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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物理学史上重要的人物故事和物理发现方面的知识，或详细或简明地叙述了哲学史上
的诸多哲学流派及其哲学观点。
本书结合物理发现的事例，介绍了创造性思维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富有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对
于帮助人们提高思想修养，建立和发展思维能力，都具有参考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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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永动机，就是不消耗任何能量就能永远转动做功的机器，是一种理想的发动机。
为了创造成功这种永动机，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不知有多少人，包括很多科学家，为此付出艰辛
的劳动，有些人甚至为此遭到非常悲惨的结局。
俄罗斯一位工人，为了试制一架永动机的模型，用完了他的全部收入和积蓄，最后一贫如洗。
虽然他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却仍旧要求别人帮助他制作永动机。
　　本来，早在16世纪80年代，荷兰物理学家斯蒂文（1548～1620）就在《静力学原理》一书中论证
永动机不可能实现。
然而，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永动机的崇拜与追求。
在19世纪的美国，一家咖啡店为了招徕顾客，特地展出了一架永动机。
这架永动机不停地转动着，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不要能源而自动转动的永动机，一时间轰动了全社会。
但它实际上却是一架由隐蔽的电动机带动着的赝品。
　　在17～18世纪的欧洲，永动机成为科学界迷恋和追求的热点。
法国科学院还特别把审查和研究永动机的创造设计方案，列为议事日程。
人们从阿基米德原理、毛细现象、重力的作用等理论出发，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永动机。
然而，各种方案都遭到失败。
永动机失败的原因，从哲学的观点上看，主要是：一，没有用事物联系的观点来对待科学实验，只是
孤立地、静止地把着眼点放在永动机的&ldquo;永恒运动&rdquo;，即放在依靠自身热功转化而产生的
有限的热能做功这一点上，犯了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的错误。
二，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从分析事物的具体矛盾出发，而一味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犯了主
观主义的错误。
这两点合起来，就是违背了辩证法，从而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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