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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力学丛书：音乐中的科学》收录了作者近十多年来的二十几篇科普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题都是与声学和音乐的科学原理相关的，涉及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声强的度量、建筑声
学、笛子制作、各种乐器（弦乐器，管乐器、键盘乐器，以及锣和鼓等）的构造和发声原理等。
特别是结合其中的科学道理及发现这些原理的历史。
介绍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工作。
同时，书中还介绍了一些迄今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
作者将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地叙述，史料丰富，图文并茂，文字深入浅出，叙述生动。
《大众力学丛书：音乐中的科学》对中学、大学，包括艺术类专业的师生都是一本很好的课外读物；
对于广大音乐爱好者和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读者，以及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员也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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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际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退休。
1934年出生于山西省霍县，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后留校任教。
他的专长在固体力学，计算力学与应用数学等方面。
曾任北京大学力学系副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力学学会副
理事长，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力学与实践》主编，中国电机学会冷却塔委员会副主任，《
力学学报》、《固体力学学报》、《计算力学》等杂志的编委，太原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的兼职
教授。
著有《力学史》（重庆出版社，2000）、《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拉家常？
说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力学史杂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与他人合著有《
旋转壳的应力分析》（水利电力出版社，1978）、《弹性力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2001
再版）、《弹性系统的稳定性》（科学出版社，1994）等著作，矗译有《何为科学真理》（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2001）、《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还发表有百余篇论文。
他有广泛的兴趣，写过一些科普文章。
合作结集出版了《力学诗趣》（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2001年获第4届全国优秀科普俸品二等奖）。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两项，部级奖励7项。
2002年被科技部、中宣部、中科协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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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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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声音
3 漫话共振
4 律学和十二平均律
5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
6 有关编钟的遐想
7 谈鼓
8 律管
9 管乐器漫谈
10 怎样制作笛子
11 从弹棉花说起
12 说说弦乐器
13 弓弦乐器里面的学问
14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15 为什么在洗澡间里唱歌特别好听
16 声音大小的度量——分贝
17 亥姆霍兹振子的妙用
18 音乐爱好者是怎样发起“烧”来的
19 湍流和声音
20 闲话键盘乐器
21 让我们的兴趣更宽一点！

22 音乐科学研究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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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体力学和振动理论这些成果又会反过来把人类观测天体以及制造乐器的实践推向更高的水平。
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1930年冥王星的发现，以及1957年以后数以千计的人造天体的发射和技术应用
无不凝结了天体力学的研究成果。
在非线性振动理论的指导下，更精美的振荡器设计出来了，更精密的电子计时器诞生了，粒子加速装
置、各种风动工具、机械都可以找到它的应用。
而作为新一代的乐器——电子乐器正是各种复杂振荡器的综合，只要按下琴键，振荡器通过扬声器即
可发出美妙的乐音，需要的话可以任意延长，没有气短弓尽之憾。
　　回顾这段历史，不免使我们中国人为之心酸。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我们也较早地提出了这类问题，而且历代对这些问题也不可谓不重视，确曾花了
大力气去探索，但划时代的成果却总是出现在西方。
这种状况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研究学问上急功近利的哲学思想的长久统治。
科学和技术不同，它是非赢利的事业。
牛顿力学、庞加莱极限环、安德罗诺夫一霍普夫分岔都不能卖钱，都不可能成为商品，甚至从急功近
利的眼光看，它们都没有“用”的，然而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
　　我国在历和律的研究上虽然名家代有辈出，著作汗牛充栋，但考其内容无非是为了应用。
在历上，主要为了发布准确的皇历和观察天象的祥瑞与凶兆。
历史上，我国曾出现过90多种不同的历法，古书记载的天象也总是和世事的吉凶联系在一起阐明的，
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力学和天体力学产生。
在律上，主要是应定调、定音、和弦之需，为制造乐器和为乐曲定调服务，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般的
振动学和声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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