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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物质的基本概念入手，从力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物理学和传统化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原理进行
了重新分析研究；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综合科学理论体系；对宏观和微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过
程给予了新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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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的《宇宙新论》一书，以“物质一力——运动——变化”为线索，将微观物质世界和宏观物质世
界的诸学科串联为一体，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综合科学理论体系，从而达到科学统一之目的。
该书在理论上启迪人的智慧，拓展人的视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读完本书，相信你会从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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