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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们看见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物理学》，一定以为这里面讲的是力学，电学、声学、光学之类，翻
开扉页一看，里面却看不见一个公式、图表或数字，一定会感到奇怪。
再一看作者是著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又都是一些难懂的话，你大概就会猜到这是一本
哲学著作了。
的确是的，这是一本哲学著作。
不过《物理学》不是一门纯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纯哲学著作是《形而上学》。
《物理学》是一门以自然界为特定对象的哲学。
因此，它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物理学，但却包括了现在的物理学，也包括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
学等等在内，总之，涉及整个自然科学。
但它又不是近现代以实验为基础的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它只研究自然界的总原理，论述物质世界的
运动变化的总规律。
所以说它是一门哲学，是自然哲学。
书名原打算译为《自然哲学》。
那么，为什么现在译做《物理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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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
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
的各派代表作品。
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
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
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
又利子文化积累。
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
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
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
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
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
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
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
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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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译者：张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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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人把它放在那儿总是供人坐的，但祭坛本身放在那里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①。
因此显然，所谓自发，一般地说来是适用于有目的的事情范围内，因外在的原因而没有发生实际的结
果的事情。
如果这种自发20的结果是出于能有意图的人的意图，那它们就被说成是由于偶然性。
“奥托马登”这个词中的“马登”即无目的）就说明了它的涵义。
它所使用的场合是“为了的事力（目的）不发生，只发生了达到目的的手段。
例如到某处去是排泄的手段。
如果去了以后没有排泄，我们就说是无目的地去了，或者说去25是无目的的。
这就是说，作为达到目的的自然手段的事没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说是“自然手段”，因为，如果有人说无目的地洗了个澡是因为太阳没有发生日蚀，那是笑话。
因为洗澡不是为了日蚀。
因此自发（奥托马登）这个词就其辞源而言，意思就是：“自身（30奥托）无目的地（马登）发生”
，例如石头掉下打了这个人，并不是因为要打他而掉下来的，所以它是自发地掉下来的，但它也可以
是由于一种要打击的目的而掉下来的。
②在自然产生的事物里自发和偶然分别得最清楚，因为，如果一个事物产生得违反自然，我们不说它
是由于偶然而产生的，宁可说35它是自发产生的。
还有一个分别，即，自发的原因是外在的，偶然性的原因是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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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物理学》是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之一，思想绵密，风格古朴，不逞辞藻。
译者为了保存这种特点，采取了直译的原则。
于不易明白的地方适当加了一些注释。
这样一来，只要细心读去是可以读懂的。
“物理学》是一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著作。
那个时候古代希腊的哲学虽已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内容已很丰富，但要写一本像《物理学》这样
全面的论著还是有困难的。
困难之一在于，那个时候哲学和自然科学（当时是不分的）毕竟还很幼稚，希腊文中还没有足够的现
成的哲学术语。
因此，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在《物理学》中使用了一些不精确的日常生活用语表达复杂的学术概念，例
如用“是”表示“存在刀、“实体”，用“自己”表示“本质”，用“因自己”表示“因本质”，用
“时间”和“现在”分别表示时间的延续段和划分点。
甚至用谜语般的手势语言表示运动变化的内容。
此外，亚里士多德采用前人的一些术语，如o（开始，本原）和（原因）这些词儿来概括物质，形式
、目的和推动力四者，仔细推敲起来也未必妥帖。
当初作者写作的这种困难今天成了译者翻译的困难了。
怎么办？
对两种情况我作了不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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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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