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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这是三个宏大而又有联系的话题。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国内首届“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既涉及对德国科学
兴衰原因的探讨，也有对德国著名科学家在“二战”中表现的评价，还有对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
作者是活跃在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研究德国科学史、科学与文化的学者。
其二为“科学、历史与文化”，收有编者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写的有关短文、国外著名科学家论述德国
大学、德国科学的长文以及一个较为详细的推荐书目。
第三部分为“爱因斯坦及其他”，收有包括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内的著名
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大作以及编者对此有关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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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在庆，1963年生，湖北天门人。
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
1991年在武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任教。
曾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出访问学者。
在奥地利、德国、英国、美国的几所高校做过访问研究。
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文化，尤其关注德国的科学、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著有《科技发展与文化背景》、《德国：科技与教育发展》等书。
译有《进步及其问题》、《罗伯特密立根的足迹——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生活侧影》、《上帝难以捉摸
——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爱因斯坦&#8226;毕加索
——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以及《爱因斯坦的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等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

书籍目录

前言“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论文　开幕致辞　欢迎辞　会议代表简介　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物理学会　危险的合作　海森伯与纳粹　教研结合、同行评议与大科学规划　机动化和社会转型　德
国1500—1969年科学发展计量研究　试论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　德意志精神与德国现代化　不可拯
救的帝国　爱因斯坦为什么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与帕格沃什运动　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　科学革命的本领　科学和社会中
的紧张状况与信任　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德国的远东医学科学、历史与文化　进退失据的海森伯　《
哥本哈根》的幽灵　德国的大学和科学　阁楼上的研究所　寻觅德国的牛津　洛伦茨的另一面　薛定
谔对希腊科学精神的迷恋　唯一的薛定谔　说不尽的玻尔茨曼　韦伯是如何成为经典作家的？
　从韦伯的《作为职业的学术》演讲谈起　奥本海默的沉默　德国科学的幸与不幸　一位坦率、固执
的中欧绅士的回忆　观念史、教辅与科普作品　我为我自己写作　科学、技术的分分合合　奇特的个
性独到的观点　利玛窦、罗素与中国迷思的演进　德国的科学院　科学中的人生　模糊了色彩的肖像
　李约瑟文本的当下意义　科学中的宿怨与深仇　文化，站在科学的背后　科学史不是“无用的”学
问　蒙娜丽莎背后的解剖学　知定静安虑而后能得　宏大叙事的生命力　谁来取消巴尔的摩的诺贝尔
奖资格？
　德国的“戈尔德哈根辩论”　德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目录爱因斯坦及其他　爱因斯坦：机遇
与眼光　爱因斯坦、物理学和人生　放肆无礼万岁！
　爱因斯坦的第三乐园　2050年爱因斯坦还会是物理学的英雄吗？
　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爱因斯坦的启示　爱因斯坦与德国　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　爱因斯
坦：“真”伟人还是“伪”伟人？
　　附：伟人还是“伪”人？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与柏林　爱因斯坦的传与奇　也谈爱因斯坦和玻尔之争　
历史语境中的爱因斯坦　非凡的洞察力是如何产生的？
　青年爱因斯坦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走下“神坛”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女性与其他激情　平民视野下的爱因斯坦　舐犊情深的爱因
斯坦　“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简介　爱因斯坦的恩怨史　“爱因斯坦年”留给了我们什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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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海森伯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他帮助创立了量子力学，尤其是提出了测不准原理，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学的面貌。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海森伯无可非议，然而，海森伯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主要是指他与纳粹
之间的关系。
    1933年1月，海森伯已经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正教授。
同年春天，当德国纳粹分子清洗公务员队伍时，海森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非雅利安人”离去。
这些人曾是他的同事、老师和学生。
起初，海森伯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错误地判断了纳粹分子的意图，甚至还企图帮助像玻恩这样的犹
太裔科学家留在德国。
直到真正意识到“犹太人必须离开”这一残酷现实时，海森伯开始追随他的年长的同事普朗克的领导
，物色一些满足纳粹当局血统和政治要求，同时又是十分优秀的科学家，以填补空缺的职位。
一方面，普朗克和海森伯极力避免斯塔克和“德意志物理学”的其他鼓吹者染指这些职位，另一方面
，他们也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样一条血统规则：在德国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大学任教，在研究机构任
职。
    即使几乎所有的犹太裔科学家被驱逐出德国之后，斯塔克和其他“德意志物理学”鼓吹者仍旧抨击
那些他们(随意)称之为的所谓“犹太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海森伯首先是在1936年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Volkischer Beobachter。
)报上被间接地批评，继而在1937年的党卫军的《黑色军团》周刊上被指名道姓地称之为“白色犹太人
”、“骨子里的犹太人’以及“物理学中的奥西厄茨基”，等等。
    海森伯开始为公开恢复荣誉而战。
最终的胜利多少与著名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家普兰特尔(Ludwig Prandtl)的帮助有关。
普兰特尔的言论引起了德国实业家、纳粹党重要头目戈林以及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注意。
普兰特尔是这样劝说希姆莱的，应该在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科学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区分。
现代物理学对德国国家利益来说很重要，而海森伯能培养德国工业所需的新一代科学家。
希姆莱让党卫军成为海森伯的背后支持者，停止了在政治上对海森伯的攻击。
同时希姆莱清楚地告诫海森伯，在他的演讲、谈话和出版物中，他必须让他的受众区分出爱因斯坦和
爱因斯坦科学这两个概念。
1943年，海森伯得到机会在内部期刊《德意志物理学》上发表他对现代物理学的观点：雅利安人对发
现相对论也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归根到底，重要的不是问题是谁发现的，而是这个发现是否正确
。
    弗赖恩(Michael Frayn)的剧作《哥本哈根》(Copenhagen)，重新引起人们对1941年9月海森伯哥本哈根
之行的关注。
实际上，这不过是海森伯在第三帝国时期许多次的国外演讲旅行之一。
他在瑞士、荷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也作过演讲。
海森伯因此成为了德国、德国科学和纳粹主义(不管他是否喜欢，或是否承认)的“亲善大使”。
这位物理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类宣传活动，这应该是“德意志文化学会”——海森伯常常在这类机
构发表演讲——一于专员们的职责。
海森伯更多地情况下是做适于一般大众的通俗科学演讲和在外国物理学家面前讲自己的研究。
德国官方需要海森伯，因为他可以吸引当地一般民众和科学家对德意志文化学会的注意，促使文化合
作，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也不能排除，海森伯出访国外的部分原因是想帮助外国同行。
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同行对此也表达出感激之情。
然而，海森伯口头上一再表达出的对德国的战争行为和德国本身的支持(不是对纳粹党政策的支持)，
却使他的同行们疏远他。
1941年，当德国看上去似乎要赢得战争时，海森伯对玻尔研究所的丹麦同行表示：“战争是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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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
”1943年，他又向一个荷兰同事表示，现在该是“要么选择德国，要么选择俄国”的时候了，显然选
择的余地不大。
    海森伯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引起争议的地方在于他参与了“铀计划”。
起初，海森伯只是被征用来研究核裂变的基础理论和潜在应用。
但是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论证了纯铀235是一种可能的核爆炸材料，而且在反应堆中链式反应可
以得到控制。
几个月后，海森伯的年轻同事卡尔·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yon Weizsacker。
)则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研究成果。
    德国溃败后，海森伯等人被拘留在英国“农庄”(Farm Hall)。
在得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海森伯的第一反应是给出了一个不准确的原子弹的临界质量，几天
之后，得到了一个好得多的结果。
海森伯在“农庄”的失误原因不得而知。
有一点是清楚的：早在战争期间，他就已经知道纯铀235和钚可以用来制造核炸药。
事实上，早在1942年2月，海森伯已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向德国工业界、纳粹党和军方清楚地指明了这
点。
我们也从一份临时的德国军需报告中得知，当年德国铀计划所估算的临界质量约10公斤到100公斤，与
同期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所使用的值相当。
也许最重要的是海森伯向他的受众传达了两个信息：拥有“不可思议”效果的核武器是可能被造出来
的，但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
P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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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1905年至1924年之间，爱因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广义相对论。
作为科学革命，广义相对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其设想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而且它是一个人独自孕育并完成的，这一切让
我想起《旧约》里的创世篇(不知爱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这个比较)。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他创造了这个机遇。
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
。
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北京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济北一陆开群讲座教授)    现
今学界已经公认，德国和德国科学的兴衰，远非德国学者自己关心的议题，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
。
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科学与文化如火山爆发一般地进发出巨大的能量。
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它们还会发挥持续的影响。
其间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    我们今天纪念爱因斯
坦，除了纪念他的伟大的、天才般的科学洞见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是纪念他为人类正义
事业奋斗的精神。
他直言不讳抨击时政，这与他那些胆颤心惊、小心翼翼地尽量不与政治沾边的同事的谨慎(或懦弱)态
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公义的关注，或许在潜意识里与犹太人对平等的渴望连在一起；他对世界和平的
大声疾呼，是对德国知识阶层里麻木不仁的、愚忠的“爱国主义”的大力鞭喝。
无论对人对事，在他看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永远的权威。
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任何其他的、具体的和抽象的权威在他看来都是可笑的。
这与当时德国社会里普遍弥散的非理性情绪有如云泥之别。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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