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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人的喜怒哀乐、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观念思潮和种种现象，都与现代性问题有千丝万缕的深层联
系。
每个人都被现代化的洪流裹挟着前进，但往往置身其中而浑然不觉。
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早已习以为常，几乎难以设想其他世界观存在的可能性。
对于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往往沿用其固有的逻辑和方法短视地加以解决，而没有意识到应当从
整个事情的根本处进行反思。
对现代性的反思紧迫而又艰难。
中国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从西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的反思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但是来自西方科学视角的反思严重滞后。
毋庸置疑，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塑造，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起着最大的作用。
在西方思想史上，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的变革有直接或平行的关系。
不了解科学的发展及其思想背景，就很难看清西方思想发展的契机或原动力，也很难理解现代性的根
源。
致力于西方科学史特别是西方近代早期及之前科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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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经典的科学史著作。
它从地球运动的假设所引起的物理学问题出发，讲述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在创立新
物理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作出的贡献，揭示了物理科学的整体性，从一个侧面讨论了16、17世纪的
科学革命。
    本书是作者为非科学领域的大学生所写的著作，旨在改进物理教学。
曾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内容通俗易懂，适合大中学生以及所有对科学史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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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I·伯纳德·科恩（I.Bernardcohen，1914—2003），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1974年获得科学史研究
的最高奖萨顿奖。
其代表作有《富兰克林与牛顿》、《新物理学的诞生》、《牛顿革命》、《科学中的革命》等，并
于1999年出版了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新英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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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来比较“物质的量”的并非惯性，而是它们的重量。
牛顿物理学说明了个中原因，通过这种澄清，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两个重量
不等的物体在真空中都会以相同速度下落。
然而，至少有一种常见状况，即当我们拿起两个物体，想知道哪一个较重或质量较大时，我们总是去
比较物体的惯性，而不是物体的重量。
我们并不是举着物体平伸出去，看看哪个物体向下牵引手臂的力较大，而是将物体上下掂量，以发现
哪个物体更容易移动。
这样便可确定哪个物体更有能力抗拒自己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改变，也就是具有更大的惯性。
（关于牛顿的惯性概念，参见附录15。
）惯性定律的最终表述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中，伽利略设想一个圆球沿着平面滚动，并且指
出，“如果平面无限延伸，那么在这个平面上的均匀运动将是永恒的”。
对于一个柏拉图主义的纯数学家来说，一个无限的平面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伽利略却将这样一种柏拉图主义与在实际感觉经验世界的应用结合起来。
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中，伽利略感兴趣的并不只是抽象事物本身，而且还有对地球表面附近
实际运动的分析。
我们知道，在讨论了无限平面之后，他并没有继续这种想象，而是问，如果它是一个实际的地球平面
（他指这个平面“有边界并且被抬高”），那么这个平面上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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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物理学的诞生》：科学源流译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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