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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大猷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学者，在中国物理界，是和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诸教授同时的老前辈。
他的这一部《理论物理》，包括了“古典”至“近代”物理的全貌。
1977年初，在中国台湾陆续印出。
这几年来对该省和东南亚的物理教学界起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科学院，特别是由于卢嘉锡院长和钱三强、严东生副院长的支持，决定翻印出版，使全国对
物理有兴趣者，都可以阅读参考。
看到了这部巨著，联想起在1945年春天，我初次在昆明遇见吴老师，很幸运地得到他在课内和课外的
指导，从“古典力学”学习起至“量子力学”，其经过就相当于念吴老师的这套丛书，由第一册开始
，直至第七册。
在昆明的这一段时期是我一生学物理过程中的大关键，因为有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在1946年秋入芝加
哥大学，可立刻参加研究院的工作。
1933年吴老师得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先留校继续研究一年。
翌年秋回国在北大任教，当时他的学生中有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后均致力物理研究
有成。
抗战期间，吴老师随北大加入西南联大。
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是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培养和训练了很多优秀青年。
下面的几段是录自吴老师的《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一书。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个学校，各有不同的历史。
⋯⋯北京大学规模虽大，资望也高，但在抗战时期中，除了有很小数目的款，维持一个‘北京大学办
事处’外，没有任何经费作任何研究工作的。
在抗战开始时，我的看法是以为应该为全面抗战，节省一切的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战后再作。
但抗战久了，我的看法便改变了，我渐觉得为了维持从事研究者的精神，不能让他们长期地感到无法
工作的苦闷。
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应该在可能情形下，有些研究设备。
西南联大没有此项经费，北大也无另款。
⋯⋯我知道只好尽自己个人的力量做一点点工作了。
⋯⋯请北大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帮着我把三棱柱放在木制架上
拼成一个最原始形的分光仪，试着做些‘拉曼效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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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的著述《理论物理》(共七册)的第四册。
《理论物理》是作者根据长期所从事的教学实践编写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大学物理学教材。
本册内容共分5章：第1章叙述物理定律的变换及不变性；第2章介绍Michelson及其他实验；第3章为狭
义相对论；第4章讲述电动力学的相对论形式；第5章讲述相对论动力学。
    本书根据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原书翻印出版。
作者对原书作了部分更正，李政道教授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我们对原书中一些印刷错误也作了订
正。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物理系师生教学参考，也可供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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