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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的起源》

内容概要

作者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科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主题和事件，涉及数学、天文
学、力学、光学、自然史、医学等众多领域，百余幅历史图片尤其珍贵和罕见。对许多长期未决的历
史论争，作者提出了崭新的独到见解，尤其重视科学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哲学和宗教对科学理论
与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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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图片目录中文版序英文版序第一章　科学及其起源什么是科学史前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埃及和美索不
达米亚科学的起源第二章　希腊人和宇宙荷马和赫希俄德的世界最早的希腊哲学家米利都派与终极实
在的问题变化问题知识问题柏拉图的相世界柏拉图的宇宙论早期希腊哲学的成就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
的自然哲学生平和著作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本性与变化宇宙论天地运动作为生物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亚里
士多德的成就第四章　希腊化时期的自然哲学学校与教育亚里士多得之后的吕克昂伊壁鸠鱼主义和斯
多葛派第五章　古代的数学科学数学在自然中的应用希腊的数学希腊早期的天文学宇宙论的发展希腊
化时期的行星天文学光学重力学第六章　希腊和罗马的医学希腊早期的医学希波克拉底派的医学希腊
化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希腊化时期的医学派别盖伦和希腊化时期的医学顶峰第七章　罗马和早期中
世纪的科学希腊和罗马人普及者与博学家翻译基督教的作用罗马和早期中世纪的教育早期中世纪的两
种自然哲学第八章　伊斯兰的科学⋯⋯第九章　西方的学术复兴第十章　希腊、伊斯兰科学的恢复与
吸收第十一章　中世纪的宇宙第十二章　月下区的物理学第十三章　中世纪的医学和自然史第十四章
　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注释索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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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通过与柏拉图长期相处，亚里士多德当然彻底掌握了柏拉图的相的理论。
柏拉图强烈贬低(而不是完全拒斥)感觉所观察到的物质世界的实在性。柏拉图认为，完满的实在只能
被永恒的、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的相所拥有。相比之下，构成可感世界的物体从相中派生出了
它们的特征甚至它们的存在；因此，可感物体的存在只能是派生性的或第二性的。　　亚里士多德拒
绝接受柏拉图给予感觉对象的这种依属地位。它们必定可以自主地存在。因为在他看来，它们就是构
成了真正的世界的那些东西。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使个别物体具有了自身特点的那些特性并不先
验地、独立地存在于相的世界，而是属于物体本身。例如，没有一只狗的完美形式能独立存在并且被
不完美地复制在单个狗的身上从而赋予其属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的仅仅是单个的狗。这些狗
肯定共有一套属性——因为，否则我们就不能49　　称之为“狗”了——但这些属性存在于并属于单
个的狗。　　可能对于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并不陌生。给个别的可感对象以第一性的实在(亚里士
多德称之为“实体”)似乎是本书大多数读者健全的常识，并可能也给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留下了同
样的印象。但如果说它是健全的常识，它是否也是好的哲学?即它能否成功地或至少表面上合理地解决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柏拉图提出的那些困难的哲学问题——基本实在的本质、认识论关怀和变与不变
的问题?让我们来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把实在赋予可感的、有形的物体，这种决定并没有告诉我
们很多关于实在的认识——它仅仅告诉我们应该在可感世界中寻找(实在)。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
学家们就已经需要知道得更多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有形物体是不可还原的还是必须被看
作是由更基本的部分组成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区分属性及其主体(比如温暖和温暖的物体)阐述了这个
问题。他(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坚持认为一种属性必定是物体的属性；我们称那些物体为它的“
主　　体”。要成为一种属性就要属于一个主体；属性不能独立存在。　于是单个的有形物体既具有
属性(颜色、重量、结构等)，也具有某些不同于属性而作为其主体的东西。这两种角色分别由“形式
”和“质料”(这两个专门术语的涵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和在我们这里并不完全一致)来承担。有形对
象是形式和质料的“合成物”一形式包括使一个物体成为该物体的那些属性，而质料则作为形式的主
体或根基。例如，由于其形式，一块白色的岩石就是白的、硬的、重的等等；但质料也必须存在，以
作为这些形式的主体，而且，在它与形式的结合中，这一质料没有带入自身的任何属性。。(亚里士多
德的观点将在第十二章中联系中世纪人们为澄清和发展它而作的努力作进一步讨论。)　　在现实中，
我们从不能将形式与质料分离；它们仅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倘若它们可以分离，我们
就可以把属性(不再是事物的属性)放在一堆，而把(完全没有属性的)质料放在另一堆——这显然是不
可能的。但是如果形式和质料从不可分离，那么说它们是事物的真正组成成份不就毫无意义吗?它难道
不是仅存在于我们头脑而非外部世界之中的吗?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肯定不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可能也
不是；在否认冷或红的实在性之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三思而行，尽管我们从未收集到一桶冷或红
。简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用常识观念构建了一座令人诚服的哲学大厦，从而又一次使我们惊奇。　　
第一性的实在是具体的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断言肯定具有认识论的蕴含，因为真正的知识一
定是关于真实存在的知识。按此标准，柏拉图的注意力自然而然被引向了永恒的相，它可以通过理性
或哲学的反思而被认知，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具体的个男别事物的形而上学把他对知识的探求引
向了个体、自然和变化的世界，即一个通过感觉感知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博大精深。这
里必须充分指出的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开始于感觉经验；从重复的感觉经验中形成记忆；从记忆中，
通过一个“直觉”或洞察的过程，有经验的研究者可以看清事物的普遍性特征。例如，通过对狗的反
复观察，有经验的养狗人逐渐知道一只狗真正是什么；即他逐渐理解了狗的形式或定义，没有那些关
键特性，一个动物就不能成其为一只狗。请注意，亚里士多德也决心把握普遍性，在这方面他不逊于
柏拉图；但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就必须要从个剐事物开始。而一旦我们拥有了
普遍性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作演绎证明的前提。　　这样，人们就通过一个始于经验(在一些情
况下，这是个宽泛到是以包括常识或道听途说的词)的过程获得知识。在这种意义上，知识是经验性的
；离开这些经验什么也不能知道。但我们通过这一“归纳”过程而了解到的东西只有具备了演绎形式
，才能获得作为真正知识的地位；最终获得的，是从作为前提的普遍定义出发的演绎证明(它在欧几里
得几何学的证明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尽管亚里士多德对获取知识过程中的归纳和演绎阶段都作了讨
论(后者远远多于前者)，但他更多的是促进了后世方法论家的出现，尤其是在对归纳的分析方面。　
　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勾勒出的知识理论。它是否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实际应用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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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的起源》

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呢?可能不是一不过也许有一个偶尔的例外。像现代科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在研究
中并不完全遵循方法论，而是凭借尽管简陋但却实用的方法，即那些业经实践证明的常用的程序。有
些人就把科学确定为“尽你最大的努力，没有什么不可做的事”；(比如)当亚里士多德进行广泛的生
物学研究时，毫无疑问，他正是这样做的。在思考知识的本质和基础时，亚里士多德将要阐述一种与
自己的科学实践不完全一致的理论体系(认识论)，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肯定也不是品格缺撼。　　
本性与变化　　在公元前5世纪，关于变化的问题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公元前4世纪时，柏拉
图通过将变化限于物质对不变的相世界的不完满的复制而解决变化问题。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这位在哲
学上忠实奉守着可感世界中个体具有完全的实在性的杰出自然主义者，变化问题也是一个最紧迫的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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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说明　　本书系我公司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洽购版权，组织翻译出版。作者戴维·林德
伯格专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了序言。　　林德伯格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学史教授，曾任人文研究所
所长，1 999年获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在本书之前出版过《从金迪到科普勒的视觉理论》和
《中世纪的科学》等著作。本书曾获约翰’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自然科学杰出著作奖。　　近年来
，国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科学普及著作乃至科学著作，但对西方科学史却鲜有问津。什么是科
学，科学如何从其婴儿时代，一步步发展至今，科学与哲学、宗教、文学等等的关系，以及社会大背
景对科学的产生、发展与传播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不仅普通读者，甚至科学工作者，也未必有很深
刻的了解。　　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说，“一个人不了解生下来以前的事，那他始终只
是一个孩子。”虽然本书讲述的均是很久以前发生在很遥远地方的事情，但近百年来，科学使中国和
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业已成为全人类的事业。西方科学的源头，对我们来说，
也就不再那么遥远和无关宏旨。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从这个意义上帮助我们、尤其是那些有
志于终生从事科学事业的青年人，把握科学的历史，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林德伯格教授在撰写本
书时，始终考虑到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西方科学的起源的需要，因此使用了浅显的文字，并配上了许
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地图。但同时，本书又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汇集了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近
年来学术界的大量研究信息，以及作者在许多问题上　　的独到见解，对科学史领域的研究人员具有
宝贵的参考价值。有鉴于此，我们保留了原书的注释、索引和参考书目，并在书中标出边码，与英文
原书页码相对应，以方便读者检索。在内文中，凡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专有名词，均
注有英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原文，斜体字为书名或英文中的外来语。在注释和参考书目中，除说明
文字外，我们保留了作者和著作名的原文，意在方便专业人员进行深入研究时查找资料。　　由于本
书涉及众多学科和上下两千年的历史，书中出现的人名、著作名、专有名词、科学概念不计其数，我
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尽管作了努力，不免出现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赐教，以利我们改进出版物的
质量。　　本书第一、十二、十三、十四章由刘晓峰翻译；第二、三、四、五章由周文峰翻译；第六
、七章由王细荣翻译；第八、九、十、十一章由王琚翻译。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孙永平教授对本书的翻
译给予了帮助和支持，特此感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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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本书生动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科学史上所有重
要的主题和事件，涉及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自然史、医学等众多领域，百余幅历史图片尤其
珍贵和罕见。　　“如果科学史仅仅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或重大科学思想的编年史，那么，伊西多尔和
比德的名字在这种历史中就不会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科学史是要对那些汇集在一起把我们引向今
天的科学潮流进行考察——若要了解我们来自何方以及如何到达此处，这些线索就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伊西多尔和比德两人都不是新科
学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都在一个自然研究处于边缘的时代中重建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他们为学术能
够渡过艰难危险时期提供了一种连续性；因此，他们在几个世纪中有力地影响了欧洲人对自然的了解
以及他们思考自然的方式。这样一种成就可能缺乏发现万有引力或发明自然选择理论的那种戏剧性，
但是它对欧洲历史后来进程的影响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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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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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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