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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史（简称科技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是两个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研究
领域，均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都在20世纪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说得好：“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北京大学从80年代开始在这两个专业招收硕士学位，90年代招收博士学位，但两个专业之间的互动
不多。
如今，专业体制上的整合已经完成，但跟全国同行一样，面临着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
　　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属于理学一级学科，与国际上通常将科技史列为历史学科的情况不太
一样。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科技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中国古代科技史，而研究队伍又主要集
中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学科目录的过程中，很自然地
将科技史列为理学学科。
这种学科归属还反映了学科发展阶段的整体滞后。
从国际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历史看，科技史经历了一个由“分科史”向“综合史”、由理学性质向史学
性质、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
西方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这种转变，出现了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
而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科技史界提出了学科再建制的口号，才把上述“转变”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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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美国著名中世纪历史学家哈斯金斯所说，“中世纪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和落后，文艺复兴也
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
中国对西方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一直很薄弱，对中世纪科学史的研究更是基本处于空白。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西方中世纪物理学史的专著。
它基于原始文献和此前科学史家的研究成就，以问题为线索，以语境主义的眼光，比较完整而系统地
讨论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家的运动学成果及其背景，填补了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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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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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奥卡姆认为，运动等抽象名词错误地致使许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就像存在着不同的抽象名词一
样，也存在着对应于它们的不同事物。
他把运动归结为个别的、具体的事物。
　　因此，运动并非与持存事物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为本来能用较少的事物获得的东西却用较多的事物来获得，这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不必诉诸任何这样的[单独存在的]东西就可以保留运动和关于运动的一切说法。
因此，设定这样一种东西是多余的。
　　为了理解位置运动，我们只需要运动者及其相继占据的位置：除了物体和位置，再不需要其他什
么东西了。
我们需要的只是，物体先是处在一个位置，然后处在另一个位置，就这样相继地进行下去，从而物体
在整个[运动的]时间里从未在任何位置静止。
　　如果运动就等同于运动相继达到的目标，那么运动概念并不对应于什么实在的东西。
“运动”仅仅是一个词项，在我们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实在对应于“运动”。
就位置运动而言，运动的本性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那就是：一个物体相继占据不同的位置
，并且不在任何一个位置静止。
　　奥卡姆对当时运动观点的批判很好地说明了他的一个信念，那就是：科学是关于概念的，而不是
关于事物的。
科学固有的研究对象是命题和构成命题的词项。
意义和命题的真假不必假设词项指代的事物的存在就可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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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根据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
论文修改而成。
说实话，其中不少内容还很不成熟，对材料的消化和掌握也还远远不够。
但追求完美是无止境的，不如索性以原貌出版，以求读者指正，待日后继续深入研究。
希望《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唤起读者对西方中世纪科学史和思想史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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