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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叙述了从古到今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相关活动的演进和发展，以及这种演
进和发展的文化与文明背景；并展现了其在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广泛变革，
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通史教科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
从科学史学科的前沿视野，分四编对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总结；主要内容为：第一
编占代科学与技术；第二编近代科学的形成与产业的兴起；第三编现代科学技术的拓展；第四编科学
技术与社会。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可作为大学各专业研究生和
本科生学习科学技术史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其他对科学技术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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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编 古代科学与技术第一章 古代文明中的技术与科学萌芽第二章 古希腊与科学的源头第三章 
伊斯兰科学技术的崛起第四章 印度的古代科学第五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第六章 欧洲中世纪学
术与技术的进步第二编 近代科学的形成与产业的兴起第七章 欧洲文艺复兴和哥白尼革命第八章 近代
科学的诞生第九章 数学的进步与精密科学的发展第十章 近代化学的诞生与发展第十一章 近代科学革
命与启蒙运动第十二章 产业革命第十三章 18、19世纪天文学的发展第十四章 近代博物学的兴起第十
五章 19世纪的生物学第十六章 经典物理学大厦的完成第十七章 19世纪科学在产业中的展开第三编 现
代科学技术的拓展第十八章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第十九章 系统科学的新思潮第二十章 引领20世纪
科技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第二十一章 原子能科学与核技术第二十二章 航空航天的发展第二
十三章 20世纪的生命科学第二十四章 环境科学的发展历程第四编 科学技术与社会第二十五章 科学的
体制化及其历史演变第二十六章 近现代科学技术在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和转移第二十七章 西方科学技
术的移植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第二十八章 科学技术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第二十九章 科学家社会意识
的觉醒与行动第三十章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教育和科学传播第三十一章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科学史第
三十二章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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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亚里士多德对于我们今天称之为物理学现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采用了生物学的思路
。
例如，他把物体的运动理解为性质的变化。
在他看来，轻重、上下这些范畴，首先是性质的不同，因此我们今天读他的《物理学》往往难以理解
他的思路。
在他看来，地上的物体都是由土、水、火、气四种元素所构成。
地上物体都有其天然的位置，所有的物体都要回到其天然位置的倾向。
例如，土、水比较重，其天然位置在下；火、气比较轻，其天然位置在上，因此含土、水元素较多者
具有向下运动的倾向，而含火、气较多的物体则具有向上运动的倾向。
越重的物体之所以下落越快，是因为其所包含的重元素较多。
除这种由于物体本性所决定的运动之外，还有受到外力作用的受迫运动，这是由推动者施与被动者的
，一旦推动者停止推动，运动则会立刻停止。
例如马车，一旦马停止拉动，则车立刻停止前进。
在不同的物体当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越重的物体包含越多的土和水的元素，物体也就越卑贱，反之越
轻的物体就越尊贵。
天上的天球与天体自然要比地上的物体尊贵得多。
天地的界线是以月亮所在的天球划界的。
月下世界为地，物体由四种元素组合而成，所以物体有生灭变化。
而月上世界则仅仅由所谓的第五元素即以太组成，所以是永恒不变、非常完美的。
其运动方式也和月下世界不一样，地上物体是直线运动，而天上星球则是做最为完美的均匀圆周运动
。
在构造天文学体系方面，亚里士多德也是采用欧多克斯用天球组合的方法来解释天体的运动。
但是与柏拉图仅仅“拯救现象”不同，亚里士多德试图给出一个物理的解释，即他认为最外层的天球
作为原动天，它的运动传给里层的天球，这样一层层传动进来，很有秩序，不会发生混乱，依次来解
释天体运动的来源。
为此，他在原有的天球体系又加了几十个天球。
在对自然进行研究时，亚里士多德对此前的自然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批评和综合，系统地提出了
四因说，成为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
过去的自然哲学家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往往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解释，只有亚里士多德才提出要做出
全面的解释必须从四个方面进行：质料因——事物由什么东西形成；形式因——事物按照什么形式形
成；动力因——事物形成的动力是什么；目的因——事物为什么而形成。
米利都学派注重质料因，毕达哥拉斯学派注重形式因，恩培多克勒注重动力因等，大家各执一词，到
了亚里士多德才形成了一次伟大的综合。
亚里士多德对于科学发展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系统地总结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与逻辑学。
逻辑学在他手上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高度，以至于直到数理逻辑兴起之前，西方2000年逻辑学都没
有太大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对归纳法和演绎法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可是由于其演绎法（尤其是三段论）的成就和影
响太大，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在归纳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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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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