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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学术研究时的莱布尼茨



序暋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

放眼21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

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

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的局面。在严峻的挑战

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靠人

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就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

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

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广东教育出版社在

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出版了 《迈向21世纪科

普丛书》等许多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现在,一套大

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

读物 《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又由该社出版面

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

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

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

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
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为纬,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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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

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

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

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反映科学家们独立

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唯实

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
宽容的人文精神,让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

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

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

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密

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

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

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

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古代,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

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产生过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

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

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

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13亿

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

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

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作提高创新能力的



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
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

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

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

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

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

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

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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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古典名著的孩童

1652年,8岁的莱布尼茨被母亲送入尼古拉学

校,开始正式上学。当时学校里开设的课程有拉丁

文、希腊文、修辞学、算术、逻辑、音乐以及圣诗、
路德教义等,由于莱布尼茨在上学之前已经有了较

好的基础,因此在课堂学习中觉得十分轻松。同时,
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他对所学习的内容有着与其

他同学不同的感受和收获,例如在阅读诗歌、逻辑

学、历史著作时,他常常体验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感

觉。而且,在学习中他往往独辟蹊径,有自己独特

的学习方法。
直至19世纪早期,在欧洲的大多数欧洲学校

里,拉丁语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能流利地

读、写拉丁文是一位有教养的上层人士的基本素质,
如同今日全世界的人以能读、写英语为荣一样。因

此,学习拉丁语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刚入

学时,莱布尼茨的拉丁文学得不太好,尤其是使用

起来不甚流畅。他想:能否找到一种学好拉丁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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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呢?
一天,他从自己的卧室里翻到了两本书,都与

拉丁文有关,一本是古罗马学者李维 (公元前59~
17)用拉丁文写的 《罗马史》,另一本则是当地莱比

锡马斯教堂的音乐家、历史学家塞图斯·卡尔维苏

斯编写的一部拉丁文历史学辞典。手捧着这两本书,
莱布尼茨眼睛一亮。他一直对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又有拉丁文历史学辞典,这不正是学习历史和学

习拉丁文的好方法吗? 他借助卡尔维苏斯编的词典,
饶有兴趣地学习李维的 《罗马史》。开始阅读时,他

在不懂的地方并不停下来没完没了地翻词典,而是

转到能懂的地方去读,以免影响阅读的兴趣和连贯

性;读完一部分后,再回过头来查辞典解决生词和

不懂的地方。用这种方法,他反复地读,最后终于

把整本书读完了。他又将全书的拉丁文生词等仔细

记下、背熟。过了一段时间,他再重新将书翻出来

阅读,反复数次,他终于将一部拉丁文 《罗马史》
从读不通到能渐渐明白,对其理解从知之甚少到差

不多全部掌握。而且,他在阅读和理解这部书的过

程中,一方面享受到了获得新知识的乐趣,同时拉

丁文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一次上拉丁文课时,他大胆地使用了自己阅读

的著作中的拉丁文知识,令老师和同学们大吃一惊。
大家没想到一向拉丁文学得不怎么突出的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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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握如此高深的内容。老师心存疑惑地问:“这些

知识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暠他如实相告,说自己依靠

一部拉丁文历史辞典通读了李维的著作,并清楚而

准确地讲述了书中的不少内容。
莱布尼茨的老师一方面为他的拉丁文水平有了

显著提高而高兴,同时又认为李维所写的 《罗马史》
过于艰深,不适合像他这样年龄的孩子阅读。这位

老师很懂得教育方式,并未将自己的担心直接对莱

布尼茨讲,以免挫伤了孩子的进取心。老师找到莱

布尼茨的家人,请他们注意不要过早地让他阅读学

术性很深的著作,以免干扰正常功课的学习,建议

他们最好让莱布尼茨多读一些为少年儿童撰写的基

础入门书。
其实,莱布尼茨的家人一直很注意不让他过早

地接触艰深的著作。当家人与他谈及不要将精力花

在阅读像 《罗马史》这样的著作时,莱布尼茨说李

维的这部著作很适合他阅读,并不觉得困难。正好,
一位邻居也在场,很支持莱布尼茨。这位邻居是一

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暠的见多识广的有识之士,
认为老师和家长不应该禁止莱布尼茨读那些能理解

的著作,而应该因材施教,对能力超群的孩子要以

多种方式支持、鼓励,哪怕孩子的行为只显示出很

小的不平凡之处,也应该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条件,
使孩子的能力从小就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3爱读古典名著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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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莱布尼茨的智力和知识水平,
这位博学的邻居将他叫到自己家里,提了很多问题

考这个不过10岁的小孩。邻居认为莱布尼茨思维敏

捷,头脑十分灵活,所知晓的东西、理解知识的程

度远远超过了10岁孩子的水平。于是,这位邻居与

莱布尼茨家人商量,可以部分地向他开放父亲生前

留下的藏书。
能够阅读父亲丰富的藏书,这一 “礼物暠使莱

布尼茨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比送他任何玩具更让他

兴奋。从开始识字、阅读时起,他就知道了许多伟

大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林

尼、色诺芬,但遗憾的是,他只知这些学者的大名,
至多间接地了解了这些人的片言只语。他早就想,
要能够直接阅读这些伟人的著作该多好! 现在,他

终于如愿以偿了。他看到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中有

那么多伟大学者的著作,欣喜若狂。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不可遏止的好奇心,莱布

尼茨开始阅读古希腊、罗马时代伟大学者的著作。
他常常为著作中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所折服,为大

师们的宏论所倾倒,尽管他还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

子,但依然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在他未满12岁时,
已经熟读了古希腊、罗马的许多学者的著作,其中

有一些是拉丁文原文。他受益匪浅,欧洲古典文化

已经深深地影响和熏陶了他。他不仅哲学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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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语言能力也在突飞猛进;不但拉丁文的水平

已相当高,而且希腊语的水平也大有长进,并能用

希腊语写出流畅的短文。
随着不断阅读经典著作,莱布尼茨已不完全膜

拜在古代学者的脚下,而开始与所崇拜的伟人对话。

13岁时,他在思考了有关逻辑学的古典理论后,试

图改进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亚里士多德 (公元

前384~前322)是人类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

者,自古希腊以来备受推崇,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尤其是欧洲中世纪将这

位伟大的人物视为 “圣人暠。在逻辑学上,亚里士多

德被尊为 “逻辑科学之父暠,一般人对其学说丝毫不

敢提出任何异议。但莱布尼茨却敢于向权威挑战。
在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逻辑学中,简单概

念被分成一定的等级———范畴。莱布尼茨提出了这

样的问题:复合概念或一个陈述语句为什么不能被

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呢? 为什么它们不能按照一定的

规则从其他的逻辑规则中推导出来呢? 他把概念

(复合)或陈述语句的这种等级称为见解的范畴,并

认为它们也应该并且可以按照演绎推理的方式推导

出来。莱布尼茨把自己的这一重要想法请老师回答,
结果没有一位老师能给他以完满的解释,其实这也

是他的老师回答不了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们还

劝说他现在不必去考虑这些过于深奥的问题,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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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停止思考这一类问题。当然,直到在数学、
逻辑学方面成熟后,他才能真正探讨这些问题。不

过,这的确成了他研究逻辑学的最早的源头。
一个少年思考高深的问题,引起了家长、老师

们的忧虑,但莱布尼茨在思维方面的成熟,很快就

打消了亲人们的担忧。他饶有兴致地探讨诸如范畴

理论这些被今人仍视为抽象深奥的问题。关心他的

人发现,这个少年的思维逻辑性很强,他没有成为

书呆子,因为他不仅能不时提出一些学术性很强的

问题,而且还能把一些抽象的哲学原理运用到现实

生活的具体事情,分析生活中的事情也头头是道。
读的书多了,想的问题多了,莱布尼茨开始掌

握一些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法。为了记住所读书籍中

的精彩内容,记下在读书过程中的问题和想法,他

准备了许多小卡片,随身带着,遇有重要的内容马

上记下。日积月累,还真不少,有些卡片竟保存至

现在。
既爱好拉丁文的历史学专著,又喜欢思考逻辑、

哲学方面的问题,莱布尼茨在学校里一定显得十分

呆,像个 “小老头暠吧? 一点也不,相反,他在学

校里表现得很活泼,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他不仅对

抽象、深奥的历史、哲学钟情,也爱好浪漫的诗歌。
他从10岁起就尝试自己写诗,写得还很不错。

在圣诞节朗诵诗歌是一项传统仪式。这一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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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学校把朗诵诗歌的光荣任务交给了莱布尼茨所

在班的一名男孩。可就在圣诞节前几天,这个孩子

病了,不能来上学。更糟糕的是,拟好的诗歌稿也

在那个男孩手中,他带回家去了。当时交通不便,
这个男孩住得很远,不可能很快取回稿子。没有诗

歌底稿,别的学生都不敢承担这件事。正在大家焦

急为难之际,莱布尼茨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朗诵任务,
并且说他将自己写出朗诵的诗歌。师生们都疑惑、
紧张地看着他。莱布尼茨把自己关在房里,开始了

诗歌创作。花了半天的时间,他写出了300行六言

诗,令众人大吃一惊。大家争相一睹,发现他的诗

合乎格律,朗朗上口,师生们无不拍手称好。在圣

诞节的祈祷仪式上,莱布尼茨当众朗诵了自己创作

的长诗,博得全校师生的好评。这对他的写作能力、
口才和诗歌创作能力都是一次极好的考验,同学们

对他也刮目相看,为他日后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不仅如此,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诗兴

大发,沉浸在诗歌的吟诵、创作之中。
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使莱布尼茨在学校里显

得十分突出。他仅用6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当时普通

孩子10~12年才能学完的课程,而且还具备了从事

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

7爱读古典名著的孩童/



“难得暠 的博士

未满15岁的莱布尼茨上大学了。1661年3月

复活节时,他从尼古拉学校毕业后,进入了莱比锡

大学学习法律。刚一进校,他就上了大学二年级标

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主要有哲学、修辞学、拉丁

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数学等以传统的经院哲学

为主的课程。此外,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艺复兴以

后的 哲 学 和 科 学,广 泛 地 阅 读 了 培 根 (1561~
1626)、刻 卜 勒 (1571~1630)、伽 利 略 (1564~
1642)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且对前人的著述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和评价。
他在大学的学习十分努力,到1663年,他就完

成了各门课程。以后,以题为 《论个体原则方面的

形而上学争论》的论文获得了学士学位。
莱比锡大学规定,取得学士学位后若想获得硕

士、博士学位,必须再进行学习、深造。莱布尼茨

决定继续学习,仍然选择了法学专业。
同年暑期,莱布尼茨前往魏玛公国的魏玛城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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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耶拿大学跟随魏格尔系统地学习了欧氏几何,
使他开始确信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宇宙观:宇宙

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的和谐的整体。魏

格尔颇具神秘色彩的四进位制算术理论,对莱布尼

茨创立二进位制有一定的影响。
回到莱比锡大学后,莱布尼茨深入学习和研究

法学理论,并经常出席法庭审判,熟悉法庭判决的

程序和方法,将法学理论和法学实践结合起来,对

法官职务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64年1月,他的

论文 《论法学之艰难》深入论述哲学是法学研究的

基础,并讨论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许多问题。莱布尼

茨因此而获得了硕士学位。

1664年2月12日,母亲的去世使莱布尼茨感

到极度悲伤。幼年他就失去了父亲,一直哺育、教

导、关怀他成长的就是母亲。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

性格方面,他都深受母亲的影响。他决心要干出一

番事业,使自己出人头地,以告慰母亲。于是,他

在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的同时,继续努力地完成

学业。
在莱比锡大学的最后一年时间里,莱布尼茨完

成了一篇重要论文:《论组合术》,于1666年3月向

莱比锡大学呈交,作为一篇新的答辩论文。
莱布尼茨希望他所交的论文获得通过后能被授

予博士学位。但是,莱比锡大学却以他太年轻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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