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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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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光辉

伟大的牛顿

开启近代科学之门

科学的发展到了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给科学带来了勃勃

生机，科学的前进更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生产力相

辅相承，并驾齐驱。辉煌的近代科学，是以灿烂的牛顿时代为开

端的。

在牛顿时代，力学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已经面临着新的突

破，化学经过波义耳以后走上了康庄大道，医学、生物学、生理学经

过哈维、列文虎克和胡克已逐步形成体系，数学经笛卡儿之后符号

演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天文与地质学也有了新的进展。这样，就

逐步地以牛顿力学为骨干，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自然科学体系。

牛顿是近代伟大的科学家。恩格斯曾对牛顿在科学上的贡献

作过高度的评价：“牛顿由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

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

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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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

可以看出，牛顿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在

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重大，对人类和科学的贡献卓著。

是牛顿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才有这么多的发现吗？那么牛顿

的生活全貌会给你答案。青壮年时期，牛顿勤奋学习废寝忘食地

工作，兢兢业业专心致志地思考，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牛顿谦逊

地说：“我只是对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很热心地去思考罢了。”在晚

年，牛顿沉醉于宗教意识中，再也没有什么成就。

１６４２年，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逝世，巧得很，就是这一年，又

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牛顿诞生了。

伊萨克·牛顿，生于英国北部林肯郡一个偏僻的伊耳索浦村

的一个农民家里，是一个农民的遗腹独生子。他生下来体重不足，

身体虚弱，似乎不能长大成人。两岁时，母亲改嫁，由外祖母抚养，

后来他母亲又变为寡妇。

幼时的牛顿多灾多难，身体不好，可是，后来经过调养和锻炼，

逐渐强壮，居然活到了８６岁高龄。

由于没有在温暖的家庭里长大，牛顿小时候并不聪明，性格内

向，胆子较小。在小学读书时，除了数学外，各门功课都不好，没有

什么进步，因此，老师是不喜欢他的。

但是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却有着自己的业余爱好，就是积攒

零花钱去购买斧子等木工工具，俨然是一个小木匠。他做了一些

风车、风筝、日晷、漏壶等实用机械，都十分精巧，经常得到同学和

邻居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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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绩不好，对自己做出来的器械也讲不出道理，有时受到

一些同学的嘲笑。有一次，牛顿兴致勃勃地抱着自己做的心爱的

水车，到校园一角的小河进行试验，好多同学也跟着来看热闹，当

水车受水冲而转动时，牛顿兴奋地跳起来，大家也都夸牛顿做的水

车好漂亮。这时，有一个找岔的同学问牛顿：“水车为什么碰上水，

就转了呢？”

牛顿只知道水车被水冲就会转，可答不出为什么。

“你说呀，讲不清道理，最多只是个笨木匠。”

“笨木匠！”“笨木匠！”大家齐声起哄。

有一个同学还踢了牛顿一脚。水车也被打坏了。

这次受辱，刺激了牛顿的求知欲，牛顿决心努力学习，解释其

中的道理，于是成绩不断上升，成了优等生。

牛顿仍然制作器械，模仿得更巧妙，并且富有创造性。例如，

他做的风筝，很讲究形状、尾巴的重量和线的着力点。

１６５６年，牛顿辍学，帮助母亲耕种。牛顿很体贴母亲的艰辛，

什么活都抢着干。但是少年时代的牛顿，满脑子充满了理想，一有

空闲就躲起来看书。

一天，牛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被舅舅发现了，舅舅认为他

偷懒，不好好耕种，而十分生气，想去责骂他。走到面前，舅舅看到

他正在读数学书，非常感动，认为牛顿必有出息，便建议让牛顿继

续读书，牛顿的母亲终于接受了舅舅的建议。

１６６１年，牛顿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这所大学，集中了

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牛顿虽然是伊耳索浦的高才生，但和其他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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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比，仍然成绩平平，牛顿毫不气馁，学习更勤奋，更刻苦。别人

休息了，他还在努力，就是这样最终才得以成绩名列前茅。

在三一学院，牛顿幸遇了著名数学家巴罗和数学教授路卡斯。

路卡斯虽然在数学上没有惊人的成就，但他发现了牛顿，认为牛顿

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于是对牛顿格外教导，牛顿不懈地学习，数

学成为牛顿最拿手的一门功课。这为他以后的科学探索打下了

基础。

１６６４年，牛顿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１６６５年又被选为校

委。年青的牛顿开始步入研究阶段。

就在这年６月，伦敦流行鼠疫，一旦传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的

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剑桥大学决定暂时停课，牛顿只好回到了家

乡伊耳索浦。

回到故乡，牛顿并没停止科学研究，因为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很

多。在学校里读书、做实验，当然方便。在乡村，同样可以攻读名

家经典著作，更重要的是，经过全面思考，把学到的知识归纳整理。

翻开名家著作，那是一副副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画卷。望远

镜打开了观察太阳黑子、月球上的山峦和峡谷的通道；显微镜揭示

了生物结构的内幕；折射定律的数学公式；血液循环和红血球的发

现等等。牛顿博览群书，受益匪浅。

１６６９年，牛顿被聘担任路卡斯的数学讲座。这时牛顿已经２６

岁，还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也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通过多年的勤奋学习，牛顿掌握了丰富的科学遗产和最新成

就，这为牛顿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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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研究科学的方法有自己的特点，不是以假设来解释现象，

而是以理论和实验来加以证明。牛顿非常重视实验，在他的科学

活动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他一般要工作到

夜间两点钟才去睡觉。有时遇到重要的试验，常常几个星期一直

留在实验室，不分昼夜，直到试验完成。

正是因为牛顿亲自参加实践，重视实验事实，因此才能把无数

杂乱的材料加以整理，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从而在自

然科学好几个领域内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多方面的成就

牛顿在光学上也有伟大的贡献。

牛顿扩大了笛卡儿等人的棱镜实验。他制做了一个玻璃三角

棱镜，在实验中，把房间所有的门窗关闭，并用黑布遮住，在一个窗

户上留一个小孔，让适量的阳光射进来，然后把棱镜放在光的入

口处。

棱镜把白色的太阳光分散成由不同颜色光线组成的光带折射

在对面的墙上，赤、橙、黄、绿、青、蓝、紫，非常好看。牛顿又进一步

把棱镜倒置，结果又把这个有色光带重新组成白色光，从而得出了

太阳光是由有色光组成的正确结论。

牛顿把这一现象同自然界中的彩虹联系起来，发现彩虹的一

边总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紫色的，在红与紫之间排列着其他的光

色。牛顿通过不断的实验，发现在彩虹中，雨点的作用便等于棱镜

的作用。后来，牛顿用单色进行各种实验，从而科学地解释了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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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揭开了彩虹的奥秘。

为了消除当时折射望远镜中普遍存在的色散现象，牛顿着手

制造新的望远镜。他用凹面镜，即中央凹进去的镜子，和普通的平

面镜，在１６７２年做成了一架望远镜。这就是牛顿发明的“反射望

远镜”。

牛顿创立了光的“微粒说”，认为光是由发光体射出的微粒组

成的，白光可以说是不同色的各种微粒的混合体，微粒把它们各自

分开了。折射是由于从玻璃的粒子所发出的力作用在光的粒子上

所致，光离开棱镜以后，各种色的微粒就会沿着不同路线折射而互

相分开。

牛顿还试图用光的微粒在它们作用的物体中激起颤动，来统

一“微粒说”和当时惠更斯等创立的光的“波动说”。现代科学已经

证明，光是有微粒和波动两重性的，即光的“波粒说”，可见牛顿的

“微粒说”只反映光的一定的本质。

牛顿在数学上的伟大贡献是发现微积分。

在牛顿发现微积分的过程中，他的老师巴罗的“微分三角形”

思想，给了他很大影响。费尔马作切线的方法和华里斯的《无穷算

术》，也给了他启发。

牛顿的微积分思想即流数术，最早出现在他１６６５年５月写的

一页文件中。他的微积分理论主要体现在三部论著中。

在《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里，他给出了求瞬时变化率

的普遍方法，阐明了求变化率和求面积是两个互逆问题，从而揭示

了微分和积分的联系，也就是沿用到现在的所谓微积分的基本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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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然，他的逻辑论证不够严密。

在《流数术和无穷级数》里，他认为变量是由点、线、面连续运

动而产生的，他把变量叫做“流”，把变量的变化率叫做“流数”，并

引进了高阶流数的概念。

他还阐明了微积分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把流数法用于隐函数

的微分，求函数的极值，求曲线的切线、长度、曲率和拐点。从而比

较深入地说明了微积分的理论。

在“求曲边形的面积”这篇论文里，试图排除由“无穷小”造成

的混乱，把流数定义为“消逝增量”的最终比，和“初生宗量”的最初

比。虽然仍是含糊的，但已经显示出他把求极限的思想方法作为

微积分的基础。

在牛顿发现微积分的时候，德国的莱布尼茨也几乎同时独立

地发现了微积分。后来还出现了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现

优先权的争论。

牛顿还在数学的许多分支中作出过贡献，主要是二项式定理，

即９２＝（４＋５）２＝４２＋２×（４×５）＋５２＝８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学

的两数和的平方公式即：（ａ＋ｂ）２＝ａ２＋２ａｂ＋ｂ２。

牛顿１６８７年问世的巨著《自然哲学原理》，被公认为人类智慧

的最高结晶。

在这部著作里，他不仅首次以几何形式发表了流数术及其应

用，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对日心地动说的力学解释，把开普勒的行

星运动规律、伽利略的运动论和惠更斯的振动论等统一成为力学

的“三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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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科学的巨大贡献为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四个重要基

础。他创建的微积分为近代数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光谱分析，为近

代光学奠定了基础；他发现的力学三定律，为经典力学奠定了基

础；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为近代天文学奠定了基础。

牛顿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奖励。１６８８～１７０５年，他以剑桥大学代表

的身份当上了国会议员，１６９６年被授予铸币厂主管的职位，１６９９

年被任命为铸币厂厂长，１７０３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１７０５

年又被英国女皇授以爵士称号。

然而到了晚年，牛顿却沉醉于宗教意识之中，在神学唯心主义

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如果没有神的力量就决不能使行星做现

在这样绕太阳而转的圆满的圆周运动，甚至认为上帝是非常精通

力学和几何学的，于是发誓要更好地“侍奉上帝”。

在１６９２年到１６９３年间，牛顿为牧师本特利攻击无神论的讲

道提供“科学根据”。１７１３年，又把他的基本神学思想总结成“总

释”一节，在《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第二版中，加在书后，以自己的科

学成果虔诚地奉献给上帝。牛顿由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最后堕

落为一个宗教狂。

１７２７年，伟大的科学家牛顿逝世了，他作为有功于国家的大

人物，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四大定律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发现力学运动三定律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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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力定律。

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呢？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根据经验提

出：为了使物体不停地运动，必须持续不断地有力作用于物体上，

没有力的作用，物体就会停下来。也就是说，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

去推它时，原来运动的物体便归于静止。

比如，牛拉车时，牛用力拉车，车便前进了；牛停下来，不用力

了，车也就停下不动了。

很明显，亚里士多德认为维持运动需要力。

真的是这样吗？假如有人推着一辆小车在平路上行驶，然后

突然停止推它，小车不会立刻静止，它还会继续运动一段很短的距

离。这一段很短的距离没有人推，为什么能运动呢？亚里士多德

错在哪里呢？当时的科学家们无法弄清楚。

１６世纪末，意大利青年物理学家伽利略，做了物体沿斜面运

动的实验，发现物体沿斜面向下运动时，速度越来越大，沿斜面向

上运动时，速度越来越小。从这里他想到，如果没有摩擦力，物体

在不倾斜的水平面上运动时，速度应该不变。

牛顿在总结了伽利略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

研究。

在人推车的实验中，如果把道路修整得越平滑，车轮上涂油等

外部的影响减少，车子滑行的距离会更长。牛顿想方设法减少车

轮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但是不可能得到没有摩擦的平面。牛顿

绞尽脑汁，考察、研究，终于想出了当路面绝对平滑时，车轮也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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