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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读书和学习的一个结晶。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是作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写作是1994年的事。
该部分的内容主要是阐述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它不是物理学思想史的简单回顾，而是用文化发生学的方法考察近代科学如何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
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它强调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犹太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明等因素历史合
力的作用，展示科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便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理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
中篇是在上篇的基础上，阐述近代科学产生所引发的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属于科学认识论领域，是作
者多年来在该领域学习和探索的积累。
下篇是中篇的延伸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科学及其精神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等一些现实的热点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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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近代科学的发生　　第一章　对自然事物（认识对象）的数学化和近代科学的产生　　第
二节　对自然事物（认识对象）的数学化　　对自然事物的数学化既是希腊毕达格拉斯一柏拉图主义
的西方传统，也是研究自然现象的必要。
因为自然现象的研究不可能追随现象的复杂多样，只能将问题一再理想化、简单化，这样才能将决定
性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找出来。
因此，从这方面看，近代科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认识方式，恰恰就在于它定量的数学分析——这
正是问题的根本。
　　但是，希腊科学是依附于哲学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哲学。
希腊哲学除了开始时的自然哲学问题外，其中心问题是知识论问题——我们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
获得本质的必然知识。
也就是柏拉图的“拯救现象”问题。
然而，希腊人的智慧却不能最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种理性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却不承认自己能
力的限度。
不论是建立在柏拉图的数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上的普遍知识都是不完备的。
“由于他们的奢望的过分以及他们的矛盾的困难，思想终于到了使理性让位给信仰，或使理性谨慎的
服从经验的地步。
”①这样，希腊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怀疑主义，在历史的动荡时期，人们关心的不再是自然哲学问题
或获得可靠的知识，而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处事不惊，应对自如。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在人们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中，开始寻求一种宗教的生活，于是，希腊智慧被淹没
在希腊化时期和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之中②。
　　经过中世纪哲学中信仰与理性的持续争论和在阿拉伯文化影响下伴随着的唯名论的复兴，迎来了
近代科学的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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