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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毅、曾国屏、李正风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案例与思考》为研究生“
自然辩证法”课程加强案例教学的宗旨而设计。
《自然辩证法：案例与思考》全书共73个案例，涵盖了对重要概念、理论的历史分析，重要人物的思
想评析和重要事件、问题的深层解析，这些典型案例可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充实的教学内容，也为研
究生的课堂研讨提供基本素材，同时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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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4 牛顿力学与“第一推动" 一、“第一推动”的提出 “第一推动”最初是由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来的。
亚氏在谈了如何研究和认识对象之后，明确指出：“既然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根源，而我们这门学科
所研究的又正是关于自然问题，因此必须了解什么是运动。
因为，如果不了解运动，也就必然无法了解自然。
”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运动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灭亡，而是一向存在，并且还要永远存在
下去，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灭亡没有停止的东西是事物的固有属性，仿佛是一切自然构成的事物的生
命似的。
”运动是永无止息、不会中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因作为自己的推动者，这一
具体的事物仍然要无止境地运动变化，相应有自己的推动者。
如此追问下去，全体的运动就有一个总的推动者，这是没有量的规定的、不可分的、不动的“第一推
动”；第一推动者自身不运动，但使得永恒运动无限地持续下去。
而且，圆周旋转运动正是这样的无限的、单一的、连续的匀整运动，圆的本原是球心和球面，所以第
一推动者若不处于球心就处于球面。
又因为离推动者最近的事物运动最快，球面上的运动是最快的，所以不动的推动者一定处于天球面上
。
 对此，科学史家戴维·林德伯格指出：“亚里士多德把行星天球的不动的推动者确定为‘第一推动者
’，一个代表最高的善的有生命的神，他是一个完全实现的、彻底沉浸于自我沉思的、非空间的、与
其所推动的天球相分离的神，全然不同于传统的人格化的希腊众神。
那么，第一推动者或不动的推动者怎样引起天的运动呢？
推动者不是作为动力因，而是作为目的因，因为前者要求推动者与被推动者有一定的接触。
这就是说，第一推动者是天球所渴望的对象，它们通过永恒的、均匀的圆周运动而尽力模仿其不变的
完美。
”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第一推动”，也正是中世纪神学所需要的。
经院哲学家T.阿奎那把第一推动者作为他的神学体系的一块基石，建立起神学中的第一部完整的第一
推动说。
其中，第一推动是作为他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方法中的第一种，即宇宙学证明；他在《神学大全》一
集一部中写道，凡事物总是受到其他事物推动，最后必然要追到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
，这就是上帝。
 西方传统文化以古希腊因素和希伯来因素为主体，基督教的上帝正好就可以成为这个第一推动。
正是这样一种深层次信念，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影响了近代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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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辩证法:案例与思考》是为适应“自然辩证法”案例教学和研讨型课程教学需要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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