员,1930—1933年

曾任索尔维(Solvay)物理学会议主席[2].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朗之

万在物理学的多个领域取得成就,对气体电离和空气

中离子的性质、气体分子运动论、经典磁学理论、相对

论、超声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贡献.1904年,他独立于

爱因斯坦得到质量和能量关系式1).在看到爱因斯坦

1905年的论文以后,他对相对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并对相对论的阐述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也因

此,他和爱因斯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见图1).1947
年,爱因斯坦在追念朗之万的悼词中说:“在我看来,
要是别处没有人已经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他一定会把

它发展起来,这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他已经清

楚地看到了它的本质方面.暠[3]1913年,朗之万利用原

子核结合能概念解释了核质量为什么不是氢核质量

的整数倍,并对核能的释放进行了一定的推测.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朗之万研究过弹道学和超音速气流

等问题,特别是为了探测水下潜艇而开创了超声波的

研究,制造了最早的声呐.朗之万还是德布罗意物质

波理论的最早支持者,为波动力学的创立起了促进作

用.德布罗意(deBroglie)也称颂“朗之万是20世纪初

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既是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
又是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暠[4]

图1暋朗之万和爱因斯坦(1922年)(引自文献[1])

朗之万也是一位杰出的教师,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里奥灢居里(Joliot灢Curie)是他最著名的学生.朗之

万对科学教育的目的、价值和方法等有深入的思考、
研究,发表过多次相关的讲演.晚年,他主持制定了

法国著名的教学改革计划———朗之万-瓦隆计划,
这个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有影响的教育改

革计划,其基本思想一直影响了战后几十年的法国

教育.他的著作《思想与行动》被译成英文、中文出

版,影响波及全世界的科学界与哲学界.
朗之万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进步的杰出的法

国共产党党员.他坚决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在各

种相关的群众运动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曾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委员会主席.
朗之万深受法国人民爱戴.1946年朗之万在巴黎

逝世后,于1948年与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佩兰一起移葬

巴黎先贤祠,与左拉、雨果等法兰西伟人同葬一地.

2暋朗之万在华行程

国联教育考察团主要成员有柏林大学教授、教
育行政专家、前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尔(C.H.Bec灢
ker),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法尔斯基(M.
Falski)教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托尼(R.
H.Tawney)和朗之万[5].考察团在华期间我国媒

体多有报道,其成员在各地的参观考察和座谈都及

时见诸于报端,游览活动和官方宴请也成为新闻.从
有关报道中看,贝克尔对学校组织、课程、经费等教

育行政管理尤为关注,法尔斯基对小学教育情况询

问了解颇细,朗之万着重负责考察我国自然科学教

育状况,对托尼未见特别的报道.

1)暋据朗之万的助手 EdmondBauer所述,朗之万早在1904年即有

将光子或电子的惯性质量与它们的能量联系起来的想法,并建

议质量等于E/c2,不过朗之万从未发表过这个公式 (见Euro灢

physicsnews,2007年第38卷第1期第20页)

考察团于1931年9月30日乘船到达上海,停
留两日后到南京,受到教育部长等人的热烈欢迎.考
察团在南京草拟工作计划,参观了中央大学等一些

重要教育机关后,前往天津、北平(见文献[6]第2—3
页).考察团赴天津、北平前,教育部及教育部长李书

华在10月6日分别致电北平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安
排接待事宜.教育部电曰:“分送北平研究院,北京大

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市教育局,
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鉴,国联教育考察团,及部

派招待员李蒸等八人,齐(八日)晨到津曱(文字已不

能辨)平,除赴平确期由李蒸另电通知外,届期希各

院校局管等派员到站欢迎,妥为招待,教育部微(五
日).暠李书华电:“国立北平研究院李圣章兄鉴,转梦

麟,旭生,尹默,咏霓,学昌,玄伯,守和诸兄鉴,国联

教育考察团及部派招待员李蒸等八人由津赴平考察

教育事业,由本部电达,务请诸兄妥为招待为荷,弟
李书华叩微(五日).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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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11日,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李蒸

的陪同下,考察团4人在天津考察.8日上午7时抵

达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育厅长陈宝泉及南

开大学、北洋工学院、女师学院教授等20余人到站

欢迎.考察团先到南开大学参观,并下榻该校,接着

到南开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两处参观.下午考察团

前往天津教育局、天津工业学院、天津第一模范小学

参观.晚上 7 时半,陈宝泉等在大华饭店设宴欢

迎[7].9日上午10时,考察团到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参观,下午2时,赴北洋大学,参观完毕回到女子师

范学院,参加天津市教育界名流茶话会,6时半返回

南开大学,张伯苓等人设宴款待[8].
10月11—25日,考察团在北平考察.11日上

午,考察团4人离天津前往北平.抵达时,到火车站

欢迎者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徐炳昶,天然博物院院

长萧瑜,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以及北平研究

院全体职员等数十人,考察团下榻北京饭店[9].
10月12日上午10时,考察团前往北平研究院及北

平图书馆等单位参观[10].
《北平晨报》10月14日报道了考察团的日程安

排:“国联教育考察团,自日前抵平后,连日参观平市

各名胜及教育机关,教育局定于今日下午四时,在该

局中山堂招待,藉以联络感情.又该团游览程序已拟

定.兹录该团游览程序如次:十四号(星期三)第四中

学(上午十时),三大殿,古物陈列所.北平各学术团

体公宴(传心殿),与教育局长及中学校长四五人谈

话,(教育局,下午四时至六时).十五号(星期四)休
息.十六号(星期五)师范大学及附属中小学与徐校

长及教育学院李院长谈话,市政府公宴,地质调查

所.十七号(星期六)颐和园,燕大茶会(见图2),清
华大学午餐.十八号(星期日)青龙桥长城.十九号

(星期一)第十八小学(府学胡同上午十时),孔庙,国
子监,雍和宫,与北平市小学校长谈话(教育局四时

至六时).二十号(星期二)明陵,二十一号(星期三)
晚九时离平赴定县.暠[11]

10月14日下午1时,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大

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故宫博物院、
天然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历史语言研究所、及教育

局等10个单位,在东华门内传心殿公宴该团[12].下
午4时,考察团团员朗之万、托尼、法尔斯基三人赴

教育局,出席谈话会.由局长周学昌,各科长及各中

学校长招待,教育部代表李蒸,国立北平研究院代表

严济慈陪席.席间谈询了北平中小学教育规模,市立

和私立学校数目,学龄儿童入学情况,男女是否同

图2暋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在燕京大学

校,教师基本情况及收入等问题,教育局长周学昌一

一作了详细回答[13].
10月16日下午1时,北平市长周大文在北海

公园画舫斋设宴招待考察团,出席宴会的有北平各

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天然博物院院长、财政

局长、教育局长等,席后陪同考察团游览北海[14].
10月19日下午3时,考察团在教育局与北平市各小

学校长谈话[15].下午4时半,朗之万在北京大学讲

演《科学思想之过程》,由严济慈口译[16].
10月25日晚9时,考察团在李蒸的陪同下,乘

坐平汉特快车前往武汉[17],途中下车视察河北定县

教育[18],参观定县成人教育运动中心(见文献[6]
第3页).

10月29日下午5时,考察团及李蒸乘车前往

南京.11月4日上午9时考察团到达杭州,由浙江

教育厅熊文敏、郑晓沧、胡刚复等人陪同到浙江省立

湘湖乡村师范学校考察.该校校长黄同义向考察团

介绍了学校设施概况,考察团又仔细询问了学校的

制度、课程设置等问题[19].考察团在杭州期间,朗之

万还在浙江大学作了报告[20].
11月8日晚,考察团一行人到达上海.开始对

上海学校制度加以详细研究(见文献[6]第3页).
《申报》1931年11月11日曾有报道:国联教育考察

团“8日晚到沪,拟停4日,即赴无锡.前晚教育局徐

局长欢宴该团于杏花楼,席间讨论教育问题甚多,至
晚九时宾主始尽欢而散.昨日参观务本女校,今日参

观市教育局云.暠[21]

11月12日,在教育部陈瀚孙、王慎明及中央研

究院胡刚复的陪同下,贝克尔、朗之万两人莅临无

锡,参观了申新纱厂、民豊丝厂.11月13日参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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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并作演讲.11月14日上午10时,由无锡

教育界人士高践四、雷宝南、俞庆棠、陈礼江等,陪同

贝克尔、朗之万两人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观.两人

先参观了校图书馆,阅览元版《礼记》、《资治通鉴》、
明本《学津全书》、武英殿本《史记》等珍本,由唐谋伯

先生详为解释.随后,贝克尔在大礼堂演讲,由唐谋

伯先生翻译,校长唐蔚芝致欢迎辞.随后朗之万也发

表了演讲,他讲到:“此次余等代表国联莅华考察教

育,目的在促进世界和平,各国相互合作.然合作之

意义,对于文化学术并非互相抄袭,盖必求各国能保

存并阐发其学术文化,贡献之于世界也.譬如近三十

年来,物理学之发明虽多(按:朗氏为物理学专家),
然个人之经验而言,倘非以从前多数物理学家所发

明者为基础,则亦不能如此进步也,今日中国之文化

发达,能贡献于世界,固亦如是,必以其固有之文化

为基础焉.颇期诸君努力于斯,又孔子为贵国第一大

学术家,而贵校又系保存‘国学暞之唯一学府,两者适

在比邻(按:校临孔庙),允为求学之佳地也.再法谚

有云:‘女子乃家庭之保姆暞.希望贵校女同学将来能

为国家之保姆.暠[22]

11月中旬以后,考察团在南京逗留三个星期,
整理各项资料,准备考察报告(见文献[6]第3页),
之后前往江苏镇江考察.12月2日晨,考察团到达

镇江,由教育厅厅长陈和铣接待,参观了中小学校植

桑改良会,并游览了金山.对于江苏省学校教育与社

会教育,考察团均认为“符合现代之需要暠[23].
在镇江考察后,考察团回到上海,准备乘船前往

广东各地考察.考察团对上海市的教育状况颇为满

意,公开祝贺上海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在《申报》1931
年12月9日发表的《国联教育考察团函谢上海市教

育局》一文中谈到:“国际联盟曾派出之教育考察团

裴克(即上面提到的贝克尔,当时媒体译为裴克———
作者注)等一行,前由杭州来沪考察本市教育及参观

市教育局各情形,已志前报.该团自沪赴无锡南京镇

江考察后,刻已事毕来沪.待轮前往广东各地考察.
兹悉该团在京时,曾致函上海市教育局长徐佩璜,对
于上海市考察之后,表示满意.兹将原函录下:‘迳启

者:鄙团在沪考察教育,虽同人等有因事不能全到,然
鄙与郎及凡教授荷蒙殷勤招待,同人等俱深感荷.承
搜集各种材料,尤为感激.同人等非特对于所见各种

状况,堪以致贺.且对于贵局内部组织及所辖各校情

形观感之余,至为钦佩.兹谨以同人等热忱,敬祝大上

海计划之成功,并祝贵局办理教育文化极良好之成

绩,能为上海各部之楷模,幸甚幸甚.此致上海市教育

局长徐佩璜.裴克,1931年11月17日.暞暠[24]

在《申报》12月9日发表的报道文章《中央研究

院请物理学界名宿讲演》中谈到:“巴黎法国法兰西

学院教授朗之万为世界知名之物理学大家.对于磁

学贡献尤为博大精深.比因国际联盟组织中国教育

考察团,朗教授被聘来华.兹经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敦请,定于本月十日及十一日下午五时起,在
亚尔培路五三三号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举行英文

讲演.十日讲题为《磁学之现代观念》,十一日讲题为

《力学之演进—相对论及原量2)》.两次讲演均系公

开性质,凡对此两题有研究兴趣者,届时均可自由前

往听讲云.暠[25]后由于朗之万前往苏州取消了第二

次演讲[25].
考察活动于12月中旬在上海结束后,应北京多

个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朗之万重返北平,与我国学

界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学术交流,主要是发表学术演

讲和参观访问学术机构.

2)暋当时译量子为“原量暠,量子论为“原量论暠

见证朗之万在华活动的,还有在其档案中收藏

的风格各异、设计精美的多份请柬.朗之万的个人档

案资料现存于其母校ESPCI的历史文献中心(ESP灢
CI灢CRH),其中有4个卷宗是与朗之万中国之行有

关的公文、手稿、信件、笔记等文献资料档案.在电子

邮件和手机短信成为大多数人常用联系方式的今

天,这些手写的信件和精美的信封是如此珍贵,让我

们也感受到邀请者的文化内涵和热情.图3是朗之

万收到的教育、研究和文化机构的部分请柬,其中

有:北平市教育局、北平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平图

书馆、天然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语言研

究所、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的联合请柬,北平研究院

和中法大学的请柬,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国立

清华大学物理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系、国立北平研

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联合请柬,世界社的请柬、清华大

学请柬、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请柬等.除了见诸

于报端的公宴,还有学者和知名人士以个人名义邀

请,图4是朗之万保留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的部

分请柬,其中有:教育部长李书华、北平市市长周大

文、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和杨

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麟玉

的请柬,以及京剧艺术家程砚秋、爱国将领张学良将

军等的请柬.
1932年1月11日,朗之万离开北京,乘火车北

上经苏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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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朗之万收到的教育、研究和文化机构的部分请柬 (a)北平

市教育局、北平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天然博物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联合

请柬;(b)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国立

北京大学物理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联合请柬;(c)北

平研究院和北平中法大学请柬;(d)世界社请柬;(e)清华大学请

柬;(f)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请柬(引自朗之万档案擪ESP灢

CI灢CRH,L23)

图4暋朗之万收到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的部分请柬 (a)李书

华请柬;(b)朱家骅请柬;(c)梅贻琦请柬;(d)蔡元培、杨铨请柬;

(e)李麟玉请柬;(f)张学良请柬;(g)程砚秋请柬;(h)周大文请

柬(引自朗之万档案擪ESPCI灢CRH,L23)

3暋讨论

从朗之万在华学术活动看,我国政府部门和各

级教育行政机构对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极为重

视,对考察工作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在华期间,考
察团成员就多次表达了他们对各方热情、周到、友好

接待的感谢.来华一周时,贝克尔第一次接受记者采

访时就谈到:“彼等来华未久,所到考察之处,亦仅京

沪两市,是以对于中国整个的教育问题,刻尚未能遽

加批评或贡献意见,惟京沪教育行政机关办事安妥,
则为彼等所深信,彼等关于考察工作,曾提出许多问

题,均经教育部于极短时间内明白答复,华人极重礼

仪,对于外人待遇甚善,此为世界周知之事,顾彼等

此来所受各方诚挚之接待与礼遇,则殊出彼等意料

之外.不至中国,固不知中国人之可亲也.暠[26]

如果把国联教育考察团及朗之万在华学术活动

作为一个科学交流的案例来看,我们发现,在1930
年代初期,我国在国际科学交流中已经形成了来自

政府及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科学家

群体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新闻媒体的积极报道也

折射出当时社会各界对我国科学和教育走向世界的

愿望和热情.从朗之万在华学术活动内容来看,教育

考察工作的日程安排紧凑,被考察机构各种资料的

准备等情况,体现了各级行政机关的重视和充分准

备,朗之万在华能够发表多个演讲,则更多地表现出

我国科学界融入世界科学发展的愿望,显示了我国

科学 界 的 学 术 水 平、组 织 和 进 行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的能力.
朗之万来华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

的一件盛事,朗之万在华的学术考察和交流可以说

是对我国科学界,尤其是对高等物理教育和研究的

一次“检阅暠.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能够与

国际科学界对话的学术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已经有

了一批了解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学者.参与考察团

和朗之万在华学术活动的我国学术机构和团体众

多,不仅有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大、中学校,还有各种

文化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团体组织.尤其是在北京,
几乎所有著名的教育文化和研究机构都邀请朗之万

参观、访问或赴宴.图3中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物理

系、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系、国
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四个机构的联合请柬,可
以想像北京主要物理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物理学家

与朗之万畅谈的情景,也许就是在这次聚谈中,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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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提出了中国物理学家联合起来,建立中国物理学

会的建议.在与朗之万的交流中,有留学法国背景的

物理学家表现最为活跃.物理学家李书华在考察团

安排接待和邀请朗之万进行系列学术演讲方面都起

了积极作用.早在留法期间,李书华就与朗之万有过

学术交往.李书华于1922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国国

家科 学 博 士 学 位,他 的 导 师 佩 兰 (Jean Perrin,

1870—1942)是朗之万的好朋友.1920—1922年,在
李书华准备博士论文期间,佩兰领导的实验室每周

举行咖啡会1次或2次,佩兰和所有做研究工作的

人全参加,报告并讨论研究工作的进展.在咖啡会

里,有时产生出新的概念或好的意见.朗之万有时亦

来参加他们的咖啡会[27].朗之万来华时,李书华安

排严济慈撰文在《科学》和《中法大学月刊》上介绍朗

之万的生平和科学贡献,朗之万在北京期间,李书华

委托严济慈全程陪同.另外,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

是当时北平(甚至全国)留法学者最集中的学术机

构,有一批留法归来的学者,他们受过系统地科学教

育,具有与朗之万对话的科学知识背景、语言能力,
也一定早已经了解朗之万的学术声誉.他们是朗之

万在北京学术演讲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如严济慈、朱
广才、鲁若愚等都参与朗之万演讲的记录、翻译等工

作.演讲是科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形式,朗之万在华发

表了多个演讲,这些演讲有些是科学前沿问题,有些

则涉及科学发展的内容广泛的问题.
总之,由朗之万在华进行的频繁、热烈的科学交

流活动可以看出,在193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已

经认识到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积极寻找融

入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机会,尝试着通过与国际科

学大师的交流对话,推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并有了

良好开端.十分可惜的是,朗之万及其所在的国联教

育考察团来华之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

八暠事变、武装占领我东北三省并企图进一步向华北

乃至全国发动进攻之日,破坏了中国科学和教育发

展的机会.因此国联考察团结束考察后于次年发表

的“考察报告暠对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种种建议,
虽然洋洋万言、头头是道,也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

引起相当多的讨论,但却基本无法付之实践.唯一的

例外是,朗之万先生在北京考察时对我国物理学家

提出的“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

物理联合会暠的建议,得到了我国物理学家的积极响

应,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暠正式成立,并于1933
年加入了“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暠.中国物理

学会的成立和加入国际组织,成为我国物理学研究

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1932年开始到全国全

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我国物理学研究和教育取得

极大进步,在这之后进行的8年艰苦抗战中,中国物

理学会团结全国物理学工作者,坚持在大后方开展

物理学教育和研究,积极参加军工器材研制,维持物

理学刊物的出版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为抗战胜

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并为新中国建立后物理学的大

发展作了人才准备.中国物理学家能够团结一致,共
赴国难,不断进步,与朗之万先生催生中国物理学会

的功绩密不可分.
值此朗之万先生历史性访华80周年及中国物

理学会即将迎来成立8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我

们的这位伟大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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