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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世纪文库”丛书中的一种。
本书收集了英国大科学家伊萨克·牛顿有关自然哲学的十篇论著。
牛顿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巨人，他的三大力学定律为物理学奠定基础。
本书十多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全面阐述了牛顿关于自然，关于运动，关于上帝和世界，关于宇宙等
自然哲学的观点。
本书可作为自然哲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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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生于林肯郡。
 在天文学方面，1672年牛顿创制了反射望远镜；他还解释了潮汐的现象，指出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朔望
月有关，而且与太阳的引力也有关系；另外，牛顿从理论上推测出地球不是球体，而是两极稍扁、赤
道略鼓，并由此说明了岁差现象等。
在物理学上，牛顿基于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工作，建立了三条运动基本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建
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
在数学上，牛顿创立了"牛顿二项式定理"，并和莱布尼兹几乎同时创立了微积分学。
在光学方面，牛顿发现白色日光由不同颜色的光构成，并制成"牛顿色盘"；关于光的本性，牛顿创立
了光的"微粒说"。
 在牛顿的著作《自然科学原理》中，他用数学解释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天体运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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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第一部分 自然哲学的方法  哲学中的推于是法则  论假说  实验的方法第二部分 自然哲学的基本
原理  牛顿给《原理》第一版写的序  定义和注释  公理，或运动定律  物体的运动第三部分 上帝与自然
哲学  总释  上帝与重力  论创世  论宇宙中的计划性第四部分 自哲学上的问题  关于光和色的新理论  关
于颜色的科学  涉及光和色的理论的假说  知觉  论重力  科茨为《原理》第二版写的序第五部分 摘自《
光学》中的问题  编者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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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属于这种力的有：使物体趋向地球中心的重力；把铁吸向磁石的磁力；以及不论哪一种把行星不
断从其(不然就要沿之而行的)直线运动中拉开而使之沿曲线轨道运转的力。
一块缚在吊带上急转的石头，力图从旋转它的手中脱离出去，它这种企图使吊带拉紧，而且转得愈快
，拉得愈紧，等到手一放，石头就飞离出去。
反抗这种企图的力，使吊带不断把石头往手拉回而保持在轨道上运转。
由于这种力指向作为轨道中心的手，我就把它叫作向心力。
对于所有沿任何　　轨道运转的物体，情况也是如此。
它们都力图从轨道的中心脱离出去，如果没有一种相反的力来反抗它，把它们牵制住，使它们保留在
它们的轨道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称之为向心力的东西，它们就会以等速运动沿着直线飞离出去
。
一个抛射体，如果不是由于重力的作用，就不会回到地面，而会沿着直线飞出去；并—巳如果能把空
气阻力消除掉，它就会以等速运动飞出去。
只是由于它的重力才使它不断从其直线路程中偏离出去而掉向地面，并视重力和运动速　　度的大小
而决定这种偏离的多少。
物体的重力或其物质的量愈小，或者用以抛射的速度愈大，则它与直线路程的偏离就越小，抛射得也
就愈远。
如果从山顶用弹药以一定的速度把一个铅球平射出去，那末它将沿着一条曲线射到2英里以外才落到
地面；如果能消除掉空气阻力，而且发射速度增加到2倍或10倍，那末铅球的射程也会增加到2倍或10
倍。
而且用增加发射速度的办法，我们可以随意增加其射程，并同时减少它所画的曲线的曲率，使它终于
在10倍、30倍或90倍远的距离处落到地面，或者甚至可以使它在落地以前绕地球一圈；或者最后，也
可以把它发射到空中去，在那里继续运动以至无穷远而永远不落到地面。
完全像一个抛射体由于重力的作用而使它能沿着轨道围绕整个地球运转一样，月球也可以由于重力(如
果它赋有这种力的话)或　　者由于把月球拉向地球的其他的力的作用，使它离开它固有的力所追随的
那个直线运动，而不断偏向地球，并按现在所描写的轨道绕之运转。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力的作用，月球就不能保持在它的轨道上运行。
如果这种力太小，就不足以使月球偏离它的直线运动；如果这种力太大，就会使它偏离太大而把它从
轨道卜拉下而落向地球。
这种力必须大小恰当，而数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种正好能使一个物体在一定轨道上以一定速度运
行的力，并且反过来要确定从一定地点以一定速度发射出去的一个物体，由于一定的力的作用偏离其
原有直线运动而进入的那条曲线路程。
　　任何一个向心力的量叮以看作有三种：绝对的、加速的和运动的。
　　　　这个主宰者不是以世界的灵魂，而是以万物的主宰者面目出现来统治一切的。
因为他有统治权，所以人们称他为“我主上帝”(παυτοκρ　ατωρ)或“普天之君”，因为
“上帝”是一个相对之词，是相对于他的仆人而言的；而神性就是指上帝的统治，但不是像那些把上
帝想象为世界灵魂的人所幻想的那样，指他对他自身的统治，而是指他对他的仆人们的统治。
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一个永恒、无限、绝对完善的主宰者，但一个主宰者，无论其如何完善，如果没有
统治权，也就不成其为“我主上帝”了。
所以我们总是说“我的上帝”，“你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诸神之神”，“诸王之王”；
而不说什么“我的永恒者”，“你的永恒者”，“以色列的永恒者”，“诸神中的永恒者”。
我们也不说什么“我的无限者”或“我的完善者”，所有这些称呼都没有涉及到仆人。
“上帝”一词通常是“主”的意思，但不是所有的主都是上帝。
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者有统治权。
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或想象中的统治权，就构成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或想象中的上帝。
由于他有真正的统治权，所以上帝才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智慧的，有权力的主宰者；而由于他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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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切完善性，所以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最完善的。
他是永恒的和无限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就是说，他由永恒到永恒而存在，从无限到无限而显
现。
他统治一切，并且对所有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都是无所不知的。
他不是永恒或无限本身，但他是永恒的和无限的；他不是时间和空间本身，但他是持续的并且总是在
空间中显现自己。
他永远存在，也无所不在；而且正因为如此，他就构成了时间和空间。
既然空间的每一部分总是长存的，时间上每一不能分割的瞬间总是普在的，所以一切事物的造物主肯
定不能不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
每一个　　有知觉的人，虽然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内，具有不同的感觉和运动器官，但他总是同一个
不可分割的人。
时间有其特定的连续部分，空间有其特定的并列共存部分，但不论前者或后者都不存在于人的本身或
其思想本原之中，更不存在于上帝的思想实质之中。
每一个人从他有知觉这一点来说，在他整个生命过程中，在他所有的和每一个感觉器官中，他总是同
一个人。
上帝也总是同一个上帝，永远如此，到处如此。
上帝无所不在，不仅就其功能而言是这样，就其实质而言也是这样，因为功能不能离开实质而存在。
一切事物都包容于上帝之中，并在其中运动，但并不彼此发生干扰。
上帝并不因为物体的运动而受到什么损害，物体也并不因为上帝无所不在而受到阻碍。
所有人都承认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必然存在的，而由于这同一个必然性，他又是时时、处处存在的。
因此，他也就到处相似，浑身是眼，浑身是耳，浑身是脑，浑身是臂，并有全能进行感觉、理解和活
动，但其方式绝不和人类的一样，绝不和物体的一样，而是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
正如瞎子没有颜色的观念那样，我们对于全智的上帝怎样感觉和理解所有的事物，也完全没有观念。
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
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
我们知道他的属性，但任何事物的真正实质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
对于任何物体我们只能看到其形状和颜色，听到其声齐，摸到其外表，嗅到其气味，尝到其味道，但
用我们的感觉或用我们心灵的反射作用，都无法知道它的内在实质，所以我们更不能对上帝的实质是
什么会有任何概念。
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我们因为
他至善至美而钦佩他，因为他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一个上帝，如果没有统治
万物之权，没有佑护人类之力和其最终的原因，那就不成其为上帝，而不过是命运和自然而已。
那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当然同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但它并不能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事物
来。
我们在不问时间不同地点所看到的所有各种自然事物，只能发源于一个必然存在的上帝的思想和意志
之中。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上帝能见，能言，能笑，能爱，能恨，能有所欲，能授予，能接受
，能喜，能怒，能战斗，能设计，能工作，能建造，因为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观念都是从与人的行为
相比拟而得出来的，这种比拟，虽不完善，但终究有某种近似性。
以上就是我关于上帝所要说的一切。
从事物的表象来论说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份内的事。
　　　　于是我开始怀疑，光线在行经棱镜以后是否会沿着曲线运动，并按这些曲线的曲率的或大或
小射到墙上不同的地方。
当我回忆起我曾时常看到网球为斜向的网球拍所击之后，总是沿着一条曲线行走的时候，我的怀疑就
更增加了。
田为网球拍的这一击除给球以前进运动之外，还给它一种旋转运动，球在两种运动一致的那边的各部
分必然要比另一边更猛烈地挤压和打击邻近的空气，而这里所引起的空气阻力和反作用也相应地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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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样的道理，假如光线可能是球形的物体，并在从一个媒质出来进到另一媒质的斜向路程中获得一种
旋转运动，那末在两种运动一致的那边，它们受到来自周围以太的阻力应该较大，因而将继续向另一
边弯去。
虽然这种怀疑似乎是合理的，但当我进行考察时，我看不到它们有这样的弯曲。
此外，我观察到(这对我来说实际已经足够)像的长度与光线穿过的孔的直径之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是成正比的。
　　这些怀疑的逐渐消除，终于把我引导到这样一个有判决性的实验上来：我用两块木板，将其中一
块放在窗口处紧贴那棱镜的后面，使光能通过板上特制的一个小孔而射在另一块木板上，这后一块板
放在12英寸远的地方，板上也有一个小孔，可让入射进来的一些光通过，然后我在这第二块木板后面
放上第—二个棱镜，使穿过两板的光也能通过它而在到达墙壁之前再被折射一次。
这样安排好后，我把第一个棱镜拿在手里，缓慢地绕荷它的轴来回转动，转动范围之大足以使投射在
第二块板上的像的不同部分能相继穿过这块板上小孔，而我可以观察到第二个棱镜把它们折射到墙上
的哪些位置上。
从这些位置的变化中我看到，被第一个棱镜折射而射向像的一端的光，确实在第二个棱镜中比射向另
一端的光经受了大得多的折射。
这样就探察到了那个像之所以会变长的真正原因，不过是由于光是由折射率不同的光线组成所致，这
些光线无论其入射方向有何不同，都是按照它们折射率的大小而被传送到墙的不同部分上去的。
　　　　我知道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结论，喋喋不休地说什么隐蔽的性质。
他们连续不断地指摘我们，并认为重力是一种隐蔽的性质，而凡是隐蔽的原因都必须从哲学中完全排
除出去。
然而对这种论调的回答很容易：凡是其存在是隐蔽的，幻想的，未被证实的那些原因，才是真正隐蔽
的原因，而决不是那些其存在已为观察所清楚证明了的原因。
所以重力根本不能称为天体运动的隐蔽的原因，因为天体现象已经清楚地证明，这种力量确实存在着
。
倒正是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在求助于隐蔽的原因，因为他们捏造了一种虚构的，不能为我们的感官
所感知的和幻想的物质旋涡，并想用它们来指导天体的运动。
　　但是否因为重力的起源是隐蔽的，尚未发现的，所以就要把它称为隐蔽的原因而从哲学中把它排
除出去呢?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当心不要陷入一种可笑的谬误之中，从而破坏了整个哲学的基础。
因为原因一般都是沿着一条连续的链子从较复杂的到较简单的来进行追溯的，所以一旦到达了最简单
的原因，我们就不能再往前行进。
因此不能希望对最简单的一些原因再作力学的说明或解释，否则它们就不是最简单的了。
那末，您是否必须把这些最简单的原因称为隐蔽的而把它们抛弃掉了呢？
但是这样做，就必须抛弃直接依赖于它们的那些事物，还必须抛弃那些依赖于这些事物的事物，一直
到把所有的原因都在哲学中完全清除干净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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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者序　　牛顿的著作很少有人去看。
尤其在现今标榜有科学头脑而感到自豪的年代里，这确实是非常使人感到遗憾的事。
因为现代许多概念都有其历史上的前承，而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通过前人辛
勤工作，为之奠定基础，并在争取以后胜利的努力中取得的。
如果忘了这一点，那就再没有对历史的这种忽视更加不科学的事情了。
牛顿是历史上把科学引向并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极少数伟大人物之一。
他赋予现代物理学以一种革命的姿态，这本身就影响不小。
我们往往会忘却，如果不是由于牛顿的辉煌成就，就不能有从中可以进发出这样一个革命来的丰富源
泉。
　　总的来说，除了《原理》和在旧书店中只是偶尔出现的《光学》以外，研究哲学、科学和文学的
人，以及一般读者，总是很难接触到牛顿的著作的。
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来弥补这个缺陷；也就是说，书中要涉及牛顿深感兴趣的一
切问题，尤其是标志着各种哲学水平的问题，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读者提供牛顿科学思想的
全貌。
有了这样的机会，读者中就很少会有人对17世纪的这位最伟大的科学人物不感到兴趣，或者会从牛顿
那里得不到什么益处。
本书是在小约翰·赫尔曼·兰道尔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编成的。
我能得到他的同意为本书写一篇序言①而感到万分荣幸。
　　下面的选文分别列入五个部分，这样一种分类法在有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不
免有点勉强。
譬如，当牛顿谈论到重力时，他最后总是要扯到上帝那里支，要把这两个不同论题分开来，就是对他
的思想和原著的不忠。
在有些重要的地方，不论在原文中或者在编者对选文的注释中，只要这种关系可能还不够清楚时，我
就插进了一些相互论证的参考资料。
选自《光学》的那些部分(即该书第三编中的“疑问”)，将使读者理解牛顿是如何把他最关心的那些
问题排列出来并加以发展的。
我们在这些“疑问”中将会看到，几乎存在于牛顿头脑中的所有基本观念(它们也是本书内容的主要部
分)，在他的《光学》中所发表的那些杰出的思辨性议论里面都更有条有理地组织了起来，又重新出现
一次。
　　对于书中所选的特定内容，它们的安排和本书后面的有关历史以及进一步说明原文的那些注释，
应由我来负全部责任。
不论在选文中或者在脚注中，凡是似乎有必要加上几个字的地方，这些加上的字句都是用方括号来表
明的。
牛顿所用的标点和词的拼法，在必要的地方已按照现在通常习惯作了必要的修改。
书后的参考文献列举了选文的出处，以及一系列有价值的第二手资料。
　　我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准许我使用弗洛里恩·卡乔里修订的《原理》的莫特译本。
卡乔里所加的关于历史方面的附录十分重要，他把书中现已废弃不用的数学术语都改成近代与之等义
的术语，这就使得加利福尼亚版《原 理》成为牛顿这部杰作的读者所不可或少的重要书籍。
我　也要感谢E·A·伯特教授，因为他善意地允许我在对“总释”的注释中引用他著名的和有价值的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　上学基础》中的一些片断。
我从L·T·莫尔的重要而内容丰富的牛顿传记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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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顿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
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
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质，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
为纪念牛顿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决定把662号小行星命名为牛顿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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