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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丛书中收入的著作，是自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经过足够长的历史检验的科学经典。
为了区别于时下被广泛使用的“经典”一词，我们称之为“科学元典”。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典”，不同于歌迷们所说的“经典”，也不同于表演艺术家们朗诵的“科学
经典名篇”。
受歌迷欢迎的流行歌曲属于“当代经典”，实际上是时尚的东西，其含义与我们所说的代表传统的经
典恰恰相反。
表演艺术家们朗诵的“科学经典名篇”多是表现科学家们的情感和生活态度的散文，甚至反映科学家
生活的话剧台词，它们可能脸炙人口，是否属于人文领域里的经典姑且不论，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内容
。
并非著名科学大师的一切言论或者是广为流传的作品都是科学经典。
 　　这里所谓的科学元典，是指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人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
划时代的丰碑，是理性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价值。
     科学元典或者是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的丰碑，或者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的构架，或者是一个生机
勃勃的科学领域的基石。
它们既是昔日科学成就的创造性总结，又是未来科学探索的理性依托。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震撼心灵的著作，它向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
的地心说发出了挑战，动摇了“正统宗教”学说的天文学基础。
伽利略《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论证了哥白尼学说，更直接
地动摇了教会所庇护的托勒密学说。
哈维的《心血运动论》以对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双重关怀，满怀真挚的宗教情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
，推翻了同样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被“正统宗教”所庇护的盖化学说。
笛卡尔的《几何》不仅创立了为后来诞生的微积分提供了工具的解析几何，而且折射出影响万世的思
想方法论。
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标志着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
分别以惠更斯的《光论》与牛顿的《光学》为代表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论战。
拉瓦锡在《化学基础论冲详尽论述了氧化理论，推翻了统治化学百余年之久的燃素理论，这一智识壮
举被公认为历史上最自觉的科学革命。
道尔顿的《化学哲学新体系》奠定了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科学中的新时代，使19世纪的化学
家们有计划地向未知领域前进。
傅立叶的《热的解析理论》以其对热传导问题的精湛处理，突破了牛顿《原理》所规定的理论力学范
围，开创了数学物理学的崭新领域。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不仅在生物学发展到分子水平的今天仍然是科学家们阐释的对象
，而且100多年来几乎在科学、社会和人文的所有领域都在施展它有形和无形的影响。
尔式遗传性状传递机理的物质基础，把生命科学推进到基因水平。
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分别阐述了物质世界
在高速和微观领域的运动规律，完全改变了自牛顿以来的世界观。
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猜想，为当代地球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点。
维纳的《控制论》揭示了控制系统的反馈过程，普里戈金的《从存在到演化》发现了系统可能从原来
无序向新的有序态转化的机制，二者的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影响到经济
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体运行论>>

作者简介

作者：(波兰)哥白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体运行论>>

书籍目录

导读《天体运行论》英译本序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Andres Osiander）的前言尼古拉·舍恩贝格的
一封信原序：给保罗三世教皇陛下的献词第一卷　第一章　宇宙是球形的　第二章　大地也是球形的
　第三章　大地和水如何构成统一的球体　第四章　天体的运动是匀束的、永恒的和圆形的功或是复
合的圆周运动　第五章　圆周运动对地球是否适宜　地球的位置在何处　第六章　天比地大，无可比
拟　第七章　为什么古人认为地球静居于宇宙中心　第八章　以往论证的不当和对它们的批驳　第九
章　能否赋予地球几种运动？
宇宙的中心　第十章　天球的顺序　第十一章　地球三重运动的证据　第十二章　圆周的弦长　第十
三章　平面三角形的边和角　第十四章　球面三角形第二卷　第一章　圆圈及其名称　第二章　黄道
倾角、回归线间的距离以及这些量的测定法　第三章　赤道、黄道与子午圈相交的孤和角；赤经和赤
纬对这些弧和角的偏离及其计算　第四章　对黄道外任一天体，若黄经、黄纬已知，测定其赤纬经、
赤纬和过中天时黄道度数的方法　第五章　地平圈的交点　第六章　正午日影的差异　第七章　如何
相互推求最长的白昼、各次日出的间距和天球的倾角；白昼之间的余差　第八章　昼夜的时辰及其划
分　第九章　黄道弧段的斜球经度；当黄道任一分度升起时，如何确定在中天的度数　第十章　黄道
与地平圈的交角　第十一章　这些表的使用　⋯⋯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注释常用著作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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