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
·

坦对诺 贝 尔物理奖的提名

刘 乃 汤

�安徽教育社 合肥 � !! �� ∀

爱因斯坦
,

这位科

学界公认的本世纪最伟

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

对现代物理学作出了极为

杰出的贡献
#

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
,

向人类奉

献了划时代的相对论思想 ∃ 与同时代的物理学

家一道
,

解救了经典物理学的危机
,

奠定了现代

物理学的基础
#

这一切
,

不但使他在整个科学

界享有盛誉
,

而且在对国际物理学进展的评价

方面起着权威性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

一个很长时期内
,

他对诺贝尔物理奖这一国际

物理学最高荣誉的提名
,

均受到诺贝尔委员会

的重视
#

在前后  % 年的时间内
,

他曾先后九次

主要以信件的形式向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

会提名物理奖候选人
#

从爱因斯坦对诺贝尔物

理奖的提名情况以及评选结果
,

可以使我们从

一个侧面了解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影响
,

并了

解在物理学发生伟大革命后的整整一个崭新时

代里
,

在物理学领域什么问题最为重要
#

&∋ &( 年 ∋ 月
,

爱因斯坦第一次收到诺贝尔

委员会要他为 &∋ &∋ 年度物理奖提名的要求
#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
,

力举旧量子论的创始人
、

德

国物理学家普朗克
,

认为他领受这种殊荣当之

无愧
#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
,

普朗克在热辐射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

特别是《论正常光谱中的能

量分布定律》以及《论物质和 电的基本量》这两

篇论文
, “

不仅首次确定了原子的绝对大小
,

而

且奠定了量子理论的基础
。

近年来
,

它给物理

学的所有方面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

这一点已明

白无误了
” #

诺贝尔委员会热情而慎重地考虑了爱因斯

坦的提名
,

&∋& ∋ 年 ) 月 & 日
,

普朗克荣获

&∋ &∋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

在此后的几年中
,

现代物理学在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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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迅速
,

步人了兴旺昌盛的时期
,

这个时期
,

出现 了一大批出类拔萃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

家
#

谁应得到诺贝尔奖 + & ∋� 年 &! 月 �% 日
,

爱因斯坦又收到一份要求他提名物理奖的信
,

这下真使爱因斯坦为难了
#

根据这些物理学家

的功绩
,

无论哪一位都有资格获得这 一荣誉
#

他反复斟酌
,

还是难以作出一个肯定的提名
#

最后他只好回信说 ,
“

为了使我问心无愧
,

同时

提出下面几个人
,

他们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可能

性 ,弗朗克和赫兹
,

因为他们用电子碰撞的方法

激活光的研究∃ 朗之万和魏斯
,

因为磁学的统计

理论 ∃斯特恩和格拉奇
,

因为量子理论所需要的

磁场中原子方向的证明 ∃索末菲
,

因为他在量子

力学方面的贡献 ∃ −
#

.
#

康普顿
,

因为发现伦琴

辐射的量子散射 ∃ /
#

0
#

1# 威尔逊
,

因为发明云雾

室法证明了微小射线产生的离子化现象 ∃ 2
#

德

拜
,

因为他对分子力知识的贡献
# ”

诺贝尔委员会十分理解爱因斯坦的心情
,

经过充分讨论
,

选中了爱因斯坦在信中提供的

第一
、

二号候选人
#

&∋�∗ 年
,

诺贝尔物理奖授给

了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弗朗克和赫兹
#

然而
,

爱因斯坦对康普顿所作出的科学贡

献深怀敬意
,

&∋ � 3 年
,

在一封简短的信中
,

爱因

斯坦再次提名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
,

称他
“

因为

发现 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效应
,

这是我们关于

辐射性质知识的一个里程碑
”

#

结果
,

这一年的

诺贝尔物理奖授给了康普顿和英国物理学家威

尔逊
,

诺贝尔委员会提供的说明中
,

有关康普顿

的得奖原因是
“

因为他发现 了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效应
” #

&∋ � ( 年
,

爱因斯坦曾先后三次写信
,

让诺

贝尔委员会及有关方面特别注意创立量子力学

的情况
#

∋ 月 �∗ 日
,

爱因斯坦在第一封信中说 ,



“

在我看来
,

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但是还未获奖的

成就是对力学过程波动性质的深人了解
# ”

他提

出几个建议
,

第一
,

诺贝尔奖的一半应该给物质

波的发现者
、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
,

另一半由

美国物理学家戴维森和哥尔默分享
#

由于量子

力学的创立是一大批物理学家集体智慧的结

晶
,

于是
,

爱因斯坦继续写道 ,
“

应该同等考虑由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和薛定谬分享诺贝尔

奖
#

就他们的成就而言
,

这些研究者中的每一

个人都值得授予整个诺贝尔奖
#

不过
,

在我看

来
,

德布罗意应该优先考虑
,

这特别是因为他的

思想肯定是正确的
# ”

然而
,

诺贝尔物理奖毕竟每年只有一次
,

而

且每次的获奖者不能很多
#

那么
,

怎样分配这

次的物理奖更为合适呢+ 爱因斯坦又提出第二

方案, 由德布罗意和薛定愕分享一次奖
,

由海森

堡
、

玻恩和约尔丹分享另一次奖
#

他并不认为

这样做十分理想
,

因为海森堡在后三人中相对

而言显然处于最强的地位
#

另外
,

创立量子力

学同样离不开一批实验物理学家的努力
,

爱因

斯坦对把量子力学的奖仅仅授给理论物理学家

感到不能尽如人意
#

爱因斯坦仔细惦量
,

每个

人的份量都是那么重
,

谁让这些科学巨星都荟

萃到 � ! 年代呢 +

&∋�∋ 年
,

诺贝尔物理奖授给了德布罗意
, “

因

为他发现了电子的波动性质
” ,

&∋ 3 年
,

戴维森和

英国物理学家汤普森分享了物理奖
, “

因为他们用

实验发现了由晶体而引起的电子衍射
”

#

&∋ �∋ 年的颁奖了却了爱因斯坦的部分心

愿
,

但他对物理学界的两位大师海森堡和薛定

愕未能得到这一最高奖赏仍感到不妥
#

&∋ & 年

∋ 月 �! 日
,

爱因斯坦再次提名
“

波或量子力学

的创立者
、

来自柏林的薛定愕教授和来 自莱比

锡的海森堡
#

在我看来
,

这一理论 �量子力学 ∀

毫无疑问是一个最终的真理
,

这两人的成就是

互相独立取得的
,

其成就是如此重大以致由他

们二人分享一次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
” “

谁应

该先得诺贝尔奖
,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

就我个

人来说
,

我认为薛定愕的成就大些
#

但另一方

面
,

海森堡的最早的重要出版物又 比薛定愕的

要早
#

如果非要我决定的话
,

我将把诺贝尔奖

首先授给薛定愕
# ”

然而
,

由于审议工作本身的实际困难
,

爱因

斯坦的这次提名不仅未被诺贝尔委员会审议通

过
,

而且 &∋ & 年根本就未颁发诺贝尔物理奖
#

爱因斯坦却始终认为自己的提名有充分的

理由
,

因而丝毫不改初衷
#

& ∋ � 年 ∋ 月 �∋ 日
,

他再次通过信函的形式举荐 ,
“

今年我再次提名

来 自柏林的薛定愕教授
#

在我看来
,

我们对量

子现象的认识主要得益于他和德布罗意的工

作
, ”

诺 贝尔物理奖委 员会在决定完全停发

& ∋ &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之后
,

又把 &∋ 犯 年的

奖推迟到 &∋   年颁发
#

&∋  年
,

诺贝尔委员会

把 &∋ � 年的物理奖授给海森堡这位 �4 岁时创

立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 ∃ 把 & ∋  年的物理奖授

给了薛定愕和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
,

前者在 �(

岁时建立 了波动力学
,

后者提出量子力学的基

础方程式时年仅 �& 岁
#

爱因斯坦的心愿终于

实现了
#

&∋ 4� 年 & 月 &3 日
,

爱因斯坦在给德
·

海

斯
·

洛伦兹夫人的信中说 ,
“

我已与几个同事共

同提名奥托
·

斯特恩和拉比
,

因为他们发明了

测量分子磁矩的新方法
# ”

这一次比较顺利
,

&∋4 4 年
,

德国物理学家斯特恩荣获 &∋4 年的

物理奖
,

&∋4 4 年的物理奖授给了美国物理学家

拉比
#

&∋4 ∗ 年 & 月
,

爱因斯坦发出以下电报 ,
“

提

名乌尔夫冈
·

泡利获物理奖
,

他对量子力学理

论的贡献
,

即所谓泡利原理或不相容原理已成

为与量子理论其他公理独立的现代量子理论的

基本组成部分
#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
# ”

&∋ 4∗

年
,

爱因斯坦的提名获得了通过
,

这位奥地利物

理学家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
, “

因为他发

现了也称为泡利原理的不相容原理
” #

& ∋ ∗ 4 年 & 月 &� 日
,

3∗ 岁高龄的爱因斯坦

最后一次写信支持玛
·

劳瓦的提名
,

要求把物

理奖授给布什
,

指出布什的主要贡献是布什一

盖华实验
#

他的提名又一次受到诺贝尔委员会

的重视
,

并获得通过
#

&∋ ∗4 年
,

美国物理学家布

什和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分享诺贝尔物理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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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太 之 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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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本来是个哲学概念
,

是笛卡儿首先将

它引人科学
#

他从不存在超距作用
,

只有物质

相接触才能产生运动
,

因而不存在所谓
“

真空
”

的观点出发
,

认为天体之间有一种本原物质
,

它

看不见但充满空间
,

这就是以太
#

多少年来
,

以太伴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几经

兴衰
,

但它像个顽强的黑色幽灵
,

始终在物理学

的上空徘徊
#

直到近几十年
,

才似乎被人们
“

完

全
”

冷落了
#

以太的兴衰构成了一部物理学的发展史
#

它

经历了哲学以太
、

力学以太
、

光以太和电磁以太等

等
#

每种以太模型的建立
,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 但同时也都

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

直到麦克斯韦一赫兹

电磁理论的建立
,

抛弃了以太实物的各种力学性

质
,

统一了光以太和电磁以太
#

特别是到了洛仑兹

的电子论
,

以太说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但是也有人认为
,

洛仑兹的电子论虽然很

成功
,

但它除了作为电磁波的载荷物和绝对参

考系外
,

已失去了所有其他生动具体的物理性
#

质
#

特别是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又否定了绝对

参考系的存在
,

而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狭义相

对论的创立
,

人们接受了场本身就是物质存在

的一种形式的概念
,

场可 以在真空中以波的形

式传播
#

波动性已成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属性的

一个方面
,

因而不需要再讨论什么电磁波的载

荷物
#

这样
,

以太说似乎可以完全抛弃了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量子力学中
,

把波函数作

为基本量
,

在狭义相对论中
,

把场作为基本量
#

的确用不到以太
#

但是
,

把场作为物理实在
,

这

是客观存在的二元论
#

就连创建狭义相对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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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一生功勋卓著
,

他的英名与牛顿同辉
#

他对诺贝尔物理奖的提名
,

显示出他对现代物

爱因斯坦本人也说 ,
“

当时在失败的压力下
,

逐

渐把电磁场看成是终结的
,

不可还原的物理实

在
,

并不再把它进一步解释成为以太的状态
# ”

“

迫于事实而只得认为物质和场有区别
,

我们希

望后代将能克服这个二元论概念
” , “

从而不再

视场为独立的物理实在
# ”

这实际是鼓励人们去

研究场的微观机制
#

那么
,

能传播电磁场的
“

真空
”

是什么呢 +

&∋ � ( 年
,

狄拉克从相对论电子运动方程出发
,

认为真空充满具有负能量状态的电子
,

它们不

能被观察到
#

如果有足够的能量
,

使真空 中的

一个电子从负能态跃迁到正能态
,

将会使真空

中出现一个空穴—
正电子

#

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狄拉克的说法
,

直到

三年后
,

安德森发现了从宇宙射来的正电子
,

人

们才佩服狄拉克
“

真空不空
”

的惊人分析
#

&∋ 4 3 年
,

物理学家进一步发现
,

真空不但

充满物质
,

而且还会由于外界电荷的影响
,

使真

空物质的正负电荷偏离—这就是真空极化
#

兰姆的微波氢原子光谱实验和朝永振一郎的计

算
,

都证实了这点
#

由此可见
,

场确也有微观机制
#

有人认为

可以把狭义相对论看成是客观事实 �结果∀
,

而

以太论是微观机制 �原因∀
#

爱因斯坦也多次强调真空不空
,

他说 ,
“

我们

千万勿因为以太一词而把以太
,

像 &∋ 世纪物理学

那样
,

理解为某种类似于有重物质的东西
# ”

即以

太不会由可以被观察到的微粒所组成
#

那么为什么物理学发展至今
,

以太遭受如

此冷落呢 +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

因为欧氏几何

无需以太
,

而经典物理学和狭义相对论都是在

惯性系中讨论问题
,

即都是使用欧氏几何学
,

因

而不需要 以太
#

那么对于广义相对论呢 + 北京大学教授曹

昌琪先生说 ,
“

以太的某些精神 �不存在超距作

用
,

不存在绝对空虚意义上的真空∀仍然活着并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 “

真空不空
”

已被人们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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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进展的准确判断
,

这对于我们回头寻觅现

代物理学发展的足迹当会有所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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