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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与一位同事聊起哥白尼时，他居然抓耳

挠腮，不甚了了 。 一个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高材生，对科学史的知

识居然一无所知 。 这让我们这些极度爱好科学史、关注科学史的

人不免有些感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不但给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而且有

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 但是，人们在享受科技

成果时，很少有人去关注它的来龙去脉，长此下去，对科学技术

的传承 、 发展极为不利 。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有影响的重

量级科学史著作，但大多都显得太专，与普通百姓的阅读理解能

力尚有距离。作为一个热爱和喜欢研究的科学史人，感到普及科

学知识、弘扬科学文化、促进科学发展之责任重大 。 正是由此，

才下定决心撰写一部普及版的科学史著作，想为中国的科学普及

事业奉献一些微薄的力量。

现代科学的宏伟大厦，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 。 而科学与技

术的紧密结合，则表明了改变世界的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我们

的现代文明就建筑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没有它的支撑，现代文

明的构建是难以想象的 。 但是，我们又究竟对它的了解有多少?

它是从何而来?又将如何发展?它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

折?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不但需要我们进一

步探索和回答，而且也构成了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今日的科学在我们生活中已是如此普及，以至我们习以为常

地接受它的成就 。 我们经常忘记甚至像灯泡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是

科学的产物。没有电视、汽车、计算机、互联网……我们中的许



多人便不能生活。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语言是用来表述世界的图

像。我们写下的文字、说出的话语，都只是我们的意识对世界形

成的图像。 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们或许并不知道。 科学发

展至今已告诉我们世界起源的一副副图像。我们相信它是因为我

们相信科学 。 科学的发展可能会修改这些图像，甚至从根本上推

翻原来的图像、勾画新的图像。

科学为我们勾画了自然存在与演化的图像，同样，科学史为

我们勾画了科学存在与演化的图像。历史的写作通常要受作者本

身的被称为"历史观"的东西所制约，而科学史的写作除了受作

者本身的"历史观"制约外，还受作者"科学观"的制约。不

同的"科学观"、"历史观"导致科学史的写作范围、写作内容

以及写作方式的不同。我们的态度是:既在当下的语境中叙述过

去的历史，又注重描述科学史是在其历史背景中所具有的涵义;

科学不仅指现在幸存下来被公认为"科学"的东西，也指历史上

与之竞争后来被淘汰的科学知识;科学不是像被教科书里描绘的

那样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而是不断发展的、纠错的动态历

史;科学并不是从来就是的那个样子，而是有其产生的历史

根源。

历史的写作需要线索，科学史的写作也需要线索。一般历史

的写作，在纵向上通常都是采用编年史的方法，即按照从古至今

这样一条时间轴的顺序写，科学史也不例外。历史的素材一般都

是取自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一方面这些重大历史事

件都有相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另一方面重要人物本身就是这些

重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或有可能还是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者 。 因

而，历史的写作往往被描述成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堆积史，而

史学家在处理历史事件时的认识、立场、态度和方法不同，历史

叙述的逻辑结构也就不同 O 科学史也是这样，科学史中充满了对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堆积，科学史家却把它们写作成形态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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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史著作。

科学史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新的 O 尽管

科学史的萌芽或许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前，但是科学史作为一门

现代的、专业化的学科还是 20 世纪初的事情。这要归功于美国

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后来，科学史一直作为美国学生的通识教育

课程而被广泛传播。在我国，科学史的传播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

末才开始， 90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不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国外科

普名著。在我国影响较大、普及度较高的是吴国盛先生的《科学

的历程》。这是一部恢宏的著作，勾画了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与

社会 5000 年的发展历史。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我国科学发展

史的奠基性科普著作，对随后的科学史作家的影响较大。过去的

二十多年，在我国科学史界流传最广、最有影响的国外科学史著

作一直是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这是一

本学习专业科学史、科技哲学的学生的必读书目。科学史与技术

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综合史与分科史、断代史、国别史，研究

的视角多种多样，所呈现的科学史研究状态也就多种多样。国外

众多的科普名著、国内许多学者的潜心研究，科学史的研究也呈

现出蔚为大观、百花齐放的状态。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发展的 6000 年历史。基本思路

是按照时间线索勾画出科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主要分绪论、古代

科学篇(公元前 40 世纪一公元 5 世纪)、中世纪科学篇 (5-15

世纪)、近代科学篇(16-19 世纪)、现代科学篇 (20 世纪至

今) ，每一篇分若干章，每一章分若干小节，简要阐述科学各个

领域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情况;研究方法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的方法，客观、公正地讲述历史上发生的各个重大的科学

事件、科学人物，尽量按照科学史的本来面目去写科学史，力求

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科学史"。本书研究的重点，要对科学发

展 6000 年的历史作一个全面、生动地刻画 O 事实上，一般科学

史的重点和难点都在近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之上:一方面，



由于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分支越来越多，很难把握其发展思想

脉络;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已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理论变得极其高深，而非专业科学家不能完全理解之。

本书本着向大众传递科学的声音、普及科学文化常识、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的心愿写成的。虽然前辈们在此领域工作成绩卓

著，绝大部分科学史材料基本已定型，但本著作仍然力求有所创

新:在内容结构上，书中侧重深化了中国科学史和数学史部分，

并把不是科学史的内容剔除在外;在语言表述上，力求突破原有

科学史的语言框架，对于一些科学家科学思想的表述，力求更加

符合逻辑;在学术观点上，本书对科学史上有争议的事件试图提

出自己的看法。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准备，经过近一年的辛勤努力完成了全书

的撰写工作。 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家人和领导在生活、事业

上的关心与照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许英、包明明为此

书的出版给予很大的关注与支持;学生们一直对此书抱有极大的

热情，他们的鼓励是我们坚持创作的最大动力 。 在此表示衷心感

谢!同时，在取材上，收集并参考了国内外同行的许多相关著作

和一些网络文献的内容，在此对这些作者的智慧和辛勤劳动表示

深深的敬意 。

本书的绪论、古代科学篇(第一~四章)、中世纪科学篇

(第五~八章)、现代科学篇(第二十~二十七章)由徐建科撰

写;近代科学篇(第九~十九章)由彭蕾撰写 。 全书由徐建科统

稿 。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加上时间仓促，书中业漏在所难免，敬

请各位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1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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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的意义第一章

说起科学史的意义，其实就是回答科学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 在这个

功利化盛行的时代有用"成了每一个人心里最牵挂的事情。 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都只是为了考试或将来谋一份好差事。 教师或家长通常也是

这样在向学生不断灌输着这一观念。这样，在世俗眼光的审视下，文科类

科目通常会被轻视，理由是这些科目"没有用它既无助于学生获取出

国留学的奖学金，也无助于他们将来"赚大钱对于科研工作也似乎并

无直接用处，相反，那些专门学习这些科目的学生却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一句话，它们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满足不了当下人们急功近利

的心理。 但科学史究竟是否真的"无用"7 它是否只是一些科学家聊以自

慰的消闲学问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下科学史的

可能的几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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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助于全面了解科学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科学史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帮助学生全面了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学习

科学知识的兴趣。 学生在课堂学习的科学科目其实都是一个个孤立的片

段，很难形成对科学内容的全面了解，而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拓展知识

面，从而形成对科学内容的一个完整图像。其次，学生学习一门科学科

目，里面充满了实验、公式和推导，显得非常枯燥和乏味，而科学史恰好

可以补充教科书内容干涩、枯燥的缺点。科学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一种

科学思想的起源、流变与发展过程;科学家的生活轨迹、思想经历和科学

发现的历程等，这些都为学生展示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科学形象。

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特别是当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如现代数学中的

群论、 非欧几何、拓扑学等，现代物理学中的夸克禁闭、黑洞 、 暗物质 、

暗能量等，系统科学中的耗散结构论、?昆沌学、生态学等，一般学生都是

知之甚少，或者闻所未闻。科学史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现代科学的发

展脉络，追踪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激发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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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

科学史还有助于弥合所谓"两种文化" (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

间的鸿沟。著名科学史家萨顿说得好，科学史是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的一座桥梁。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学生而言，学习科学史有助于他全面了解

科学的整体，增加人文修养;对于学习文科的学生而言，学习科学史有助

于他了解科学的常识，增加科学修养。

二、有助于颤别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坚定科学主义信念

科学史的第二项功能是有助于人们正确到别科学与非科学 、 伪科学，

坚定科学主义信念。当今的知识文化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所谓

的"科学知识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许多缺少科学文化知识

的人，由于缺乏颤别能力，很容易上当受骗。譬如当下 ， 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身。在此情形下，一些"养身达人"

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商机，纷纷粉墨登场，推出自己的"养身秘复各

类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争相推出自己的养身类节目，以吸引大众眼球。

在一些养生书籍和养身节目大行其道时，却可能忽视了其内容的科学性，

从而给许多元知大众留下很多误导，甚至病痛。

曾经红火一时的"养生食疗专家"张悟木，不仅推出了其畅销书《把

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后来更是做客湖南卫视《百科全说》等节目，大谈

养生经，其知名度也迅速提高。 张本人也被人推崇为教授、神医、京城最

贵中医。 他所宣扬的"绿豆治百病大法"引起广大信众的疯狂抢购，一时

引得市场绿豆价高。 但不久，张悟本就被人揭露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专

家:他的学历造假、身份造假、各种头衔造假，他的学说更是遭到真专家

的"炮轰" 。 张悟本境况顿时江河日下:他的悟本堂被有关部门突击检查

后拆除， 他本人也被患者告上法院要求索赔。其实，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

知道，食疗是有一定的功效，但把某一种食物吹捧得神乎其神，能包治百

病，那多半是骗人的。"张悟本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前些年，网上有一篇《万有斥力 vs 万有引力成都 "哥白尼 " PK 科学

巨人牛顿》 的报道，甚是引人注目 。 这也让人们开始关注一些民间科学家

的作为。 报道是关于一个叫彭大浑的成都民间科学家的"惊人"理论，也

就是所谓的"万有斥力论" 。 从 1979 年的某一天晚上，彭大泽突然从于榴

弹爆炸瞬间产生的推力中"天才"般地"发现"了"万有斥力规律"起，

他就一直在开始宣扬他的"万有斥力论以对抗牛顿的万有引力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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