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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因斯坦生长在物理学急剧变革的时期，通过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物理学家的努力，物理学的发展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由伽利略和牛顿建立的古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经历了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能量
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建立，特别是由于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在电磁学上的发
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些成就，使得当时不少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领域中原则性的理论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留给后人的
，只能在细节方面作些补充和发展。
可是，历史的进程恰恰相反，接踵而来的却是一系列古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新现象：以太漂移实验、
元素的放射性、电子运动、黑体辐射、光电效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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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述(1946年)自述片断(1955年3月)失业的痛苦和探索自然界统一性的乐趣——1901年4月14日给M．格
罗斯曼的信生活的一个侧面——1903年1月给贝索的信附录一：《爱因斯坦给M．贝索的信选译》选编
说明附录二：贝索，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爱因斯坦给M．贝索的信选译》编后记1905年春天
的四项研究——1905年5月给C．哈比希特的信论我们关于辐射的本质和组成的观点的发展(1909年9月)
也许量子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这里——1909年12月31日给贝索的信关于比热理论——1911年5月13日给贝
索的信对第一次索耳未会议的印象——1911年12月26日给贝索的信红外线的吸收及其他——1912年2
月4日给贝索的信作为研究者的麦克斯·普朗克(1913年)相对论的引力论和马赫原理——1913年6月25日
给E．马赫的信物理学家对引力论的态度——1913年底给贝索的信我不怀疑引力理论的正确性——1914
年3月给贝索的信理论物理学的原理(1914年)——在普鲁士科学院的就职讲话评H_A．洛伦兹的《相对
性原理》(1914年)科学方面两个好消息——1915年2月12日给贝索的信关于广义相对论——1915年11
月28日给A．索末菲的信如今实现了最大胆的梦想——1915年12月10日给贝索的信关于广义相对论—
—1915年12月21日给贝索的信引力论获得巨大成功——1916年1月3日给贝索的信恩斯特·马赫(1916年3
月14日)关于有限宇宙的设想——1916年5月14日给贝索的信悼念卡尔·施瓦兹希耳德(1916年)关于辐射
的量子理论——1916年8月11日给贝索的信续论辐射的量子论——1916年8月24日给贝索的信可以肯定
光量子的存在——1916年9月6日给贝索的信空间和时间的客观意义之所在——1916年10月31日给贝索
的信为什么要提出闭合空间的假设——1916年12月中旬给贝索的信《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中的一
个片断(1916年)几何学命题的物理意义爱因斯坦给德西特的信(1916—1918年)——卡拉·卡恩和弗朗兹
·卡恩报道关于宇宙学和其他——1917年3月9日给贝索的信对马赫的看法——1917年5月13日给贝索的
信附：贝索1917年5月5日给爱因斯坦的信关于辐射量子的实在性和广义相对论的能量原理——1918年7
月29日给贝索的信马里安·冯·斯莫卢霍夫斯基(1917年)探索的动机(1918年4月)——在普朗克六十岁
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康德的《绪论》读后感——1918年6—7月间给M．玻恩的信关于魏耳的理论和宇
宙学问题——1918年8月20日给贝索的信理论必须以经验事实为依据——1918年8月28日给贝索的信黎
曼几何也有它在地球上的起源——1918年9月8日给贝索的信应当对量子论的成功感到羞愧——1919年6
月4日给M．玻恩的信什么是相对论?(1919年11月28日)关于魏耳理论及其他——1919年12月12日给贝索
的信不愿意放弃完全的因果性——1920年1月27日给M．玻恩的信理论和实验(1920年)——《狭义与广
义相对论浅说》德文第10版附录相对论的认识论观点以及闭合空间问题——1920年4月24日给M．索洛
文的信以太和相对论(1920年5月)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1920年8月27日)⋯⋯编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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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09年，爱因斯坦离开专利局，去苏黎世大学教理论物理学，贝索也回到的里雅斯特，在戈里
齐亚（Goriza）一家保险公司任襄理。
这时，他研究的里雅斯特供水工程规划。
1914年8月欧战爆发，他在戈里齐亚教会医院当护士。
次年5月意大利倒向协约国，贝索返回伯尔尼，继续在专利局工作。
1916年2月起，在联邦工大兼任编外讲师，讲授《专利理论与实践》，直到1938年退休。
在这二十多年中，他结识了许多老教授，其中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经常去听他们的课，比
如，1916-1917年间，H.魏耳（weyl）讲的电磁理论和群论。
贝索一家同爱因斯坦的前妻米列娃·玛丽琦（Mileva Mariie）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当他们同住在伯尔尼的时候，两家经常来往，有时一道带着孩子去郊游。
一次，爱因斯坦亲自做了一只漂亮的风筝，经过试飞之后，送给了贝索的小儿子小维洛（Vero），并
向他讲述风筝起飞的道理。
后来，爱因斯坦去布拉格、柏林任职，贝索经常去看望重病在身的米列娃，并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读
书。
爱因斯坦每次来瑞士探亲，总要去贝索家。
1916年，他带着年轻的维洛一同在街头散步，向他讲解狭义相对论基础。
1919年，爱因斯坦同米列娃离婚，也是通过贝索安排的。
爱因斯坦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将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全部给米列娃。
在贝索一生平静的学者生活中，只是1926年出现过一场小小的风浪。
那就是，虽然贝索在专利局工作一直很努力，为同事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咨询工作，可是自己签署审
定的专利申请书并不多，一度发生有被辞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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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有很大影响的自然科学家。
他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而他的思想又非常庞杂。
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科学工作和哲学思想的评价有争论。
为了便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我们编译了这个资料性的文集。
这个文集是1962年开始编译的，当时名为《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后内容扩大，改用现在的名
称。
这一卷收集了爱因斯坦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一般自然科学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内容主要是
爱因斯坦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和通信，也包括一些别人写的爱因斯坦的谈话记录（或报道）。
此外，还收了几封别人写的有关的通信（或答复），作为附件。
爱因斯坦的论著，除了自然科学哲学和一般科学方面的论述以外，还有大量的专门性的科学论文（包
括相对论、量子论、分子运动论等）和社会政治言论（包括一般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宗教观
等），也是研究这个科学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我们将继续编译。
在编译这个集子的过程中，曾得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很多同志的热情帮助。
有的同志直接参加译、校工作，有的同志帮助提供资料，因此，这个集子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在这里，我们谨向所有这些同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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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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