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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因斯晚年文集》收录了爱因斯坦晚年文学的作品，供读者阅读。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
苏黎世工业大学，1909年开始在大学任教，1914年任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后被
迫移居美国，1940年入美国国籍。十九世纪末期是物理学的变革时期，爱因斯坦从实验事实出发，重
新考查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的一些成就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
。他的量子理论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是理论天体物理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理论天体物理学的第一个成
熟的方面——恒星大气理论，就是在量子理论和辐射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
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近年来发现越来越
多的高能物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
了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文概念
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对天文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宇宙学理论。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建立了
静态有限无边的自洽的动力学宇宙模型，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
天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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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决定命运的十年(1939)　　当再一次阅读我差不多十年前写的东西时②，我得到了两个不可思议
的、截然相反的印象。我当时所写的东西，从本质上说至今看上去仍如当时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它
却显得令人奇怪的遥远和陌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是世界在这十年中变化太大了呢，还是因为我又
老了十岁，以一种变得不那么敏锐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中有多长?与这一段微
不足道的间隙相比，那些决定人的生活的力量难道不应被视为永恒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评判力(criti—cal
reason)太敏感，以至于这十年中生理上的变化已经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显而易见，在我
看来，上述考虑不能解释在用情感理解生活中一般问题的方法上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我的外部环境中
找到产生这一奇特变化的原因。我知道，原因在于，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从属的
地位。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其他因素。在这十年里，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的信心，甚至对人类
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人们不仅感觉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遗产的
威胁，而且还发现一种较低的价值正在取代所有自己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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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何者是有意义的，他自己并不知晓，并且，这一点肯定也不应该打扰其
他人。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　　⋯⋯　　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
，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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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科男的文科头脑一点不差啊，牛人最终都把思考指向了哲学，人类，社会。。。
2、和平主义和超国家组织---爱因斯坦的两大理想
3、我希望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便可再与你相遇。我喜欢听你的思考，非常喜欢。
4、一个大科学家必然是大哲学家，因为比一般人更清楚万物的本质。书中很多文章表现出爱老对人
类社会的失望，对人文世界前景的担忧，在二战时期他明显比更多人知道人类会如何使用科学的力量
自取灭亡。真想知道如果爱老活到现在会有什么感触，是庆幸人类终于摆脱的战争，还是对娱乐至死
的新世界更加失望⋯⋯
5、相比起科学，科学背后的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6、强大
7、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话语仍是让人如此地有启发
8、idol
9、三星半吧...翻译挺别扭
10、翻译不太好TOT
11、一直以来只是用物理学家给他定义，但现在只能说，这的确是位巨人。
12、自然科学巨人的思想。
13、大学里看过的几本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这里的影响，指的是价值观级别的哦！
14、“普通大众的理解力和性格远远低于那些为社会产生有价值东西的少数人的理解力和性格。”
15、美丽的心灵。很诚恳，很有力量。
16、人性的伟大 是成为一个自由而理性的人
17、仅仅是对人生与社会文化关注的部分篇章，已经值得读者深入地思考了
18、晚年写的东西的确有点没意思～
19、如果不把追求客观的真理和知识，人类就永远不会被尊重。
20、果然神棍- -、大部分没看懂
21、一直很崇拜，但是对他的超国家机构不敢苟同。一本书钩钩画画了很多，摩西的贡献肯定大于马
基雅维利。
22、真正的巨人。
23、翻译的很烂
24、超国家的力量,光是想想都觉得伤不起呀.....
25、这些都是人生的感悟。而且充分说明了，时代根本不是囚禁人思想的牢笼，而是帮助人思考的激
光。
26、人文的關懷
27、这本书读的我热泪盈眶
28、高中读的，现在记不太得了
29、展现爱因斯坦不为人知的一面，大师就是大师，不只是学术造诣高，思想境界也高。
30、拿到这本书着实不容易。爱因斯坦的智慧——作为人的智慧，而非作为物理学家的智慧——这本
书里可见一斑。最景仰的人物之一，从小到大，虽然景仰的原因一直在变，但是却欣慰的发现，爱因
斯坦是那种，无论你在哪个年龄，无论你从事怎样的工作，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的人 
31、沖著上帝和信仰去看的~
32、推荐，牛人哪都非常牛
33、智者的思考
爱因斯坦对一个国际政府极力推崇，晚年多次在文章中论述一个统一的政府的必要性，迫切性，然而
，这么些年过去了依然是这么一个他老人家不“认可”的联合国。他的想法主要基于管理类似原子弹
的几乎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需要限制的角度来考虑的。不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府，因素是多方面
的，短时间内还看不到任何曙光，因为美国还在欺负小国家，完全不可能交出自己流氓的权利，乖乖
地听从一个无中生有的国际政府的领导。
34、201404
35、他因某个方面出名了，他说的所有的话都变得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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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
37、感谢高中班主任李庆胜的图书角
38、和平，世界政府，自由
39、一本关于文明的空话。
40、很不错的书，大家风范，逻辑清晰
41、物理部分还是有障碍，补课去
42、在哈耶克眼里，爱因斯坦成了社会主义者
43、挑了些看。政治主张明确。
44、总体来说，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理科生的理性，这对于文科生的我来说具有参考
意义，但并没有惊喜。
45、对那份谦卑的顿悟
46、我爱你追求真理时专注的神情，目光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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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尽管他是一位科学家，但他对道德、宗教、教育的看法都比那些专门研究者要深刻。对于宗教，
他说，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父亲的子女吗？对于道德，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一棵大树的分枝，
目的是把人类生活引向高尚。对于教育，他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个性和对人类的服务精神，然而
她不能通过说教，而只能通过人的行动完成。对于政治，他更是表现了一个世界公民的忧患意识。好
书！
2、一个用理智与情感认真思考生活的人，他走得远，看得深，心胸宽广，内心谦卑。他告诉我们人
正是因为存在着缺点而可爱并充满生命力，而人通过理性的辅佐可以走得愉悦纯真。在“犹太人究竟
是什么？（1948）”这篇文章里，他说：几千年来把犹太人维系在一起而且至今还维系着他们的纽带
，首先是关于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辅之以全人类间的互助互谅的理想。犹太传统的第二个典型特征
是其对各种形式的理智追求及精神努力的崇尚。在“艾萨克·牛顿（1942）”一文里他说：当然，理
性用其永无止境的任务来衡量，就显得软弱无力；相对于人类的愚昧与激情，理性的确是那么不堪一
击，我们必须承认，愚昧与激情几乎完全左右着人类的命运，无论在大的方面抑或是小的方面。然而
理性所结成的果实却超越世世代代嘈杂喧闹的人群而获得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发
着光与热。在“人类生存的目标（1943）”一文里他说：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别把理智看成我们的
上帝，它当然具有强健的肌肉，但却没有人格。它不能引导，只能服务，而且它选择领袖时并不仔细
。这个特点可以从它的布道人（知识分子）的品质中反映出来。理智对方法和工具有独到的眼光，但
对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因此毫不奇怪，这种致命的盲目性从老一代转到了年轻一代，并牵涉到了
当今整整一代人。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
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摆脱反社会的、具有破
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在这种努力过程中，理智会是最为得力的助手。理智
努力的成果加上奋斗本身，同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结合起来，就给生活提供了内容与意义。他还在“
圣雄甘地（1939）”、“悼念玛丽·居里（1935）”等文章中有精彩言论，阅读“信念与信仰”部分
，可以回答许多你正在迷茫的问题，读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存在于现实世界
中的疑惑，而他给了我们一个最佳范本，就是如何思考。他的思考的基础是站在理性的高度，怀着深
深的爱。
3、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此书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有
所启发。一、科学科学的本质问题：所有的科学无非是对日程生活的一种提炼。科学与宗教：人格化
上帝学说不可能真正意义上被科学驳倒。物理学与实在：自然界中的事件都类似于机会（掷色子）游
戏，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奋斗方向。【由此可见，宿命论是不可靠的】科学的作用：科学作用于
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这就是总理讲阅读能给人力量、安
全、幸福、的原因所在】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
的生活趋于高尚，使人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
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科学家：他必须远离任何
出于意愿或情感的事物。二、相对论相对论属于原理理论，长处在于逻辑的完美和基础的坚实。而建
构性理论长处在于其完备性、适应性和清晰性。三、教育学校的目标是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
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通往毁灭之路从来都是由关于理想的浮华
之辞相伴。但是人格并不是由所听所说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和行动形成的。教学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是
任何一个民族健康、自然发展的基础。四、政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依然需要解决官
僚权力膨胀、保护个人权利和民主力量等问题。和平：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和平：超国家之路。
4、记得杨振宁说过，地球因为有爱因斯坦而在茫茫宇宙中从而不渺小、不寂寞、不孤单·····
·他的传记作家说，他是地球上最自由的人······ 除了赵云，从来没有人在我心目中这么完美
。我知道这在社会心理学上叫“光环效应“，能够笼罩在爱因斯坦的光环下，难道不是我的荣幸么？
《自画像》这篇散文，类似纪伯伦、泰戈尔的风格，却更睿智，对人生洞若观火。小时候第一次在《
科学三字经》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相片，我吓得不敢看，见鬼了，一个银发很high皱纹很deep的老头，
叼着烟斗，眼睛似乎射出箭来。后来看到他的传记，我的景仰如月亮绕地球日夜不绝。再看到那张著
名的吐舌头照片，我从头发到脚毛都被征服。他的银发可以和马克思的胡子媲美。 想到地球上曾经存
在过这么完美的生物，我对人类的未来就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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