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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导论》修订版继续保持了原书对概念的形成、原理的确立和科学的发现进行历史叙述
的这一独具特色的风格，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的全部内容，只是在课程内容的现代化上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
　　在《大学物理导论》出版后，13年来编者一直在进行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和进展的研究。
从对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中编者深深体会到：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
意义。
物理学为新学科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验手段和工作方法，是许多其他学科，如化学、生物学、
信息和材料科学的基础。
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交叉学科。
这些交叉学科不仅扩展和丰富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它本身通常会成为最有前景的科学前沿。
　　为了适应科学发展的这一新趋势，在修订版中开启了物理学与生命学科结合的窗口，寻找到了相
互联系的几个接口。
在热学中讨论了耗散结构、开放系统的熵变、熵与信息和遗传与信息的关系，以及与生物信息学有关
的，包括遗传物质的结构、遗传密码的破译和遗传信息的传递机制等内容；在光学中，介绍了x射线
衍射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对DNA纤维的X射线衍射分析以及双螺旋结构的实验验证；在原子物理学中
，介绍了原子之间化学键形成和分子之间氢键形成的量子理论以及纳米技术的应用，等等。
为了保持全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增补了物理学在生物学和化学中应用内容的同时，还删除了原书中
与近代物理知识没有直接关联的部分，包括在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的起源中属于中国古代和古
希腊时期的物理学成就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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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导论（上册）（修订版）》是一部面向前沿、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独具特色的大学
物理教材。
主要内容包括力学与相对论，热学。
书中叙述了物理概念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具体且深入地揭示了物理概念的内涵。
在阐述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定律时，还介绍了这些理论建立的过程，在重大发现中物理学家探索
的历程，分析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创造性工作特点以及所用的研究方法。
在保持经典物理知识体系相对完整的同时，还介绍了物理学的新进展和前沿物理中的新知识，例如守
恒定律与对称性，混沌与牛顿力学的内在随机性，相对论与近代宇宙论，耗散结构与信息熵，遗传信
息的传递，X射线衍射对DNA结构的分析，原子和分子结构，化学键的量子理论以及原子核和基本粒
子等。

　　《大学物理导论（上册）（修订版）》可作为理、工、农、医院校普通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
中学物理教师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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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牛顿力学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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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笛卡儿的力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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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4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　　牛顿（Newton，1642-1727）1642年12月25日出生
于英格兰林肯郡沃尔斯索普村一个农户家里。
1661年6月，他考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当时，那里还讲授一些经院式课程。
两年之后三一学院出现了新气象。
卢卡斯创设了一个别开蹊径的讲座，规定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物理、天文和数学课程。
第一任数学讲座教授巴洛（Barrow）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他把牛顿引向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
理学的研究。
　　在1664年，牛顿已从亚里士多德的烦琐哲学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
在此之前，他读了笛卡儿的《几何学》和《哲学原理》、伽利略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等著作。
这些书有助于他的科学思想的发展，对于后来牛顿力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在立志使力学体系化的过程中，继承了笛卡儿的惯性定律、运动量守恒和圆周运动的解析这三大成
果。
利用了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和运动的合成。
如果看一看牛顿的早期手稿，就不难发现笛卡儿和伽利略对他的强烈影响。
　　牛顿在1664-1665年写的《未发表的记事手稿》（waste book）中，讨论了碰撞问题。
他发展了笛卡儿关于运动量是物体质量与速度相乘积的概念，不仅考虑到了运动量的大小，而且考虑
到了它的方向。
他对弹性碰撞的物理过程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在碰撞中两球挤压，产生瞬时变形，而后恢复原形，
球被弹射出去。
他得出结论：两个质量相同的完全弹性球，以相同的速度相向作对心碰撞后，两者都以相同的速度向
相反方向运动。
碰撞问题的讨论，对于牛顿形成力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基础。
在他的手稿中已经萌发了力的定义：力正比于它产生的运动量的改变。
如果假设碰撞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按照这个力的定义，必然得出碰撞过程中运动
量守恒的结论。
这说明在他的手稿中，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已大体上显露出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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