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元仲先生 38 年谈论同时相对性的一篇小论文及其赏析 

 

解说者注：我们 20 郎当的时候，独立、叛逆、向学、成长。吸吮性的学习，激荡了青春也

膨胀了时代。1980 年代前后几年，大师们在前台以平和的语气写“小论文”。这些文章深刻、

理性、系统，具有长久的说服力。张元仲先生 1984 年写给中学生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种

“小论文”。近 40 年来，这篇文章只有一次引用，也就是几乎没有人注意。但是，38 年来很

多关于相对论的和麦克斯韦方程的研究和讨论，深度尚不能和这篇论文相比拟。文章的关键

词是“同时”或者“同时相对性”，出现了 24 次，无非极言“同时相对性”是狭义相对论的核心。

2005 年，杨振宁先生的名篇《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也认为同时相对性才是狭义相对论

的灵魂：“正是 26 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

才能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本文将介绍并赏析张元仲先生 1984 的这篇

“小论文”。  

--- 

张元仲, 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和主要结果，物理教学，1984 年第 5 期第 1-3 页。 



 

 

 

第一自然段是引言，不录。下面是第二自然段。 



 
赏析：在时空中发现了两个事件或曰一对事件，不同的观测者都声称记录到了一对事件。由

于这些观测者的相对运动状态不同，记录的时空间隔不同，例如一个的记录是(𝛥𝒙, 𝛥𝑡)，另

外一个的记录是(𝛥𝒙’, 𝛥𝑡’)。洛伦兹变换的意义是，如果这两个不同的记录满足洛伦兹变换，

则，这两个人的记录是同一对事件。 
第三自然段抄录了光速不变原理的内容。 

 
第四自然段是文章的核心。 

 

 
赏析：今天还有一些物理学者，依然对 “同时相对性”的革命性没有感觉，不清楚当年“同

时相对性”是颠覆牛顿绝对时空的“窄门”。 

张先生的这一段讲解了同时相对性和时空一体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从这里才能摆脱牛顿的绝

对时空观念。当年，击穿了我心脏的不是同时相对性，而是使我理解了什么是“科学假设”。

科学假设不是经验的总结，而是人类的理性对困境的摆脱。用光信号对钟必须知道光信号的

传播速度，可是知道光的传播速度需要把各地的钟对准，这样就陷入了逻辑循环！如何斩断

逻辑循环？引入基本假设！即引入单向光速的不变性！ 我需要深刻理解同时相对性的时候，

已经湖南大学副教授，需要对本科生解答“双生子佯谬”的时候了。 

2005 年，杨振宁先生考察了狭义相对论的发展历史，考察对相对论有贡献的巨人们，结论

是：“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 26 岁的爱因

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能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

界的新物理之门。”(杨振宁，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报告， 2005 年 7 月，北京。发

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 4期第 10-16页)  2005年 12月，杨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也以同样的题目做了一场演讲，听到杨先生有言及此，感同身受，几乎颤栗。 
第五自然段是光速不变性的实验检验。 



 
赏析：光速不变原理是基本原理，而基本原理不能直接实验检验。能测量的无非间接后果。

这一点也明显地包含在爱因斯坦 1095 年的原文中。光速不变原理的基本性是单向光速的不

可直接检验性。 

第六自然段讨论相对性原理。 

 
赏析：建立一个检验理论是改造狭义狭义相对论的一个科学途径，而这个检验理论不能只有

该概念的不同，必须提供数学推导，然后提供一些和实验可以比较的结果，这些结果必须是

一些代有小数点的数。现在的所有实验的结果，都指向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其

它选择。 

第七自然段区分了动力学和运动学。 

 
赏析：洛伦兹变换可以直接给出运动学效应。所谓运动学方程，仅仅局限于对运动的数学描

述，例如长度，时间，速度，加速度，等等，不涉及这些量和其它量之间物理联系。相对性

原理并不针对这些方程，至少不主要针对这些方程。相对性原理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

说，动力学方程的形式，不能依赖于参考系；第二个说，不同参考系中的方程，必须可以用

洛伦兹变换相互联系起来。 



第八、九自然段再次回到同时相对性。 

 

 

 
第十自然段讨论了狭义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的关系 

 
赏析：这一段具有现实意义(你懂的)。单机电机是一个慢速转动的导电体，在不同观测者看

来能产生相互矛盾的现象。在这一段里，张先生解决这一类矛盾的方法，如果一个介质的运

动速度是慢速的，不能指望伽利略变换能给出正确结果！这是因为，伽利略变换中的速度仅

仅是不同参考系的相对速度，这个速度可以任意小，但是，电磁信号传递速度是天生相对论

性的，光速是一个自然常数，不能处理为无限大。有些项，看上去是二阶小量，其实是一阶。

在略去二阶项的时候，必须是同一个量的一阶项存在；有一些看上去的“二阶项”，由于没

有更小的一阶项，其实是零级项。 

第十一自然段讨论质能关系 

 
赏析：质能关系即𝐸 = 𝑚𝑐2。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有很多种。例如，质量和能量是物质的同

种属性，只是量度的方式不同。张先生认为，质量和能量是物质的不种属性，质能关系是两



种不同的量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和热力学有关。一切能量都是热力学意义上的内能，

而内能总可以通过传热和做功来改变；根据兰道尔的信息擦除定理，信息可以表现为热量，

因此也可以表现为能量，也就可以表现为质量。简而言之，质量也可以是信息的一种形式。

这些理解都可以接受。物理学研究的正道是：执其一端，走到无路可走之处！ 
第十二自然段讨论超光速，不录。 

第十三自然段是文章的最后一段，再次回到同时相对性。 

 
赏析：相对论何奇? 不在相对性原理，而是同时相对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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