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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流水》

内容概要

本书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是，所写的思考和记录，至少要在间接的意义上反映了一种与广义的学术文
化，特别是科学文化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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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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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大英博物馆点滴
福尔摩斯博物馆
格林威治天文台
两场演出
剑桥书店里的讲座
弗罗斯特罗之行
考文垂半日游
墓地里的名人
墓地里的名人续
两个科学史博物馆
新老卡文迪什实验室
在剑桥听讲座
两门课程
展览中的环保
剑桥的鸟
剑桥的果园
伦敦科学博物馆中的历史展览
美术馆中的科学
三一学院的教堂与图书馆
挂单剑桥“中国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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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样的游记也不错。
2、2008.10 阅
3、可惜不了解科学史
4、淙淙三月 2005
5、有点小无趣，插图不错
6、图很多
7、读了大半，作为文科生表示不太懂，只是纯粹感受下书中的大师人文氛围而已。
8、关注STS   可以看一下。
9、想去大英博物馆！
10、有一天所谓的著名学者成了你的授课老师，距离可以如此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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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濂溪公子    　 刘兵的《剑桥流水：英伦学术游记》是本游记集，记录的是他在英国学习和参观的
见闻和感想。因为他的专业是科学史，所以其中的文章大都与这个领域有关。该书游记的主题决定了
他不会在书中谈太专业的东西，不过是就所见材料跟历史记载做一点印证。通读全书后，把耐人寻味
的两个问题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两点都在该书第一篇《大英博物馆点滴》中。第一个说的是“马
克思的脚印”。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会熟知马克思的故事，其中很有名的一段，就
是说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图书馆里写作《资本论》，固定坐在一个座位上，数年下来，桌子下面竟然留
下了磨出的脚印。当我走进这个阅览大厅时，头脑中自然也有这一故事的背景。按照博物馆的介绍
，150年来，无数的学者、革命家、作家、诗人、音乐家、学生和抄写员曾来到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图书
馆。在一圈儿的说明牌中，果然有一块牌子是介绍马克思的。这块以“阅览室与革命”为题的牌子上
写道：这间阅览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筑为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和精神的源泉。最深
地植根于这间阅览室的政治体系是共产主义。卡尔·马克思在将近30年的时间中每天来到这里。1850
年6月，马克思最先被旧的阅览室接待。从1857年起，他在这里从事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数项计划的
研究。很可能，他使用的是离他所需要的参考书不远处的L、M、N、O、P几排的座位。当我与那里
的工作人员交谈，问起这块说明牌的介绍，并讲了在国内流传的说法后，一位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地回
答说，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说法应该是一种“神话式”的传说，马克思并不是固定地坐在某个订好的
座位上。不过，那位工作人员又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某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来这里参观时，也
问过同样的问题，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只好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当年就坐在某某排某某
号，因为那是离参考书比较近的一个座位。结果巴尔戈乔夫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不过，这位工作人员
又补充说，在那么多年里，至少马克思应该在那个位置上坐过一次吧，所以他们回答巴尔戈乔夫的话
也不能算完全骗人。（该书第3——5页）作者接下来说：在科学史的传统研究理论中，就有对所谓科
学家传记中的“传奇”与“神话”问题的讨论。其实，在日常流传的说法中，“传奇”和“神话”是
很常见的。不过，如果从历史的严肃性来说，能够破除一些神话也是很重要的，尽管它的代价可能是
让传记的故事不再那么吸引人和激动人心。（该书第6页）他说的有道理，因为类似的“传奇”和“
神话”不光中国有。比如影响全世界的“牛顿的苹果树”和“做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实验的斜塔”等等
。另一个是关于中国的“四大发明”。作者在参观的时候在中国部分的陈列中看到文字介绍中着重提
及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即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他说：介绍的先是引用了培根的
《新工具》中的说法：“印刷、火药和磁石。第一项发行在文献（“文献”常见的翻译是“学术”）
方面，第二项发明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发明在航海方面，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全部面貌和事
态，并带来了无数的变革⋯⋯”（该书第8页）培根的人品为后人唾弃，他的“知识就是力量”却影
响深远。他的这个说法后来被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引用：“火药、指南针、印
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
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
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我们所熟知的另外包括造纸术的“四大发明”，是李约瑟提出来的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中国古代科技方面有多个世界第一，其中不少是牵强附会的，
就连这个“四大发明”，也有很多人质疑。刘兵注意到大英博物馆提到“三大发明”，人家有培根的
观点做依据，另外该馆还提到了中国的水稻培育、瓷器制作、丝绸等。作者最后说：“我想，如果造
纸真是由中国人最先发明，而且如果我们真想要彻底说服人家，让国际上公认‘四大发明’，那么，
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或是还需要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和研究成果，或是对其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宣传
和普及才行。否则，像连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地方都没有一个说法，总是中国科学史研究者们工作不到
的某种反映吧。虽然大英博物馆并不能代表着学术意义上在各门历史研究中的最高水平，可那里在文
化的传播方面毕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对于那里的特定反映，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总应该是可
以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视而不见吧。”（该书第9——10页）看起来围绕这个“四大发明”，又要出
一堆研究成果了。到底是我们的“四大发明”无奈的换成“三大发明”，还是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场所
展示中国的“四大发明”，就看这堆成果的价值了。不过，这真那么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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