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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史十五讲》作者江晓原，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
越遥远。
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
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
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
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
烈欢迎。
那时，萨顿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
的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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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科学·历史·文化”网站主持人。

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约30种，发表学术论文1O0余篇，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
文，并在京沪多家报刊杂志开设有个人专栏。
较重要的著作有：《天学真原》(专著)、《天学外史》(专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
学》(专著)、《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专著)、《历史上的星占学》(专著)、《中国人的性神秘》(专著)
、《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专著)、《剑桥插图天文学史》(译著)、《中华科学文明史》(译著)、《江
晓原自选集》(学术论文集)、《天文西学东渐集》(学术论文集)、《东边日出西边雨》(文集)、《走来
走去》(文集)、《年年岁岁一床书》(书评集)、《交界上的对话》(文集)、《小楼一夜听春雨》(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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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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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史学科的确立与萨顿的贡献
三科学史的诸种功能
四科学史的教育功能——以美国的情形为例
五关于“真实的历史”
六科学与正确之关系
七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八科学史研究中的内史和外史
九科学史在中国的情形
第一讲 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
一希腊科学的背景
二对万物本原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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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二传统数学的发展
三计时技术的演变
四测向技术的辉煌
第四讲 阿拉伯的科学
一历史背景
二阿拉伯的数学
三 阿拉伯的天文学
四阿拉伯的医学
五 阿拉伯的光学和化学
六阿拉伯科学的世界意义
第五讲 科学在欧洲的复兴
一对中世纪的简要回顾
二文艺复兴
三变化世界中的人与自然
四数学的新进展
第六讲 近代科学革命之天文学革命
一古希腊天文学
二哥白尼和他的《天体运行论》
三伽利略的天文发现
四第谷的精密天文学
五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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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近代科学革命之新物理学革命
一近代以前的力学
二伽利略的新物理学
三笛卡尔的机械主义方法论
四牛顿开创的时代
第八讲 微积分的创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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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和通讯技术的进步
一早期的电磁学
二从法拉第到麦克斯韦
三通讯技术的进步
第十一讲 数学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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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米尔顿与四元数
第十二讲 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定律的建立
一能量守恒定律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三热力学第二定律
四热力学的发展
第十三讲 从进化论到遗传学
一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
二达尔文及其自然选择的进化论
三达尔文之后
四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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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太的历史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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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综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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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古希腊人不但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和哲学，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称道的具体的科学。
这首先表现在希腊的数学上。
 希腊数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几何学上。
人们研究数学，可以从数与数的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事物数量间的关系，沿这条道路发展下去，由最
初的算术逐渐发展成了初等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代数；也可以从事物形体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
各种形体变化所遵循的规律，所形成的是初等数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几何学。
中国古代数学以计算见长，在代数领域成果突出；古希腊数学则着重于形体关系研究，在几何学领域
取得了令人钦敬的成就。
 希腊数学之所以在几何学领域高奏凯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一开始，希腊人也关注对数的研究，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就引人注目。
毕达哥拉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60年，活了六十来岁。
他年轻时曾向泰勒斯求教，后又跟从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就学，并曾长期游学于埃及，在埃及
学习了数学和宗教。
从埃及回来以后，移居到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在那里收徒讲学，逐渐组织起了自己的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个很有名的主张：数是万物之原。
毕达哥拉斯在研究乐器时发现，琴弦发出音调的高低只跟琴弦的长度有关，如果一根琴弦的长度是另
一根的2倍，那么它所发出的声音恰恰要比另一根发出的低八度。
他通过反复实验，发现了琴弦的张力和长度与其所发音调的关系。
这些发现有可能启发他想到，既然琴弦的音调与其物质成分无关，而是只决定于其包含的数量关系，
那么，依此类推，万物之所以多种多样，也有可能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数量关系在起作用。
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他的数即万物的思想的产生。
 但是数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很快就遇到了大麻烦，原因是这个学派在研究直角三角形时发现了毕达哥拉
斯定理，即中国人所说的勾股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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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史十五讲》行文简洁流畅，合乎“科学”的简明，也不乏流露文采之处，是一本较好的普及类
通识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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