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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早期量子论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为研究近代中国物理学史提供新线

索。方法 采用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创刊于日本的 学艺 1- 19卷, 涉及量子论

和相对论的文章共 28篇。其中涉及量子论 9篇、涉及相对论 19篇。从哲学角度介绍相对论的文

章 7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传播相对论的文章 12篇,从科学史方面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的文章 2

篇。结论 学艺 首次在中国介绍引力透镜、黑洞概念, 率先引入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促进了国人

对现代物理前沿的了解和研究, 促使理论物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分支在中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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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To study the dissem ination and deve lopment of the early quantum theory and the relat iv ity theory
in Ch ina. And to prov ide c lues for study ing the dissem ination h istory o f the tw o theo ries in China. Methods Liter

ature rev 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volume 1 19W issen and W issenschaf t, w hich w as in itially
launched in Japan, there w ere 28 artic les about the quantum theory and the re lat iv ity theory, and among them, there

w ere 9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quantum theory and 19 artic les related to the theory o f relat iv ity. In the articles intro
duc ing the theory of re lativity, 7 w ere from a ph ilosophical perspective , 12 from the natura l science perspect ive. In

add ition , therew ere 2 articles introducing the tw o theories from the sc ience h istory perspective to deve lop. Conc lu
sion W issen and W issenschaf t is the first journal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gravitational lensing and black ho les,

and E instein s idea on time and space to Ch inese aud ience. It promo ted the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physics and
its research in China, and promoted theoret ica l physics as an independen t d iscip lin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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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 由留日学生社团丙辰学社 (后改为中华学

艺社 ) 1917年 4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与 科学 期刊一

起,被称为五四时期的两个重要学术期刊之一。该刊

在物理学方面曾刊载大量介绍相对论、量子论和原子

论等当时风靡全球的理论物理前沿的文章。然而,对

比 科学 的研究,对 学艺 的系统介绍和研究却很

少
[ 1]
, 且相关研究成果多侧重于近代史、个案研究和编

辑传播等
[ 2- 7]
。本文从物理学史角度重点探讨早期量

子论和相对论经 学艺 在中国传播的脉络。

1 学艺 对早期量子论和相对论的

传播

20世纪的前 30年,是物理学史乃至科学史上



不可多得的激动人心的时期
[ 8]
。这一时期, 相继诞

生了量子论和相对论。在爱因斯坦 ( A lbert E in

stein, 1879 1955)发表狭义相对论不久, 日本物理

学家桑木彧雄 (A yaoKuw ak i)在报纸上发表 关于电

子的形状 , 是将相对论介绍到日本的第一人
[ 9 ]
。

石原纯 ( Sigeko N isio)是研究相对论的第一个日本

人,他的研究工作包括金属电子论、狭义和广义相对

论以及量子理论。石原纯曾在柏林参加普朗克 (M.

P lanck, 1858 1947)的学术讨论班, 在苏黎世参加

爱因斯坦的讨论班, 曾担任爱因斯坦访日期间的翻

译,因其在相对论和量子论研究方面的成就,获日本

帝国科学院嘉奖
[ 10]
。日本人对现代物理学的兴趣

明显影响了当时的留日中国学生。据文献考证,留

日中国学生周昌寿 ( 1888 1950)在日本曾师从石

原纯先生,在 19世纪前 30年, 发表有关量子论和相

对论的论文或译文至少 18篇
[ 11]
。留日中国学生许

崇清 ( 1888 1919)虽然在日本主修赫尔巴特教育

学, 但对法国数学物理学家庞加莱 ( H. Po inca ,

1854 1912)、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等人的新著

都很关注,了解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发展。 1917年 9

月, 学艺 第 1卷第 2号上, 他发表的 再批判蔡孑

民先生在信仰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并质问蔡先生 一

文中, 不仅提及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 而且

提到了电磁自然观和量子理论
[ 12]
。有关 学艺 对

早期量子论和相对论的文献统计见表 1。

表 1 学艺 传播量子论和相对论文献调查表

Tab. 1 The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which spreading quantum theory and relativity through

Wissen and W issenschaft

篇名 作者 年卷期号

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仰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并质问蔡先生 许崇清 1917年第 1卷第 2号

现代自然科学之革命思潮 文元模 1920年第 2卷第 3号

光波诱电论 周昌寿 1920年第 2卷第 3号

论现代科学革命者爱因斯泰因的新宇宙观 文元模 1920年第 2卷第 4号

热辐射律及其作用量元之假说 周昌寿 1921年第 2卷第 9号

相对律之文献 周昌寿 1921年第 3卷第 1号

旋回分子说 周昌寿 1921年第 3卷第 10号

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 周昌寿 1921年第 3卷第 1, 2, 10号

最近自然观之批判 郑贞文 1921年第 3卷第 5号

放射性及蜕变之起源 周昌寿 1922年第 4卷第 3号

爱因斯坦底宇宙论和思维底究极 石原纯 (周昌寿译 ) 1922年第 4卷第 5号

相对性理论与哲学之交涉 张心沛 1923年第 5卷第 4号

动电学发展之回顾 Somm erfe ld(周昌寿译 ) 1923年第 5卷第 6号

波耳氏景线 (即光谱线 )理论 张水淇 1923年第 5卷第 5号

景线之相对性的分散 张水淇 1924年第 6卷第 4号

由 X光线测定之金属之原子结构模型 张水淇 1924年第 6卷第 5号

康德之时空论 周昌寿 1924年第 6卷第 5号

康德之运动论 周昌寿 1924年第 6卷第 5号

广义相对性原理 张水淇 1926年第 7卷第 9号

从相对论说地质的同时 章鸿钊 1926年第 8卷第 1号

新物理学与相对性 罗素 (郑贞文译 ) 1926年第 8卷第 3号

物质观之革命 胡文灿 1927年第 8卷第 10号

自然科学之意义与其经验 石原纯 (周昌寿译 ) 1935年第 14卷第 8号

场的理论 E inste in(黄友谋译 ) 1935年第 14卷第 8号

现代物理学上之时空概念及实在之本质 石原纯 (黄友谋译 ) 1936年第 15卷第 1号

放射能与原子理论 石延汉 1936年第 15卷第 10号

波尔 ( N ie ls Bohr)氏和量子论 石延汉 1937年第 16卷第 3号

新发展哲学下的宇宙观 陈筑山 1948年第 18卷第 5号

1. 1 学艺 对早期量子论的传播

从表 1中可见,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的文章共 28

篇,涉及量子论的文章共 9篇。 1900年,普朗克引入

普适常数 h, 提出量子假说, 成为量子理论的基础。

1913年,玻尔 ( N. Bohr, 1885 1962)发展了量子理

论,建立氢原子模型。有关量子论的概念直到 1917

年才传入我国。许崇清的 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仰

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并质问蔡先生 一文中,在谈到狭

义相对论的影响以及物理研究的流行趋势时提到:

M inkow ski氏于 1908年关于时空之讲演震动全欧学

界,旧派物理学者瞠然大惑。若乃电气力学的自然

观、量子论等, 亦皆方今物理学之新路径也
[ 12]
。尽

管他认为这些都是现代物理的新途径,但并未详细阐

述。但是,他提供了庞加莱、普朗克等人的 4种文献

供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全面介绍量子论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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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留日学生周昌寿,他在 光波诱电论 (第 2卷

第 3号 )中叙述了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的发现及相关的

各种物理问题,从早期实验到光的温度、强度、波长与

物质之间的关系,包括量子论、统计理论和光电效应

的应用等都一一作了论述和评价。第 2卷第 9号 热

辐射律及其作用量元之假说 一文中, 周昌寿首次介

绍量子假说,介绍了早期辐射定律的矛盾及普朗克的

量子说缘起。1921年,他撰著 量子说梗概 (发表在

东方杂志 17卷 23期 ), 进一步介绍了能量子的形

成及概念、光电效应、卢瑟福 -玻尔原子模型和索未

菲原子轨道。之后, 介绍量子论的文章才日渐增多,

较有份量的如 1924年任鸿隽译的弗瑞 ( E. E. Free)著

部耳 (玻尔 )氏的原子模型 。1930年底, 严济慈

( 1900 1996)在 科学 上发表 当代物理中的确定

律和因果律 等, 介绍了海森伯 (W. He isenberg,

1901 1976)不确定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理。1937

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在南京中央大学作了 原

子核理论 和 原子物理学中的因果律 讲演。 学

艺 所载有关量子论的介绍,大概均与这次演讲激发

的兴趣有关。第 15卷第 10号 放射能与原子理论

和第 16卷第 3号 波尔 (N ie ls Bohr)氏和量子论 重

点揭示原子结构的奥秘, 并解释了原子稳定性和氢

原子光谱线的经验定律,论述了量子定态和量子跃迁

这两个概念乃能量子、光量子概念的引申, 而电子取

轨道运动形式则表明尚未摆脱经典力学的桎梏。

1 2 学艺 对相对论的传播

表 1中涉及相对论的文章共 19篇,其中从哲学

角度介绍相对论的文章 7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传

播相对论的文章共 12篇。其中 动电学发展之回

顾 和 自然科学之意义与其经验 是从科学史方面

介绍相对论发展过程的。

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从哲学上

突破了直观的、传统的时空概念,揭示了时间、空间、

物质及其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相对论给时

间、空间和物质的基本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因

此,它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自然观、人生观、宇宙观

等的哲学思考。非自然科学专业背景的许崇清在驳

批蔡元培认为的在科学上无法解决的有关时间与空

间的问题,引用狭义相对论作为其论据,认为时空问

题已经由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解决。在此,他

给出了迄今最早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介绍。 1919

年以后才有由物理学家发表的较为深入的介绍相对

论的文章,例如吴有训的 第 4度量 ,魏嗣銮的 定

时释体 和 3种 相对论专号 等。文元模 ( 1890

1945)在 论现代科学革命者爱因斯泰因的新宇宙

观 一文中全面介绍了爱因斯坦的新宇宙观, 介绍

了以太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性质和当时已经完成的

13个研究以太与地球相互关系的实验
[ 13]
。周昌寿

在 康德之时空论 中,全面论述康德将时空完全看

作是人们主观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从先验主义

出发,将知识的有效性限制在主观的现象之中。他

认为在康德时空观中,逻辑地包含了时空绝对性的

观点,而爱因斯坦相对论却表明时空在客观上恰恰

是相对性的,证明了时间、空间不是独立的实体 (牛

顿绝对时空观 ) ,也不是先验的认识形式 (康德的时

空先验论 )
[ 14]
,从而丰富并深化了时空是物质存在

形式的原理。他在 康德之运动论 中还认为: 从描

述运动的角度来说,相对性原理告诉我们,一切运动

系在表述物理规律时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运动与静

止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意义,而从运动规律本身来

说, 物理运动规律不因坐标的选择而变化,即运动规

律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在 相对律之由来及其

概念 中, 周昌寿重点讨论了伽利略 ( Ga lileo Ga lile,i

1564 1642)、牛顿 ( Isaac N ew ton, 1643 1727)的时

空观和伽利略变换,以太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洛伦

兹变换,闵可夫斯基四维几何学和新时空观以及爱

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值得称道的是,在此文中,他认

为洛伦兹 ( Hendrik Antoon Lorentz, 1853 1928)和

爱因斯坦对以太的认识截然不同, 这在同时代的物

理学家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很多年里狭义相对

论经常被称为 洛伦兹 爱因斯坦理论 。他引用闵

可夫斯基的 空间与时间 强调时空的统一: 从此

以后单独的空间和单独的时间, 都完全沉没于隐影

里面去了,只有这两种的结合, 才能保持独立的意

义 。随后,他讨论了闵可夫斯基四维时空, 并演示

如何用这一概念来推导出物理结果并解释 洛伦兹

收缩 和 时间膨胀 。在最后一节 万有引力新说

即广义相对论中,介绍了 等价原则 、爱因斯坦引

力方程的张量形式 以及将该方程应用于 3个特定

问题时得到的结论:行星近日点、光线的偏斜和景线

的变位 (即光谱位移 )。在讨论光线因引力而偏转

时, 他把质点周围的万有引力场比喻成一个收敛透

镜的作用,发表了一些颇有远见的认识, 我们既然

承认了光线在引力场内当生偏斜, 那么, 换过来想,

物质周围的空间, 好像似有一种具有屈折率的透明

物质弥漫着的一般 。这是首次在中国介绍引力透

镜的概念。在论述相对论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时,

他介绍了安德森 (Anderson C arlDavid, 1905 1991)

有关广义相对论时空中黑洞形成的最早的预言,

如果太阳的质量集中于一个直径为 1 47公里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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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 它附近的折射率将为无限大,其聚光力确实太

强大了,以致于太阳自身发出的光,都不能穿越其表

面。因此, 假如像亥姆霍兹 (H ermannvon He lmho ltz

1821 1894)所说,太阳的星体将持续收缩,终将有

一天, 它会被黑暗所笼罩,并非因为它无光可发,而

是光线不能穿过其引力场
[ 15]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

介绍的黑洞概念。在讨论爱因斯坦宇宙学一节中,

他说: 究竟应当怎样将这种种的意见修改, 才能免

去修改,现时还不能够解决 , 可见他认为爱因斯坦

的宇宙学需要修正。在他翻译的石原纯 爱因斯坦

底宇宙论和思维底究极 一文中, 向中国读者介绍

了最早的两个相对论宇宙模型:有静态质量均匀分

布其中的 爱因斯坦圆柱世界 和空无一物的 德西

特双曲面世界 。

总之, 学艺 率先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现代物理

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进了西方新的思想和理论,首

次把万有引力场类比成引力透镜, 最早介绍黑洞概

念和宇宙模型,表现了其新的科学传播价值取向。

2 早期传播量子论、相对论的中国主

要留日学者

20世纪初,现代物理学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主

要渠道是在日本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和汉译的相关

日文著作。如前所述, 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许崇清

首先在其文章中引进量子论和相对论, 其他留日学

生李芳柏、周昌寿、郑贞文等对量子论和相对论传入

中国皆有贡献。

许崇清出生在广东番禺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清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 1918年

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又完成了两年研究生

学业, 1920年 8月回国
[ 16 ]
。许崇清在大学时期对康

德哲学很感兴趣, 但最终学习赫尔巴特教育学。尽

管他并非学习自然科学, 但他却密切关注现代物理

学的进展,这主要源于他的哲学兴趣。 1917年发表

在 学艺 第 1卷第 2号一文虽然提到了狭义相对

论的两条基本假设,但并未对其做出解释,也未详细

阐述相对论的理论本身。因为他认为相对论的数学

计算 为事颇复杂, 姑不赘述 。但是, 他强调了时

间和空间相对性的革命概念,并运用庞加莱引述的

Lumen实验 说明 光之速度为一切物体运动之速

度之极限 。他的介绍对于希望深入了解相对论的

中国读者并无多大帮助。

李芳柏 ( 1890 1959 ), 广东潮州凤凰福南村

人。清宣统二年 ( 1910)公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

京大学物理学校。 1917年学成回国, 任湖北武昌高

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主任。 1917年 11月 3日, 李芳

柏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成立时作题为 奈

端 (牛顿 )力学与非奈端力学 的演讲, 主要内容是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其讲稿分为 4个部分: 第

一节中介绍了牛顿经典力学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第

二节为 电磁质量 ,介绍了质量随速度而变化的一

个已经证明的实验事实; 第三节 相对原理 , 是整

个演讲中最长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介绍了洛伦兹的

收缩假设,演示了长度收缩和时间延缓的示意图、数

学推导并对重要结果的物理意义进行解释; 第四节

介绍牛顿第三定律的有限性, 认定同时性的相对性

是相对论性力学否定牛顿第三定律的关键原因。 6

个月后, 他的演讲内容发表在 数理学会杂志

上
[ 17]
。

周昌寿,出生于贵州麻江县一个仕宦之家。清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前往日本求学, 在东京第一高

等学校学习, 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主修实验物

理, 大学毕业后又在该校研究院深造, 1919年回

国
[ 18]
。在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下介绍了许多最

新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成就,在各种杂志上发

表了大量文章。他和夏元瑮 ( 1884 1944)、梅贻琦

( 1889 1962)、文元模等以宣传 近代科学界之新

潮 、物理学之新潮 , 紧密配合新文化运动和 新

青年 杂志提出的 世界新潮 、中国革命 的呼喊。

在日本期间,周昌寿参与创建了丙辰学社,担任干事

和 学艺 编辑 20年, 对量子论、相对论、放射性核

原子结构理论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

献。在他发表的 18篇文章中,重点介绍了量子论和

相对论,出版了 2部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的专著。

他的文章倡导了新的时空观和宇宙观,为社会革命

家提供了有力的自然科学武器。

郑贞文 ( 1891 1969)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的

一个书香世家。清光绪三十二年 ( 1906)去日本求

学, 1915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主修物理化学, 曾修

习日本相对论专家石原纯的课程。 1918年,获学士

学位后回国,在商务印书馆任科学编辑, 共翻译、编

辑了几十本化学和物理书籍
[ 19 ]
。尽管他主修现代

化学,但在 1920年也撰写了 6篇与相对论有关的文

章, 并与周昌寿合译一本相对论书籍。郑贞文 1922

年在 东方杂志 爱因斯坦号 上曾发表科学短剧,

运用戏剧说明空间、时间与宇宙事物的关系,剧中借

石佩姒 ( space)的口吻说: 我 (空间 )恰和极大的球

一样,可以说是有限的, 然而是没有边际的
[ 20]
。以

此向中国的一般读者别具一格地介绍了新兴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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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无边的相对论性宇宙模型,为普及相对论、宣传新

的时空观做出了贡献。

3 结 论

1)由留日学生社团创办的 学艺 杂志,在 1917

年 9月发表的许崇清 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仰自

由会演说之订正并质问蔡先生 一文, 引进了当时

现代物理学的前沿理论 狭义相对论,提到两种

重要的物理思想:电磁自然观和量子理论。 学艺

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爱因斯坦光电效应; 首次介绍

普朗克的量子假说; 最早引进引力透镜的概念和黑

洞概念; 最早介绍两个相对论性宇宙模型。由此,

学艺 开辟了经由日本传入相对论的新途径, 并与

科学 杂志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时期一东一西两

个最为重要的科学传播高地。这两个传播源同样重

要。虽然说, 东源 不免有 二传手 之嫌,但由于

中日文化背景相同,传播渠道更为便捷和流畅,故其

影响更早和更大。

2)日本物理学家桑木彧雄于 1907年在一份日

文报纸上介绍狭义相对论。俄国物理学家在 1909

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俄罗斯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

会及 1911年召开的第二届门捷列夫代表大会上,开

始就狭义相对论展开激烈的学术争论。美国第一篇

介绍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的论文是刘易斯 ( G ilbert

N. lew is 1875 1946)与陶尔曼 ( R ichard C. To lman)

在 1908年 12月的美国物理学会议上宣读的,而该

文出现在 1917年陶尔曼编写的 运动的相对性理

论 。 1919年日食考察的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预

言,全世界掀起了 爱因斯坦热 。在中国, 1917年

9月的 学艺 杂志率先引进相对论和量子论等现代

西方科学理论,大大拉近了我国与世界物理前沿的

距离。 20世纪初的西方科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

现代物理学己初见端倪并飞速发展, 而这一时期的

现代物理学在中国还是一片荒芜。 学艺 在 20世

纪的前二、三十年传播相对论和量子论等现代西方

物理学知识,促进了国人对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学习

和研究。这些传播虽说是零星的、简单的,但却促进

了理论物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分支在中国的兴

起,使 20世纪 30年代现代物理学在我国发展达到

了一个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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