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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

内容概要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非物理专业的人士，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需要了解、学习物理学。为
什么?对它要了解到什么程度?本书将提供答案。     本书在不用数学公式的情况下，清晰地介绍了物理
学的基本概念和历史发展，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如相对论的时空观、量子力学的测量观、
宇宙创生的暴胀理论和基本粒子的大统一模型。同时，还讨论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与物理学的联系，
特别是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如人口的指数增长与资源的矛盾、核军备、能源危机、全球变暖和臭氧
枯竭等。     本书原为供美国80余所大学使用的文科物理教材，中文版可作为国内大学的文科物理学教
材，还可供想扩充科学知识、了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干部和普通公民阅读。对于专业的物理学工
作者，如中学物理教师、师范院校或是综合大学物理系的师生，本书是一本非常有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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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像我一样没受过系统物理学训练又喜欢看科幻科普的人来说，这本书不容错过！从相对论到
量子理论，这本书都能给你一个浅白而确切的介绍。
2、　　
　　作为一本文科物理教材，没有任何数学公式，采用“概念式”写作手法，辅以大量图片，逻辑体
系简洁清晰；译者是作者的好友，翻译极为认真，从内容到翻译，无可挑剔。当初我要是读了这本书
，或许就不那么憎恶物理了。
　　
　　这本书的丰富程度也超过了我的想象。
　　
　　首先，它全面介绍了物理的各个分支，经典物理、现代物理都涵盖其中，热、力、光、电、相对
论、量子论等，并且注重打通其中的联系，综合性的叙述，这是国内教材比较缺乏的一种眼光，需要
高屋建瓴，有水平且严谨认真。
　　
　　其次，不仅有理论阐释，还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了讲解了许多与物理相关的社会议题，从发
电站的工作原理到原子弹的引爆原理，从古生物学的碳—14年代测定法到宇宙大爆炸的前世今生，从
核辐射、太阳能到地外文明⋯⋯展现了应用物理伟大的一面，突出一种社会关怀。
　　
　　再次，量子论部分讲得比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要好一些，Capo的书确实是国人写的科普
经典，但是讲波粒二象性时过多着墨于科学家你来我往的论争，没能给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本书则用
一个“量子场论”漂亮地解决了。
　　
　　最后，人文关怀、哲理深度兼具。它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读后能树立一个清晰的物理图景，进而获
得一个鲜明的世界图景，尽可能的明白物质世界运转的机制。而且连带了很多科学史、科学哲学、哲
学（主要是形而上部分）的知识，讲授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思维方法、实验方法，对那些喜好哲思的人
、方法论控们也是不无裨益。放下书的一刻，你再审视这个世界，或许就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了。
　　
　　这本书读过的人不多，名气也不大，是一颗被沙土埋没的钻石。我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1
、出版社的营销力度不够大。2、定位过于狭隘，仅限于教育教材渠道。3、书名起的不太生动，不抓
人。书再版的时候，完全可以打出科普/社科/流行的旗号，进军很多细分市场。
3、　　1. 书写得相当好，翻译也非常好。
　　
　　2. 书的内容也很新，反映了截止2006年的最新研究内容。
　　
　　3. 有许多颇具深度的思考题和练习题，非常有助于加深理解和巩固知识。
　　
　　4. 尤其可贵的是，这些题目并不需要复杂计算，而是要求理解力和洞察力。这一条是一般教材难
以达到的。
　　
　　5. 这本书不但在阐述物理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她还阐述了所有这些概念的发生及其背后蕴藏
的哲学意义。她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唯一一本以科学概念为中心的、却又和科学哲学结合如此紧密的
著作。
　　
4、　　我大学的专业是物理教育专业，现在正在看这本书，看到第八章。到目前为止，感觉翻译很
中国化，没有什么语句上的阅读障碍。作者行文如流水，对物理学的概念、思想、方法论的介绍非常
到位。总之，很棒的书，经典的书。
5、一本对物理学最好的入门读本。很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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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凯华作序，实际上就是那本《文化素养》
7、宏观宇宙 粒子世界  牛顿理论时代 现代的构建 物理不简单是物理
8、2006-4-7 20:35:53还书 
9、　　本书有清楚的结构、生动的阐释、充分的习题，对作者想要讲的四个主题：科学认知过程、
后牛顿时代物理学、能量、物理学和社会的联系都做了极出色的论述。由于避免了复杂的公式和深奥
的计算。一般人都应可以顺畅地读下来并对最基础和最前沿的物理学理论有所了解。不过，这不仅仅
是一本物理学的入门教材或科普读物。在普及物理学知识以外，作者的选题显示出他另有想法，比如
：
　　
　　世界是什么样会影响我们会怎么想：
　　作者花大多数篇幅讲述后牛顿时代物理学的动机正在于此。由于牛顿物理学对宏观低速世界有非
常好的近似，它仍然被广泛用于普及教育中。终其一生，多数人眼中的世界仍就是牛顿眼中的世界，
物质的、机械的、可控的。因此，令作者遗憾的是，与牛顿的物理世界最为配套的哲学体系也仍然是
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而在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已经被证明更符合真实世界的今天，似乎还没有与其相适
应的哲学理论兴起。（说句题外话，朱清时把“因缘而起，缘尽而灭”和场论扯在一起或提供了一种
可能的哲学发展方向，不过佛教肯定需要更多努力才能跟上科学发展而不是扯它的后腿。）通过把更
符合真实的样貌（非物质的、不确定的、非局域的世界）传达给更多的人，作者希望新哲学的降生会
因此而更快、更顺利一些。我相信本书绝对有助于这个目标，它把相对论、场论、弦论解释的如此清
楚直白，至少是清理了长期存在于我脑子里的牛顿物理学顽疾。当然，作者深入浅出地描述的不仅有
世界是什么样和为什么是这样，还包括我们如何发现世界是这样的。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
　　
　　我们会怎么想会影响世界是什么样：
　　科学能够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正如作者所言，就是“细心地观察，诚实地思考”。前者意味着
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后者则意味着不预设立场的理性批判。这是包括物理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理论赖以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在科学地认识世界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首要因素。作者相信同样的认
知方法也完全有可能被用于其他社会领域，并获得良好的效果。不过对人类而言，由于涉及复杂的主
动性思维，接受科学的方法显然比单纯接受科学的成果（无论好坏）困难得多。因此，除了在开篇讲
述科学认知的基本要素，作者在之后的篇幅也反复展现了每项理论的构思和验证过程。除了让匪夷所
思的结论显得可信，这种展现更重要的目标或许在于，让读者习惯这种思考方式，并将其转化为解决
现实问题的手段。为此，作者在方法和理论之外，也讲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
　　
　　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核扩散：
　　以上问题都可以认为是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在现实世界中造成的，科学家当然也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来尽力挽回不良的后果。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仅靠科学家。每个人的决策和行为都会有影响，
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本书的读者应该可以基于物理学所揭示的事实和科
学所提供的方法得到自己的答案。不仅如此，举一反三的读者应该可以面对更多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
，克隆，毒品，转基因，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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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物理学》的笔记-第241页

        第三篇 向新物理学过渡（续）

下面即将是NB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高数用时方恨少，我必须先去恶补热身了。

麦克斯韦方程组

高斯公式

格林公式

相对论、量子力学
http://tieba.baidu.com/f?z=432993345&amp;ct=335544320&amp;lm=0&amp;sc=0&amp;rn=30&amp;tn=baiduP
ostBrowser&amp;word=%CF%E0%B6%D4%C2%DB&amp;pn=0

2、《物理学》的笔记-第133页

        第二篇 牛顿式宇宙

“理解”这个词变成“用牛顿物理学进行解释”的同义词。囧
牛顿思想方式的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物理学和天文学。不仅化学和生物学这样的科学领域，而且历史
、艺术、经济学、政治学、神学和哲学，也都按照新物理学描绘宇宙的普遍方式而形成自己的体系。
众生平等
虽然牛顿物理学现在已经被相对论和量子论所取代，不过似乎还没有为人们广泛接受的适应新物理学
的哲学框架，旧的牛顿文化习惯依然保留着。

3、《物理学》的笔记-第209页

        第三篇 向新物理学过渡

热力学第一定律△U=Q+W和能量守恒定律在逻辑上是相互等价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描述了非热能形式的能量以热能终止的普遍规律。可以用3种方式表述：
1 热传递规律
2 热机定律
3 熵增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分辨向前与向后两个时间方向的唯一的物理学原理地球一直朝着更大的有序度的方
向演化，其代价就是使通过生物系统的太阳能更大地无序化大脑也许是整个银河系内最有序的物质形
式。大自然最终创造出一个自我意识的分子集合，这些分子如此地高度组织起来，以致能够认识到它
们是一群分子的集合

4、《物理学》的笔记-第61页

        第一篇 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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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笛卡尔的看法，感性知觉仅仅是派生的属性，这些属性并不存在于原子的实在宇宙中，而仅仅存
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实在宇宙只包含原子和它们的物理属性。这些是本原的属性。这种观点---关于什
么是实在、什么不那么实在---超出了能够观察和证明的范围，因此不属于科学。这是一种哲学观点。
科学理论必须由观测结果检验。不可检验的想法不属于科学范畴。不属于科学的概念也可以成立，也
可以是有意义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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