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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吴以义编著的《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中，作者凭借其扎实的科学史功底，广泛征集
史料，旁征博引，系统地阐述了从哥白尼开始到牛顿近两百年间日心学说的发展史。
作者围绕这一学说的提出，学术界的讨论和接受，其间所发生的问题，困难的克服等问题，详细描述
这一人类认识史上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深入讨论这一事件所提供的认识论、哲学和历史的教益。
本书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对于科学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
本书可读性较强。
尤其是对自然科学如何从哲学中分离、现代科学如何走上自己的道路等的论述，读来让人有酣畅淋漓
之感。
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引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其中绝大部分至今尚未为中国学术界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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