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1879～1955）Einstein，Albert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 年 3 月 14 日-1955 年

4 月 18 日），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爱因斯坦 1900 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

学，1909 年开始在大学任教，1914 年任威廉皇家物理研

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后因二战爆发移居美国，1940

年入美国国籍。 

个人简介 

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公元 1879～公元

1955。二十世纪 伟

大的科学家，永远属于智慧超群行列中的天才，爱因斯

坦以其相对论而 为世人所知。实际上相对论包含两种

学说，即 1905 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 1915 年提出的广

义相对论。人们常把后者称为爱因斯坦引力定律。十九

世纪末期是物理学的变革时期，爱因斯坦从实验事实出

发，从新考查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作出了根

本性的突破。他的一些成就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

他的量子理论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是理论天体物理学都

有很大的影响。理论天体物理学的第一个成熟的方面—

—恒星大气理论，就是在量子理论和辐射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

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能物

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 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

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

文概念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对天文学 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宇宙学理论。他创立了相对论

宇宙学，建立了静态有限无边的自洽的动力学宇宙模型，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

新概念，是现代宇宙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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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1 时 30 分，爱因斯坦

（Einstein）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班霍夫街

135 号。父母都是犹太人。父名赫尔曼·爱因

斯坦，母亲波林·科克。1884 年，5 岁，爱

因斯坦对袖珍罗盘着迷。1885 年，爱因斯坦

开始学小提琴。1886 年，爱因斯坦在慕尼黑

公立学校（CouncilSchool）读书；在家里学

习犹太教的教规。1888 年，爱因斯坦入路易

波尔德高级中学学习。在学校继续受宗教教

育，接受受戒仪式。弗里德曼是指导老师。

1889 年，在医科大学生塔尔梅引导下，读通

俗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1891 年，自学欧几

里德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感到

狂热的喜爱，同时开始自学高等数学。1892

年，开始读康德（ImmanuelKant）的著作。 1895 年，自学完微积分（calculous）。1896

年，获阿劳中学毕业证书。10 月，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1899 年 10 月

19 日，爱因斯坦正式申请瑞士公民权。1900 年 8 月爱因斯坦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

12 月完成论文《由毛细管现象得到的推论》，次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1901

年，3 月 21 日取得瑞士国籍。在这一年 5－7 月完成电势差的热力学理论的论文。1904 年，

9 月由专利局的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1905 年 3 月发展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

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4 月向苏黎世大学提出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博士学位。

5 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的新

纪元。1906 年 4 月晋升为专利局二级技术员。11 月完成固体比热的论文，这是关于固体的

量子论的第一篇论文。 1908 年 10 月兼任伯尔尼大学

编外讲师。1909 年 10 月离开伯尔尼专利局，任苏黎世

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1910 年 10 月完成关于临界乳

光的论文。1912 年提出“光化当量”定律。1913 年，

12 月 7 日在柏林接受院士称号。 1914 年 4 月 爱因斯

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迁居到柏林，8 月，即爆发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虽身居战争的发源地，生活在

战争鼓吹者的包围之中，却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

态度。9 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

在这个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成员大批遭受逮捕和迫害

而转入地下的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

的秘密活动。10 月 德国的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

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文明世界的宣言”，

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鼓吹德国高于一切，全世界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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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上签名的有九十三人，都是当时德国有声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牧师等。就连能斯

脱、伦琴、奥斯特瓦尔德、普朗克等都在上面签了字。当征求爱因斯坦签名时，他断然拒绝

了，而同时他却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1915 年 11 月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

1916 年，3月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5 月提出宇宙空间有限无界的假说。

8 月完成《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总结量子论的发展，提出受激辐射理论。1917 年，列宁

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因斯坦热情地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赞扬这是一次对全

世界将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实验，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

牺牲精神， 

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我并不认为

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象他

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

1918 年 11 月，德国工人和士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的影响和鼓舞下，发动起义，推翻了德皇威廉二世

下台第三天，爱因斯坦即给他的母亲连续写了两张

明信片，欢呼“伟大的事变发生了……亲身经历了

这个事变是多么荣幸！” 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

期，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但

是，侵略和掠夺战争不断发生的现实，打破了他那

美好的梦想。特别是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日

益法西斯化，使爱因斯坦意识到新的野蛮战争不可

避免，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当

法律和人类尊严必需保卫时，我们一定要战斗。自

从法西斯的危险到来后，现在我不再相信绝对的被

动的和平主义是有效的了。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欧

洲，那就不会有和平。” 由于爱因斯坦的进步活动，又因为他是犹太人，因而被德国纳粹

分子列为重要的迫害对象，幸而他 1932 年底离开德国到美国讲学，才未遭毒手。他在柏林

的住屋被查抄和捣毁，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著作被焚毁，纳粹还悬赏二万马克要杀害他。

面对纳粹分子暗杀的危险，爱因斯坦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更坚定地战斗。当他的挚友劳厄

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指出法西斯就意

味着战争，和平必须用武装来保卫，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当爱因斯坦后来

从无线电广播知道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杀伤许多平民时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

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说：“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解放的科学家们，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

先负起责任，必须限制原子能绝对不能使用来杀害全人类，而是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

1919 年，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中 伟大的成就之一”。12 月，接受德国唯

一的名誉学位：罗斯托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21 年 4 月 2 日—5月 30 日，为了给耶

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同魏茨曼一起首次访问美国。1922 年 1 月完成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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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场论的第一篇论文。7 月受到被谋杀的威胁，暂

离柏林。10 月 8 日，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在马赛乘轮

船赴日本。沿途访问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

11 月 9 日，在去日本途中，爱因斯坦被授予 1921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11 月 17 日－12 月 29 日，访

问日本。1923 年 7 月，到哥德堡接受 1921 年度诺贝

尔奖金。12 月，第一次推测量子效应可能来自过度

约束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1924 年，发现了“波色

－爱因斯坦凝聚”。1925 年以后，爱因斯坦全力以

赴去探索统一场论。开头几年他非常乐观，以为胜利

在望；后来发现困难重重，他认为现有的数学工具不

够用。1925 年－1955 年这 30 年中，除了关于量子力

学的完备性问题、引力波以及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以外，爱因斯坦几乎把他全部的科学创

造精力都用于统一场论的探索。1926 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8 年 1928 年以后转

入纯数学的探索。他尝试着用各种方法，但都没有取得具有真正物理意义的结果。1 月，被

选为“德国人权同盟”（前身为德国“新祖国同盟”）理事。1929 年 3 月，50 岁生日，躲

到郊外以避免生日庆祝会。6 月 28 日获“普朗克奖章”。1930 年是年 12 月 11 日～1931 年

3 月 4 日，爱因斯坦第二次到美国访问，在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讲学。1932 年 7 月，同弗

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

1933 年 1 月 30 日，纳粹上台。3 月 10 日，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次日启程回欧

洲。3 月 20 日，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他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

1935 年 5 月，在百慕大正式申请永远在美国居住。是年，为使诺贝尔奖金（和平奖）赠予

被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奥西茨基，而四处奔走。 1937 年 3 月声援中国“七君子”。1937

年，在两个助手合作下，他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了空间

——时间、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这是广义相对论的重大发展，也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创

造活动中所取得的 后一个重大成果。 在统一场理论方面，他始终没有成功，他从不气馁，

每次都满怀信心底从头开始。由于他远离了当时物理学

研究  

的主流，独自去进攻当时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因此，

同 20 年代的处境相反，他晚年在物理学界非常孤立。可

是他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走他自己所认定的道路，

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理

论的数学计算。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者—爱因斯坦热爱科

学，也热爱人类。他没有因为埋头于科学研究而把自己

置于社会之外，一直关心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并为之

顽强、勇敢地战斗。他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

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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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正是这样去做的。1938 年 9 月，给五千年后的子

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不满。1939 年 8 月

2 日，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

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1940年5月22日致电罗斯福，

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10 月 1 日取得美国国籍。1943

年 5 月，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1944 年

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 600 万美元拍卖 1905 年狭义

相对论论文手稿。1947 年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

的言论。1949 年 1 月，写《对批评的回答》，对哥本

哈根学派在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

学家》中的批判进行反批判。1949 年 爱因斯坦写了一

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论文。在这里，他提出了

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看法！“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

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

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

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1950 年 2 月 13 日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3

月 18 日，在遗嘱上签字盖章。1951 年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

界和平的严重障碍。1952 年 11 月以色列第 1 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他担任第 2

任总统，被拒绝。1954 年 3 月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1955 年，

爱因斯坦与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5

年 4 月 18 日 1 时 25 分在医院逝世。 漫长艰难的探索广义相对论建成后，爱因斯坦依然感

到不满足，要把广义相对论再加以推广，使它不仅包括引力场，也包括电磁场。他认为这是

相对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统一场论。1928 年以后转入纯数学的探索。他尝试着用各种

方法，但都没有取得具有真正物理意义的结果。1925 年－1955 年这 30 年中，除了关于量子

力学的完备性问题、引力波以及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以外，爱因斯坦几乎把他全部的科学

创造精力都用于统一场论的探索。1955 年 4 月 18 日，人类历史上 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

特·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美国普林斯顿。 

 

名人轶事 

1895 年春天，爱因斯坦已 16 岁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 17 岁以前离开德国

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

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

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

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

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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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

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

纪的理由勒令退学。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

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

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

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

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有一次，一个美国记

者问爱因斯坦关于他成功的秘决。他回答：“早在 1901

年，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时，我已经发现了成功的公式。

我可以把这公式的秘密告诉你，那就是 A=X+Y+Z! A 就是成

功，X 就是努力工作，Y 是懂得休息，Z是少说废话！这公

式对我有用，我想对许多人也是一样有用。”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

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

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

生存下去。”1952 年 11 月 9 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

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

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

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

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 伟大的犹太人。

不，不，您是全世界 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

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

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

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

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

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

“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

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

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

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

种永恒的东西。”早在 1919 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 1920

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

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 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

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

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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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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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

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

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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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20、21 页）

十几年后（1936 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

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

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

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

当年 11 年 17 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

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

音空荡。1932 年 10 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

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

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

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 年 3 月，主张抗日

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

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

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 年 6 月，为了帮助

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

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 2000 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

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

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

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 

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1934 年，

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

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

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

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 1938 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

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

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

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

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 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

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 1968 年到

1976 年的 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

自然科学领域中 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

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

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1979 年，北京还隆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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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爱因斯坦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大会。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以相对论闻名于世，但鲜为人

知的是，这位科学界泰斗其实也是一位成功的股市投资者。 新解密的历史档案显示，在不

到 20 年的时间内，他和他的财务顾问竟然让其数千美元的股票升值到了 25 万美元！据报道，

一张由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本人亲笔签名的股权证明书日前在柏林拍出约 3．4 万美元的高价，

此股权证明书是在美国被发现的。该股票显示，爱因斯坦所持有的 60 股“五月百货商店”

的股票在短短 6 年后价值翻了一番。但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位理想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对于金钱从来不太在意。爱因斯坦看待钱财相当淡薄，他曾说：“金钱只能用于满足私欲，

并且常常被其拥有者滥用。”更有趣的事，他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刚刚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执教时，校方要求他自己为薪水“定价”。结果，这位科学大师竟然报出了一个 3000 美元

的“超低价”。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报价竟然当场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这个薪水要求“实

在太低了”。 后在其会计师和财务顾问萨缪尔·雷德斯多夫的劝说之下，爱因斯坦终于提

出了 17000 美元的月薪要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涨价的股票虽然是爱因斯坦买下

的，但很可能也得益于他的顾问雷德斯多夫出的理财主意。 

 

 

辉煌成就 

物质不灭定律，说的是物质的质量不灭；能量守恒定律，说的是物质的能量守恒。虽然

这两条伟大的定律相继被人们发现了，但是人们以为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关的定律，各自说

明了不同的自然规律。甚至有人以为，物质不灭定律是一条化学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是一条

物理定律，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科学范畴。爱因斯坦认为，物质的质量是惯性的量度，能量是

运动的量度；能量与质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物体静态质量

的改变，会使其能量发生相应的改变；而物体能量的改变，也会使静态质量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公式：E＝mc^2 （这里的 E 代表物体的能量，

m 代表物体的质量，c 代表光的速度-约为三十万公里每秒。）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把

1 克温度为 0℃的水，加热到 100℃水吸收了 100 卡的热量，这时水的质量也相应增加了。

按照质能关系公式计算，1 克水的质量增加了 0.00000000000465 克。爱因斯坦的理论，

初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就连当时一些著名物理学家也对这位年青人

的论文表示怀疑。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爱

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爱因斯坦才一跃而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

家，成为 20 世纪世界 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

公式，正确地解释了各种原子核反应：就拿氦 4 来说，它的原子核

是由 2 个质子和 2 个中子组成的。照理，氦 4 原子核的质量就等于

2 个质子和 2个中子质量之和。实际上，这样的算术并不成立，氦

核的质量比 2 个质子、2个中子质量之和少了 0.0302 原子质量单

位[57]！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 2个氘[dao]核（每个氘核都含有

1 个质子、1个中子）聚合成 1 个氦 4 原子核时，释放出大量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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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生成 1 克氦 4 原子时，大约放出 2700000000000 焦耳的原子能。正因为这样，氦 4

原子核的质量减少了。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在 2 个氘原子核聚合成 1 个氦 4 原子核时，似

乎质量并不守恒，也就是氦 4 原子核的质量并不等于 2 个氘核质量之和。然而，用质能关系

公式计算，氦 4 原子核失去的质量，恰巧等于因反应时释放出原子能而减少的质量！这样一

来，爱因斯坦就从更新的高度，阐明了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实质，指出了这两条

定律之间的密切关系，使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没有什么大自然的奥秘，是人

类所不能认识的；但是，大自然的奥秘又是无穷无尽的。人类永远没有一天完全认识得了大

自然，没有一天可以完全知道它的奥秘。只有永不知足，才能不断前进。物质不灭定律和能

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它来自客观实际，又在客观实际中久经考验。多少年来，

这两条定律经受了千万次考验，象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宝石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物质不

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已经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石，同时，它也从根本上给宗教的唯心

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击，因为物质是不能凭空创造的，也不能凭空消灭，所以谁也不再相信

什么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创造世界的反科学的谬论了。另外，它还雄辩地说明，世界上永远

不会有“永动机”。想不花费劳动就从大自然中获取能源，是不可能的。定律是客观存在着

的。人，虽然不能去“创造”定律，“改造”定律，但是，人可以去发现定律，掌握定律，

利用定律。现在，物质不灭宣告和能量守恒守律已经被千百万人所掌握。人们正在利用物质

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揭开大自然的秘密！ 

 

不朽著作 

 

1901-1904 年，在德国权威杂志《物理学

年鉴》上发表了 5 篇有关热力学和黑体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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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等方面的研究。 

 

1905 年 3 月，《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变的一个启发性观点》，

文中提出光量子学说和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并在历史上第

一次揭示了微观物体的波粒二象性，从而圆满地解释了光电

效应。（为此获得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5 年 4 月， 《分子尺度的新测定》 （获苏黎世大学哲

学博士学位） 

1905 年 5 月， 《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

的运动》（有力地提供了原子真实存在布朗运动的证明） 

1905 年 6 月，长篇文献《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完整提出

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理论，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1905 年 9 月，《物体惯性和能量的关系》（提出质量和能

量关系 E=mc^2，为原子核能释放和利用奠定理论基础）  

1916 年《广义相对论基础》（提出了大质量物体的存在可引起时空连续场的弯曲，为黑洞、

大爆炸等新的宇宙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狭义相对论 

早在 16 岁时，爱因斯坦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光是以很快速度前进的电磁波，他产生了一

个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的速度运动，他将看到一幅什么样的世界景象呢？他将看不到前进

的光，只能看到在空间里振荡着却停滞不前的电磁场。这种事可能发生吗？与此相联系，他

非常想探讨与光波有关的所谓以太的问题。以太这个名词源于希腊，用以代表组成天上物体

的基本元素。17 世纪，笛卡尔首次将它引入科学，作为传播光的媒质。其后，惠更斯进一

步发展了以太学说，认为荷载光波的媒介物是以太，它应该充满包括真空在内的全部空间，

并能渗透到通常的物质中。与惠更斯的看法不同，牛顿提出了光的微粒说。牛顿认为，发光

体发射出的是以直线运动的微粒粒子流，粒子流冲击视网膜就引起视觉。18 世纪牛顿的微

粒说占了上风，然而到了 19 世纪，却是波动说占了绝对优势，以太的学说也因此大大发展。

当时的看法是，波的传播要依赖于媒质，因为光可以在真空中传播，传播光波的媒质是充满

整个空间的以太，也叫光以太。与此同时，电磁学得到了蓬勃发展，经过麦克斯韦、赫兹等

人的努力，形成了成熟的电磁现象的动力学理论——电动力学，并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光和电

磁现象统一起来，认为光就是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从而将光的波动理论与电磁理论统

一起来。以太不仅是光波的载体，也成了电磁场的载体。直到 19 世纪末，人们企图寻找以

太，然而从未在实验中发现以太。但是，电动力学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与牛顿力学

所遵从的相对性原理不一致。关于相对性原理的思想，早在伽利略和牛顿时期就已经有了。

电磁学的发展 初也是纳入牛顿力学的框架，但在解释运动物体的电磁过程时却遇到了困

难。按照麦克斯韦理论，真空中电磁波的速度，也就是光的速度是一个恒量，然而按照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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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的速度加法原理，不同惯性系的光速不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适用于力学的相对性

原理是否适用于电磁学？例如，有两辆汽车，一辆向你驶近，一辆驶离。你看到前一辆车的

灯光向你靠近，后一辆车的灯光远离。按照麦克斯韦的理论，这两种光的速度相同，汽车的

速度在其中不起作用。但根据伽利略理论，这两项的测量结果不同。向你驶来的车将发出的

光加速，即前车的光速=光速+车速；而驶离车的光速较慢，因为后车的光速=光速-车速。麦

克斯韦与伽利略关于速度的说法明显相悖。我们如何解决这一分歧呢？19 世纪理论物理学

达到了巅峰状态，但其中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海王星的发现显示出牛顿力学无比强大的理

论威力，电磁学与力学的统一使物理学显示出一种形式上的完整，并被誉为“一座庄严雄伟

的建筑体系和动人心弦的美丽的庙堂”。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物理学已经达到了近乎完美

的程度。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

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

门学科，太可惜了。”爱因斯坦似乎就是那个将构建崭新的物理学大厦的人。在伯尔尼专利

局的日子里，爱因斯坦广泛关注物理学界的前沿动态，在许多问题上深入思考，并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见解。在十年的探索过程中，爱因斯坦认真研究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特别是经过

赫兹和洛伦兹发展和阐述的电动力学。爱因斯坦 

坚信电磁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使他不

安，这就是绝对参照系以太的存在。他阅读了许多著作

发现，所有人试图证明以太存在的试验都是失败的。经

过研究爱因斯坦发现，除了作为绝对参照

系和电磁场的荷载物外，以太在洛伦兹理

论中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于是他想到：以

及绝对参照系是必要的吗？电磁场一定要

有荷载物吗？爱因斯坦喜欢阅读哲学著

作，并从哲学中吸收思想营养，他相信世

界的统一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相对性原理

已经在力学中被广泛证明，但在电动力学

中却无法成立，对于物理学这两个理论体

系在逻辑上的不一致，爱因斯坦提出了怀

疑。他认为，相对论原理应该普遍成立，

因此电磁理论对于各个惯性系应该具有同

样的形式，但在这里出现了光速的问题。

光速是不变的量还是可变的量，成为相对

性原理是否普遍成立的首要问题。当时的

物理学家一般都相信以太，也就是相信存

在着绝对参照系，这是受到牛顿的绝对空

间概念的影响。19 世纪末，马赫在所著的《发展中的力学》中，批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这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5 年 5 月的一天，爱因斯坦与一个朋友贝索讨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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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探索了十年的问题，贝索按照马赫主义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两人讨论了很久。突然，

爱因斯坦领悟到了什么，回到家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明白了问题。第二天，他又来到贝索

家，说：谢谢你，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爱因斯坦想清楚了一件事：时间没有绝对的定义，

时间与光信号的速度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找到了开锁的钥匙，经过五个星期的努力工

作，爱因斯坦把狭义相对论呈现在人们面前。1905 年 6 月 30 日，德国《物理学年鉴》接受

了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在同年 9 月的该刊上发表。这篇论文是关于狭义

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它包含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狭义相对论所根据的是

两条原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爱因斯坦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他坚信相对性原理。

伽利略  

早阐明过相对性原理的思想，但他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给

出过明确的定义。牛顿建立力学体系时也讲了相对性思

想，但又定义了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在这

个问题上他是矛盾的。而爱因斯坦大大发展了相对性原

理，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绝对静止的空间，同样不存

在绝对同一的时间，所有时间和空间都是和运动的物体

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任何一个参照系和坐标系，都只有

属于这个参照系和坐标系的空间和时间。对于一切惯性

系，运用该参照系的空间和时间所表达的物理规律，它

们的形式都是相同的，这就是相对性原理，严格地说是

狭义的相对性原理。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没有多讨

论将光速不变作为基本原理的根据，他提出光速不变是

一个大胆的假设，是从电磁理论和相对性原理的要求而

提出来的。这篇文章是爱因斯坦多年来思考以太与电动

力学问题的结果，他从同时的相对性这一点作为突破口，建立了全新的时间和空间理论，并

在新的时空理论基础上给动体的电动力学以完整的形式，以太不再是必要的，以太漂流是不

存在的。什么是同时性的相对性？不同地方的两个事件我们何以知道它是同时发生的呢？一

般来说，我们会通过信号来确认。为了得知异地事件的同时性我们就得知道信号的传递速度，

但如何没出这一速度呢？我们必须测出两地的空间距离以及信号传递所需的时间，空间距离

的测量很简单，麻烦在于测量时间，我们必须假定两地各有一只已经对好了的钟，从两个钟

的读数可以知道信号传播的时间。但我们如何知道异地的钟对好了呢？答案是还需要一种信

号。这个信号能否将钟对好？如果按照先前的思路，它又需要一种新信号，这样无穷后退，

异地的同时性实际上无法确认。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同时性必与一种信号相联系，否则我

们说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是没有意义的。光信号可能是用来对时钟 合适的信号，但光速不是

无限大，这样就产生一个新奇的结论，对于静止的观察者同时的两件事，对于运动的观察者

就不是同时的。我们设想一个高速运行的列车，它的速度接近光速。列车通过站台时，甲站

在站台上，有两道闪电在甲眼前闪过，一道在火车前端，一道在后端，并在火车两端及平台

的相应部位留下痕迹，通过测量，甲与列车两端的间距相等，得出的结论是，甲是同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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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闪电的。因此对甲来说，收到的两个光信号在同一时间间隔内传播同样的距离，并同时

到达他所在位置，这两起事件必然在同一时间发生，它们是同时的。但对于在列车内部正中

央的乙，情况则不同，因为乙与高速运行的列车一同运动，因此他会先截取向着他传播的前

端信号，然后收到从后端传来的光信号。对乙来说，这两起事件是不同时的。也就是说，同

时性不是绝对的，而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这一结论否定了牛顿力学中引以为基础的绝

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框架。相对论认为，光速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不变，它是物体运动的 大

速度。由于相对论效应，运动物体的长度会变短，运动物体的时间膨胀。但由于日常生活中

所遇到的问题，运动速度都是很低的 

（与光速相比），看不出相对论效应。爱因斯坦在时空观的彻底

变革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论力学，指出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

加，当速度接近光速时，质量趋于无穷大。他并且给出了著名的

质能关系式：E=mc2，质能关系式对后来发展的原子能事业起到

了指导作用。 

 

广义相对论 

1905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后，并

没有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德国物理学的权威人士普朗克注意到

了他的文章，认为爱因斯坦的工作可以与哥白尼相媲美，正是由于普

朗克的推动，相对论很快成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课题，爱因斯坦也受

到了学术界的注意。1907 年，爱因斯坦听从友人的建议，提交了那篇

著名的论文申请联邦工业大学的编外讲师职位，但得到的答复是论文

无法理解。虽然在德国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已经很有名气，但在瑞士，

他却得不到一个大学的教职，许多有名望的人开始为他鸣不平，1908

年，爱因斯坦终于得到了编外讲师的职位，并在第二年当上了副教授。

1912 年，爱因斯坦当上了教授，1913 年，应普朗克之邀担任新成立的

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在此期间，爱因斯坦在考虑将已经建立的相对论

推广，对于他来说，有两个问题使他不安。第一个是引力问题，狭义相对论对于力学、热力

学和电动力学的物理规律是正确的，但是它不能解释引力问题。牛顿的引力理论是超距的，

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在瞬间传递，即以无穷大的速度传递，这与相对论依据的场的观点

和极限的光速冲突。第二个是非惯性系问题，狭义相对论与以前的物理学规律一样，都只适

用于惯性系。但事实上却很难找到真正的惯性系。从逻辑上说，一切自然规律不应该局限于

惯性系，必须考虑非惯性系。狭义相对论很难解释所谓的双生子佯谬，该佯谬说的是，有一

对孪生兄弟，哥在宇宙飞船上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做宇宙航行，根据相对论效应，高速运动的

时钟变慢，等哥哥回来，弟弟已经变得很老了，因为地球上已经经历了几十年。而按照相对

性原理，飞船相对于地球高速运动，地球相对于飞船也高速运动，弟弟看哥哥变年轻了，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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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看弟弟也应该年轻了。这个问题简直没法回答。实际上，狭义相对论只处理匀速直线运动，

而哥哥要回来必须经过一个变速运动过程，这是相对论无法处理的。正在人们忙于理解相对

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正在接受完成广义相对论。1907 年，爱因斯坦撰写了关于狭义相

对论的长篇文章《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到

了等效原理，此后，爱因斯坦关于等效原理的思想又不断发展。他以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成

正比的自然规律作为等效原理的根据，提出在无限小的体积中均匀的引力场完全可以代替加

速运动的参照系。爱因斯坦并且提出了封闭箱的说法：在一封闭箱中的观察者，不管用什么

方法也无法确定他究竟是静止于一个引力场中，还是处在没有引力场却在作加速运动的空间

中，这是解释等效原理 常用的说法，而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相等是等效原理一个自然的推

论。1915 年 11 月，爱因斯坦先后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了四篇论文，在这四篇论文中，他提

出了新的看法，证明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并给出了正确的引力场方程。至此，广义相对论

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广义相对论诞生了。1916 年，爱因斯坦完成了长篇论文《广义相对

论的基础》，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首先将以前适用于惯性系的相对论称为狭义相对论，

将只对于惯性 

系物理规律同样成立的原理称为狭义相对性原理，并进

一步表述了广义相对性原理：物理学的定律必须对于无

论哪种方式运动着的参照系都成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认为，由于有物质的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

而引力场实际上是一个弯曲的时空。爱因斯坦用太阳引

力使空间弯曲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中

一直无法解释的 43 秒。广义相对论的第二大预言是引力

红移，即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向红端移动，20 年代，天文

学家在天文观测中证实了这一点。广义相对论的第三大

预言是引力场使光线偏转， 靠近地球的大引力场是太

阳引力场，爱因斯坦预言，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

面将会发生一点七秒的偏转。1919 年，在英国天文学家

爱丁顿的鼓动下，英国派出了两支远征队分赴两地观察日全食，经过认真的研究得出 后的

结论是：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一点七秒的偏转。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正式宣

读了观测报告，确认广义相对论的结论是正确的。会上，著名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长汤姆

孙说：“这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关于万有引力理论的 重大的成果”，“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 伟大的成果之一”。爱因斯坦成了新闻人物，他在 1916 年写了一本

通俗介绍相对认的书《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到 1922 年已经再版了 40 次，还被

译成了十几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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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流传。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建立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它

经受住了实践和历史的考验，是人们

普遍承认的真理。相对论对于现代物

理学的发展和现代人类思相的发展都

有巨大的影响。 相对论从逻辑思想上

统一了经典物理学，使经典物理学成

为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狭义相对论

在狭义相对性原理的基础上统一了牛

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两个体

系，指出它们都服从狭义相对性原理，

都是对洛伦兹变换协变的，牛顿力学

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

似规律。广义相对论又在广义协变的基础上，通过等效原理，建立了局域惯性长与普遍参照

系数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所有物理规律的广义协变形式，并建立了广义协变的引力理论，而

牛顿引力理论只是它的一级近似。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前物理学只限于惯性系数的问题，

从逻辑上得到了合理的安排。相对论严格地考察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这些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给出了科学而系统的时空观和物质观，从而使物理学在逻辑上成为完美的科学体系。

狭义相对论给出了物体在高速运动下的运动规律，并提 

示了质量与能量相当，给出了质能关系式。这两项成果对低速运

动的宏观物体并不明显，但在研究微观粒子时却显示了极端的重

要性。因为微观粒子的运动速度一般都比较快，有的接近甚至达

到光速，所以粒子的物理学离不开相对论。质能关系式不仅为量

子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为原子核物理学的

发展和应用提供了根据。广义相对论建立了完善的引力理论，而

引力理论主要涉及的是天体。到现在，相对论宇宙学进一步发展，

而引力波物理、致密天体物理和黑洞物理这些属于相对论天体物

理学的分支学科都有一定的进展，吸引了许多科学家进行研究。 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曾经这

样评价爱因斯坦：“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家中，爱因斯坦将位于 前列。他现在是、将

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 有光辉的巨星之一”，“按照我的看法，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

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入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要领的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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