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与蔡元培的“北大之约”(上)
科学界泰斗爱因斯

坦曾应北大校长蔡元
培之邀，承诺在北大作
为期两周的讲座，但因
各种原因而“延误”，这
成为爱因斯坦的“莫大
痛苦”和蔡元培的“最
大遗憾”。

! ! ! !!"#$年 %!月 !&日，科学界泰
斗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停留上海，通
过电报知道自己被授予 %"$%年度诺
贝尔物理学奖。此前他已决定在访日
结束后到北大访问，但最终与北大擦
肩而过，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爱因斯坦的“北大之约”，主要牵

线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积极促成
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曾在德国
当面拜访爱因斯坦，并多次信函邀请
其来北大讲学。虽然爱因斯坦的中国
之行最终未果，但蔡元培与爱因斯坦
结下的深厚友谊和蔡元培对传播新
学新知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中外文化
交流史上的美谈。

一次演讲，蔡元培
识得相对论和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年提出的狭义
相对论，给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基本
概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摧毁了“牛
顿世界观的旧体制”，被称为“革命
的物理新说”。五四运动为相对论在
中国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相对论初现中国，与蔡元培的

一次演讲有关。%"%)年年初，蔡元
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演说
词发表于《中华新报》，里面讲到一

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
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

点。当年 "月，他在日本留学生创办
的《学艺》上发文反驳，说“方今自然
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
究，则有爱（因）斯坦于 %"'(年发表
之‘对性原理’”，并介绍了狭义相对
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回应蔡元培的文章，使许

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
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看到许崇清
的文章后，蔡元培向远在德国柏林、
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
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
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成
为中国较早接触相对论的学者之
一。心胸开阔的蔡元培很欣赏许崇
清，并与他结为好友，许崇清 %"$'

年 *月回国后，蔡元培邀请其在北
大任教。

许崇清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国
内陆续出现其他介绍爱因斯坦和相
对论的文章。不久，英国著名哲学家
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爱因
斯坦热”。

邀请罗素访问的是蔡元培、梁
启超等人，其费用由讲学社赞助。

%"#'年 %%月到 %"#%年 &月，罗素
在北京大学作了“哲学问题”、“心之
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
“社会结构学”等五大系列演讲，多
次详细和系统地介绍相对论。罗素
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在
中国知识界有显赫声誉。他的演讲
很快被翻译发表，使爱因斯坦的名
字和相对论在中国广为流传。

蔡元培三邀爱因
斯坦访华
鉴于爱因斯坦在学术界的巨大

影响，蔡元培一直有邀请其来北大
访问的想法。%"#'年 *月底，曾任
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访德时与爱因
斯坦相识。他注意到 *月 #+日在柏
林举行的“反相对论”集会，以及随
后关于爱因斯坦意欲离开德国的报
道，便电告蔡元培说，“爱（因）斯坦
博士有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
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这位伟大的
物理学家。

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
条件如何？请函告。”

袁希涛遂于 "月 %%日向爱因
斯坦转达这一邀请。当时，爱因斯坦
产生过离开德国的念头，但仍下不
了决心，因此并未接受蔡元培的这
一邀请。
蔡元培第二次邀请爱因斯坦访

华，是他在德考察期间。%"#%年 &

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
美考察，并把邀请欧美教授名流来
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
在他列出的学术名流单子上，爱因
斯坦名列前茅。

&月 %,日，蔡元培抵达柏林的
第三天，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
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他
当年不能去亚洲，一来因他已答应

美方的讲学要求，二来他还要在美
国为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学筹款。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希望，他恳

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
“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
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的所
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
久。但他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在
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
应该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
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
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
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
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
的英语太差。这次拜访，蔡元培感受
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友好和访华意
愿，于是坚定了邀请其来中国讲学
的信心。

一年后，宝贵的机会终于来
了。

%"##年 &月，蔡元培接到中国
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称-“日本政
府拟请 ./0123/0博士于秋间往东京
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
问条件如何？”
蔡元培显得十分激动，当即复

电：“电诵悉。./0123/0博士来华讲
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
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
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讲学两周，却
开出以月计的酬金，可知其内心希
望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得更长一
些。这封第三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
的信函，于 +月 *日到达柏林，并由
中国驻德公使转交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承诺来
北大演讲

%"$$年 ,月下旬，蔡元培收到
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于
(月 &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在信

中表示，访问日本结束后，“深愿于
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
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酬金问
题：“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
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
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
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
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
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
具体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
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
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
按两人合计。”

蔡元培考虑到爱因斯坦能来北
大讲学是最重要的，酬金问题可以慢
慢想办法解决，于是马上电告驻德公
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月底，蔡
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
的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精心筹备爱因斯
坦访华事宜

获悉爱因斯坦承诺访问中国，
国内知识界十分兴奋，最欣喜的莫
过于蔡元培。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
资金，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宣传爱
因斯坦和相对论，约请国内众多学
术团体联名给爱因斯坦写欢迎信，
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
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
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
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
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
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 月
初，蔡元培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
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说明有
关情况。梁启超当即答应他自己的
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在多方
支持下，酬金有了着落，蔡元培松
了一口气。

!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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