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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社与北京大学学者合作的《学思丛书》中的第一本图书。
作者为北京大学力学系前系主任，有近50年从事力学教学与研究的经历。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力学开始的，了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对认识近代科学的发展会有
所帮助。
本书介绍了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明末清初西方力学知识的传入；晚清时期西方力学
知识的传播、翻译和理工科教育的开始；民国时期力学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新中国力学教学与研究
队伍的形成与发展。
　　本书图文并茂，将历史文化背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适合高等院校科学史、力学、物理
、工程技术与哲学等专业的师生和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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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际可，男，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退休。
1934年出生于山西省霍县，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后留校任教。
多年来从事固体力学、计算力学与应用数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著有《力学史》，与他人合著有《旋转壳的应力分析》、《弹性力学引论》、《弹性系统的稳定性》
等著作。
还发表有百余篇论文。

　　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力学与实践》主编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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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末清初西方力学的传入　　1　西学东渐与近代力学的早期传入　　中国的力学与西
方直到16世纪之前是没有交流的，各自在独立发展。
我国的近代力学实际上是外国人送上门来的。
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吸收过程也是缓慢的和曲折的。
　　世界各国，力学的早期发展都是从天文学开始的。
事实上，早期的天文学就是天体这种特殊物体的运动学，而且力学与数学天文学一直是密切不可分离
的。
我国的天文学虽然起步较早，但是由于在数学的发展上，只限于计算一直没有推理的数学，所以在17
世纪西方的近代数学、力学和精密天文学发展起来后，中国的天文学就远远落后了。
正因为如此，我国近代力学的传播与发展也就是从引进与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和历法开始。
　　1-1明末清初西人在中国对自然科学的传播　　中国与西方在学术方面，进而在力学方面进行交流
，当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传教开始。
利玛窦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家克拉维斯（C1avius，1538-1612）学习天文学，他最初在澳门
、广州、肇庆、韶关、江西、南京等地传教16年，同时认真学习汉语。
初期他打扮为僧人，结果不为华人所动。
经过不断失败和广泛接触中国的知识界，并进行广泛交流后，他改着儒服，并宣传他所擅长的西方科
学。
如借传教之机讲解全球地图、天文知识以引起中国人的好奇，这就是所谓的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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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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