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学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3817665

10位ISBN编号：7563817662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作者：石云里

页数：3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科学简史》

内容概要

《科学简史》内容简介：事实上，科学知识是人类意识的产物，是人类利用自己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
理解和描述。人们相信它们是真的，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的确存在某种秩序或者规律，而且这种秩序
或者规律能够为人们所认识、理解，并且是能够加以表达的。这些信念或者信仰说到底都是主观的，
都是人的意识投射到自然上的，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决定着科学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决
定着人们获取自然知识的方式方法(也就是方法论)，甚至还决定着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价值判断：究
竟什么样的自然知识才是好的知识，才是确定的和可靠的知识？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世
界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科学，并且，随着世界观的重大转变，科学也会发生重要的变化。由于不同
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同一文明中的世界观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科学既具有历史性，又具
有文化性。可以说，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可以有不同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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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云里，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
，国际科技史学会古代与中世纪天文学委员会执行委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学与世界遗产工作组
成员，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与韩国研究所客座教授，英国Annals of Science、德国East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等专业期刊编委。已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纲·天文卷》等著作，在国内外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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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 本原与真知——希腊自然哲学的开端2.1 希腊城邦中的知识转变公元前6世纪，一缕理性之光
开始在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中闪耀。一群“另类”的思想家在这里涌现，他们第一次将自然（希腊
人称之为Physis）与超自然区别开来，相信自然中存在某种秩序，尝试以自然（而不是超自然）来理
解自然，力图通过经验和推理来了解自然的本原、结构以及运动与变化。大约300年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给了这些人一个名字，叫做“自然哲学家”（Physikoi）。这些人
并不一定都是无神论者，希腊社会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出现而变成不相信神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工作
开创了人类思想史上一种新的认识自然的方法，并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传统。除了探讨自然本身
，他们还就人类认识自然、把握真知的可能性以及正确途径进行了探讨，从而也就事实上成为科学认
识论的开山鼻祖。为什么人类的知识史在这个时间和地点会出现这样巨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其促成原因也难以被一穷尽。除了由希腊人的跨文化贸易和海外殖民而带来的文化融合，以及由奴
隶劳动所造就的有闲阶级的存在之外，希腊社会中的以下特点也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导致这一转变的
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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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原计划半年写完，但却拖拖拉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89年硕士毕业后，我就在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开设“西方科学史”课程。近20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先后遭受了两次大的教案损失。第一次是在
我2001至2003年出国访问学习期间，国内的办公室搬家，积累了10多年的手写讲稿在搬迁过程中全部
丢失；第二次是2007年从德国回国后，2004年以来积累的电子版讲义又在计算机升级时与大量文件一
起不慎被毁。所以，当接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约稿时，我的任务实际上是要从头开始编写一部
讲义，而且其目标受众也从专业研究生变成了选修通识教育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在篇幅上，也要按
照不超过40学时的标准加以安排。这样，编写的难度就超出了我原来的预期，因为我不想把讲义编成
一部简单的史实编年，而是想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并且尽量反映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和
新思潮，同时还要兼顾全书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作为试验，我在2008年上半年特地面对本科学生开设
了西方科学史课程，同年下半年又把讲义交给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阅读，请学生们提建议。在此基础
上，我又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尽管如此，我对现在这个版本还是有诸多不满意。其中所包含的
讹误与不足，还恳望相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以利今后进一步改进。本书第21，23，24章以及第25
章第3，4两节由胡化凯教授执笔，第26章由本系研究生张翮先生执笔，特此对二位的支持表示感谢。
对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耐心和帮助，本人也表示衷心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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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简史》：高等院校通识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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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科学书,能让人一直看下去,说明内容真的很不错
2、书的内容没啥好说的 ， 快递真是神一样的速度啊！当当推出了12小时内送达服务吗？太快了
3、石先生的大作，娓娓道来，如讲故事一般，语言生动活泼，可读性强。
4、优点：  用相对通俗的语言，记叙了科学的起源以及其发展历程。
缺点：  没有联系实际，语言单调，略显无聊。
5、正版 很喜欢实用性大
6、物理老师推荐的，好书，好教材
7、内容、逻辑、语言都不错
8、科学是人类对大自然理性认识的一种概括归纳，当今社会对科学二字的误解、滥用使得科学即真
理这句话多了一丝讽刺的味道。想要更客观的认识自然界，了解宇宙乃至自身的奥秘，可以从科学简
史开始。
9、不过买错鸟 老师说第一版各种错误 不过我看不出来
10、电视上看到的介绍，所以买了看看。
11、讲述的是比较狭窄意义上的西方科学史，从科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角度描述了科学的历史，尽管只
专题式的讨论，但连贯性很好，而且同时保证了内容的深度，对科学发展中思想的特征，变化等把握
的很到位。
12、无聊的书.....
13、考研书目，上课的教材
14、老师推荐的，挺好的，发货速度很快。
15、很好，讲的还蛮好懂的，没有特别深奥
16、同学都说挺有意思，能把枯燥的理论写得这么生动
17、详略得当地介绍了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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