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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有关科学的思想史、方法论与社会学的读物，向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科学面貌。
科学思想史部分，通过对古代科学的形态、近代科学的起源、科学迅速发展的历程、现代科学的图景
与趋势以及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与技术发明的考察，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科学活动产生、成长，进而不断
推陈出新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轨迹，刻画了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及一体化走向；科学方法论部
分，通过介绍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经验性的科学方法、　　理论性的科学方法、科学假说与理论
体系、技术创新与技术方法等情况，表明无论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发明，都有自己的探索路径和可循
之道，科学技术的进步往往得益于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科学社会学部分，主要讨论了科学技术的社
会建制、科学技术的运行及其规范、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科学、
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强调科学虽然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毕竟不可能十全十美，对科学的社
会学理解与批判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值得关注的是，每部分之末还有对应的延伸阅读资料，可供进一步的研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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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火药火器的传播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包括使用火药箭，或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射
燃烧性兵器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唐朝末年。
宋神宗年间，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器。
南宋初年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它是将火药装进长竹竿，由两人操作点火发射。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准确地掌握和控制火药起爆，是火药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南宋与金并立时期，已有了震天雷、飞火枪、突火枪等较为复杂的火器。
元明之际，用铜铁铸造的管状火器——火铳也出现了。
在古希腊文献中，曾有过用硫、松炭、沥青和麻屑制造所谓“海火”（亦称“希腊火”）的记录。
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也在军事行动中纵火作战，但其威力无法与中国火药相比。
宋元时期，来华的阿拉伯水手通过节庆焰火和船舶火器装备接触到中国火药。
12世纪，南宋军队使用霹雳炮与蒙古军队作战，阿拉伯水手目睹了这些战事。
13世纪，蒙古灭金，将在开封等地虏获的工匠、作坊和火器掠走，把金军中的火器手编人蒙古军队。
蒙军攻至伏尔加河沿岸，击溃钦察部进入俄罗斯腹地。
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
1241年，蒙军与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激战，这场会战便使用了威
力强大的火器。
根据波兰人的描绘，蒙古人从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
这种木筒绘有龙头，因此被称作“中国喷火龙”。
阿拉伯人担心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迫切希望借助火药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但阿拉伯人缺乏制造火药关键的硝石（他们称之为“中国雪”）的提炼技术。
于是想通过航海与东南亚的贸易从中国进口硝石。
但是蒙古人先声夺人，1258年，在唐朝名将郭子仪后裔郭侃率领的蒙古火器军队进攻下，巴格达城陷
落。
蒙古人灭了阿拉伯帝国，建立起伊利汗国，那里迅速成为火药等中国技术向西方传播的枢纽。
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长期驻扎，蒙古军队也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中招募士兵，这些都使后
者掌握了火药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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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思想史、方法论与社会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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