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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概述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书，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叙述到霍金的量子宇宙论。
古代科学比较简略，现代科学(如基本粒子研究、量子力学、相对论、现代宇宙学、弦理论、板块构造
学说、分子生物学)比较详细。
有全景式的鸟瞰，也有特写镜头。
自然界的奥秘无比神奇，科学家的探索精彩纷呈，知识创新的过程引人入胜，这里有曲折的情节，也
蕴含着深邃的哲理。
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和人格魅力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适合于广大青年读者，尤其是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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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德宏，1938年生，江苏南京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在南京大学任教，教授、博
导，曾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1977年始讲授自然科学史课，该课1989年获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优秀奖。
主要著作：《科学思想史》(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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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天地模型的探索天地是人类的父母，各个古老民族都有关于天地的神话，许多神话谈到大地的形
状与太阳的东升西落，这同先民的生存关系密切，是最原始的地球观与宇宙观。
古巴比伦人把宇宙比喻为一只大箱子，天是箱盖，地是底板。
古迦勒底人想象大地如平板，中央是大陆，四周是海洋，海洋之外的陡峭山脉称为“世界之山”，支
撑着天穹。
古埃及神话说天像个帽子，平面大地漂在水上。
有的埃及神话说平面大地由四根天柱支撑，星斗是用铁链悬挂在天上的灯。
古希伯来人也认为大地是块平板。
古印度神话说大地是平面圆盘，中央是抵天的苏迷卢山（又译为须弥山）。
围绕苏迷卢山有九层环形山；其高度由中心向外侧依次递减。
每两层环形山之间有一个环形大海，水平面高度相同。
天也是个大圆盘，同大地平行。
苏迷卢山正对着北极星。
天上有一系列同心圆称为天轮，是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
据说这个模型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耆那教的传说，后为印度佛教所吸收。
印度神话说宇宙最初是个金色的蛋，蛋壳裂开，上半部为天，下半部为地。
守护神毗瑟拿化作一只大海龟，背上站着一头大象，大象驮着大地。
海龟又站在作为水的象征的眼镜蛇上面。
大地的周围全是水。
如何解释白昼与黑夜的交替？
古希腊神话说太阳神驾驭着金色马车，从东到西在空中运行。
古埃及神话有的说神仙乘车辇行驶在天空，有的说一条大河环绕大地，一艘大船载着太阳在河上往返
于东西方。
印度传说中的苏迷卢山其实就是喜马拉雅山，印度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部，因此印度位于世界的南方。
白天太阳出现在喜马拉雅山南部，照耀着印度。
夜晚太阳则隐藏在喜马拉雅山北部，所以印度一片黑暗。
最有趣的是古迦勒底的神话，说大地下面有一条从东到西的又长又粗的管子，是太阳运行的通道。
天与地是各个古老民族所共同关心的课题，想法虽然幼稚，但却体现了人类的探索愿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科学史概要>>

后记

自然科学史方面的书籍，我国已出版了一些。
我写这本书，试图有自己的特点。
我的基本想法是不求全，不面面俱到，不写成科学发现的流水账，只求努力写出科学史的精彩。
有的科学发现道路比较平直，有的则富戏剧性。
我所选写的题目，一是重要，二是有较多的亮点。
力求有详有略，有粗有细，有全景式的鸟瞰，也有一些特写镜头，有的像一棵树，有的如几片叶，均
以其重要与精彩程度而定。
写事也写人。
写科学家的活动，也写他们的思想；写他们的成果，也写他们的方法。
尽量写成有情节，也有哲理。
我想多引用一些我国科学史书籍不大引用的材料。
我曾专门做过科学史笔记，都写在硬壳笔记本里。
按英文字母排序，从A到Y，计25本。
有的较薄，170多页；有的较厚，470多页，共计6910页。
为了节约纸张，大多写得密密麻麻，估算有510万字。
时间跨度从1963年5月23日，到1993年9月24日，历时30年。
除去10年动乱，也有20年。
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都在封面为《文摘》的笔记本中。
加上这一部分，总共约600万字，这为我选择史料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所引用的书籍，大多已出版多年。
好在是史料，只要有据可信，就不会陈旧。
本书刚开始撰写时，我就患严重眼疾，几乎不能阅读与工作，所以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年，写法难免
不尽统一。
未写的题目并非不重要，本来还可以再写一些题目，有的题目还可以写得更充实些，但时间已不允许
。
我想的未必能做到，更不见得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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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科学史概要》：高等学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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