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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概是今年6月某个时候，意外地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艳辉编审的电话，说人大出版社拟出版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询问我是否同意把《激动人心的年代》①纳入其中。
那还用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特别是在学术著作出版不大景气，甚或要求作者自掏腰包“资
助”的年代。
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
②出版于二十五年前的《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现今能
够有机会再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从开本看也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书
③——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比起那些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应景之作和时髦玩意儿，毕竟还是有价值的。
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快意和欣慰了。
在《激动人心的年代》将要交稿（电子文本）和付梓之际，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溯到四分之一个世
纪之前。
本来，我这个人是不大喜欢回忆往事的。
一则是，我一向抱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自在态度，不情愿沉浸在过去纷繁的杂多中；何况，
眼下要做的和该做的事情很多，也无暇随心回顾。
二则是，青年时代的记忆是苦涩的：不仅心灵屡屡遭受无情的政治摧残，而且也不时蒙受肉体的饥饿
和折磨，可谓往事不堪回首。
三则是，人常说，热衷回忆是衰老的表现；我虽然年过六旬，但是还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工作.心身似乎
从来没有想起和感到老之已至或老之将至。
由于这些缘故，我向来没有“安得促席，说彼平生”①的强烈欲望，也没有“此情可待成追忆”②的
闲情逸致。
偶尔在他人命题催促下，才就本人的简历③、考取研究生的经历④、硕士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经过⑤率
尔操觚，敷衍成文。
但是，这次情况有所不同。
在“再版自序”中，我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早先撰写和出版小书的过程。
多少了解一些背景，对于读者阅读小书和理解其意义来说，也许是有裨益的。
况且，思绪非要“不由自主地飞溯”，那还是顺其自然，就让它飞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逝去的岁
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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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两个角度，从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两个方面，全面考察、论述了19世纪
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对这场革命的背景、起因、经过和结局以及其中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
，运用翔实的史料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从哲学的高度对这场革命进行了中肯、独到的分析和总结
；澄清了诸多源自列宁著作的误解、曲解和讹传，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估价和看法。
本书被评论者认为“对世纪之交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进行了全面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是国内专
门涉及物理学革命的第一部专著”。
《中国青年报》记者为此曾写了《冲破理论禁区——访青年科学哲学工作者李醒民》的通讯报道。
这部著作不仅在学术上多有创新，而且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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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主编。
著有《激动人心的年
代》、《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科学的革命》、《理性的沉思》、《理
性的光华》、《彭加勒》、《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马赫》、《伟大心智的漫游》、《人类
精神的又一峰巅》、《迪昂》、《爱因斯坦》、《皮尔逊》、《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纵一苇
之所如》、《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的文化意蕴》等。
有英、日、俄译著15本，主编丛书10种80本，在海内外90多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学术界赢得好评，也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关注和引用。
已被英国、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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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神圣庙堂1.1 牛顿和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艾萨克·
牛顿（Issak Newton，1643 1727）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终于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下
简称《原理》），它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诞生。
牛顿这位“集实验家、理论家、机械师和讲解能手于一身”①的科学大师，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
农民家庭。
他从小喜欢手工劳动，他做的风车、风筝、日晷、漏壶等都十分精巧。
他早年在学校并未表现出将来要成为伟人的任何迹象。
他生性腼腆，体弱多病，学习也落在后面，为此常常受到一个“小霸王”的欺侮。
但是，牛顿却有过人的意志和刚毅的精神，他横下一条心与“小霸王”干了一仗，结果把那个家伙狠
狠揍了一顿。
体力上的胜利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下定决心要在智力搏斗中全面获胜。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在班上名列前茅。
十八岁时，牛顿说服了想让他务农的母亲，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专攻数学。
1665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但是还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
1665年仲夏，大规模的瘟疫在伦敦流行，牛顿只好回到他的故乡避难。
在乡下居住的十八个月，是他一生中硕果累累的时期。
他发现了二项式定理、正切方法、直接流数法及其逆运算（即微积分），思考了力学原理和引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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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伏案多日，这本小书终于改定脱稿。
此时，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动荡而迷惘的年月。
是在大学第二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阵风暴把人们一股脑儿卷入无底的深渊。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困惑、彷徨、冥思、求索。
1976年10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岁月。
从此以后，“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万物逐渐呈现出一派生机。
没多久，党和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有幸于1978年10月考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攻读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专业，从此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其时已人到中年。
我记得一句古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于是，便沿着崎岖的小径，不畏劳苦地向科学的顶峰攀登。
这本小书的多数材料，就是在研究生院做硕士论文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本书立足于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
尽管作者在撰写时参阅了中、英、日、俄语种的两百多篇文献，但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难免买椟
还珠，挂一漏万。
本书也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哲学分析，提出一
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估价和看法。
众所周知，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无论在科学史上还是在哲学史上，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近百年来，评者蜂起，众说纷纭。
作者才疏学浅，贸然从事这项工作，似有目不见睫之嫌。
但是，为了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现将这些冗词赘句和盘托出，切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为了节省篇幅，作者未能将参考文献全部列出。
在这里，谨向有关文献的作者和译者——中国的、外国的、活着的、逝去的——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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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激动人心的年代》，曾激动过千万青年的心。
⋯⋯这部小书，是一部近代物理学史，它融会了对历史的考察和对传统哲学观念的反思，以至于在短
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版再版。
　　——《中国青年报》，1986-09-04如果说。
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结论，是哲学界借助超学术的力量发
起的对当时思想禁锢的巨大冲击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归，那么八十年代初李醒民教授对列宁《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历史局限性的犀利剖析和指谬纠误，则是科技哲学界完全依靠学术自身的力
量，深入学术堂奥的入室操觚，是平庸时代屈指可数的创新探索与激情之作，其社会影响固不如前者
，但学术探索之深度，无疑超越于前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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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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