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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前，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本洛教授前来看望我，并送来他写的几本著述，谈了他在流体力学研究方
面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
我不久即给中科院力学所的领导打电话，介绍他去那里作学术报告。
此后，他利用来京的机会，多次与我就理论流体力学以及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
近年，杨本洛教授基础科学研究的范围在逐步拓展，时有著述问世并总要惠赠于我，《电磁场理论形
式逻辑分析》一书就是他的又一新作。
杨本洛的研究已经超出我所从事的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强化“物质第
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努力使用严格的科学语言，采用体系性的和追根溯源式的研
究方法我是赞成的。
自然科学研究不能脱离工程应用。
纵观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总是工程应用在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化，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
需要体现于工程应用并接受工程应用的检验，这是我的一贯看法。
但是，这并不表示可以忽视基础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反，我一直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力争源头创
新，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具有的指导作用以及潜藏的工程应用价值。
在此新著即将出版之际，应著者之邀，欣然命笔，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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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20世纪基础科学逻辑检查系列丛书的第一册，本书汇集了著者自2005年末起所书写，主要涉及“
经典电磁场理论”数学基础的若干文章。
著者指出：如果说20世纪的量子力学之所以面对哲学基础众所周知的矛盾，在逻辑上最终不能不归咎
于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的一些基本概念并没有真正得到澄清的话，那么，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隐含的
众多逻辑不自洽问题与目前计算动态电磁场所面对的困境，则必须逻辑地归咎于与双旋度微分算子相
关的一系列基本数学命题并没有解决，而相关的恰当数学物理模型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缘故。
本书仅仅专注于形式逻辑的分析，期待能够为Maxwell所建立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如何严格化的问题提
供必要的逻辑准备。
此外，通过正文之前题为“直面现代科学生活‘反常’的严肃思考”的综述，就如何看待、理解和评
价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发生的事件，乃至如何看待自然科学研究本身的问题，著者发表了一些独
到而不乏警示意义的见解。
该书可供从事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理论物理、电磁场理论和计算，以及科学哲学基础研究的科学技
术和哲学工作者、教师和大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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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述——直面现代科学生活“反常”的严肃思考本书是一部以20世纪基础科学作为特定对象，重新进
行逻辑检讨和审查的文集，收集了笔者自2005年开始撰写的文章。
这些文章主要集中于探讨与电磁场理论、两类“相对论”以及宏观力学等基础学科相关的形式逻辑分
析问题；此外，还涉及如何评价和理解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如何恰当看待自然科学研究本身或科
学生活现状这个属于科学哲学基本命题的思考。
大概在2005年夏秋之际，终于将《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哲学和
数学反思》这部“似乎越写越长，几乎难以收笔”的专著全部清稿。
本打算尽快完成《宏观力学的哲学和数学反思第二卷——宏观物质粒子本质和热力学理性重建》一书
的撰写，以便还清拖了多时的陈年旧账。
但是，不久发现《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一书针对Maxwell电磁场理论所做的批判在推导
过程中存在“符号”错误。
虽然在相关章节的最后曾经以“勘误与补充说明”的形式做了简单纠正，但是这样的纠正远远不足以
说明问题，难以消除因为符号错误必然导致读者的思想会进一步紊乱的问题。
加之当时《科技导报》杂志社希望我给他们继续提供较有分量的科学论文，于是开始写以上所述及的
不同领域中的一系列论文。
这本文集正是这一年来所写一系列文章的汇编，原来准备以《电磁场理论形式逻辑分析及其他》的书
名出版，只是根据出版社的建议，分册并重新命名出版。
为了便于读者对相关论述希望表达的内容有较全面的理解，并能继而做出较为中肯的判断，需要大致
介绍书写不同文章的不同的思考背景。
同时，按照撰写和发表论文的顺序，将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读者，以期人们关注、重视和认真思
考目前科学生活中大量反常事实的普遍存在。
并且可以相信：对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而言，这些本不属于科学论述以内而且不无过分沉重的思考却
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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