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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向度》

前言

哲人云“知识就是力量”，更有人说，知识就是高度。在知识的内涵、外延里，科学技术无疑是最重
要的一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文明的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科技的历史性进步
，由此而推动着人类历史由蒙昧走向文明、由刀耕火种走向科学现代。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
义上来说，即是人类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的思想文明的结合。历史因科技的融入而变得可感，社会因科
技的融入而变得丰富、多彩。    在人类科学历史的宏观体系中，依据文明的东西方形态也可以划分为
东方科学技术体系、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其中东方科学技术体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以中国为代表
。比较而言，东方科学技术体系富有深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传统，在诸如文学、史学、哲学、宗
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古籍留存众多，内容博大精深。而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则深富自
然科学、实验科学的传统，因而造就出其最早的工业革命运动，形成实验手段与理论体系丰富的诸如
物理学、化学、工程机械等成果。总之，东西方的科学技术传统各有所长。东方的人文与西方的自然
，如能够完美结合，则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好模式。    在西方科学技术体系中，既有宏观的科学
门类也有微观的分支科学。从自然科学的科学分类学角度而言，可以细分为物理、数学、化学、生物
、地学等属种。在复杂庞大的科学技术体系外，西方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学科标准体系与科技奖惩
制度、科技创新制度，由此而推动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诸如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
革命、二次工业革命、信息化社会、知识化社会等，皆是这种科学技术完美发展的结果。在丰富多彩
的西方科学技术创新与奖惩制度体系中，诺贝尔科学奖金的设立即是推动西方百年来科学文明发展的
重要一点。诺贝尔奖金由瑞典化学家、自然科学家诺贝尔通过捐献毕生的私人财产设立，这种崇尚科
学、崇尚知识的精神，值得东方社会认真思索、务实学习。整个诺贝尔奖初期划分为物理、化学、生
理医学、文学与和平五个奖项，这充分反映了诺贝尔本人不仅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关注人类精神
世界、人类人文素养的发展。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诺贝尔奖项又多出经济学奖、环境奖两种，
每一个奖金项目都紧密结合着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    时至今日，诺贝尔奖已经走过了1 00多个春秋
，即使是迟到的经济学奖也已经走过40年的岁月。作为人类科学技术领域的一种百年知识品牌，其中
不仅有许多的科学成就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其中的每一个获奖者也值得我们研究。科学家的成果与科
学家的精神及方法，相比较而言，最重要的是科学方法，而最核心的则是科学家的精神。所以为了便
于中国读者，尤其是今日的中国青少年了解、掌握近现代西方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理医学、文学
艺术、经济理论的过程、成果，我们编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艰辛策划、编写，终于完成这部多达25
册的《走近诺贝尔奖》大型丛书。    从本套《走近诺贝尔奖》丛书的编写体例上来说，我们以人物为
单元，以时间为线索，以有关每个人物的“生平事迹” “科学成果，，等为板块，而对于每个入选诺
贝尔奖的获奖者给予解剖。当然这种解剖，既是对其人生历程、生平事迹的叙述，也是对其人生哲学
、科学精神、人文情怀的一种铺陈。具体而言，在叙述每个人物时，我们尽量做到一一将人物那种坚
定的信念、务实的精神、执着的工作态度，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他们个人
的素质、修养、性格、经历等元素，均给予呈现，从而使读者体会到他们那种背后的执着爱好、坚持
理想、强烈求知、意志坚强、迎接挑战与勇于创新的人生品质。另外，我们在每一人物的最后部分附
加上包含涉及与该学科领域相关的学科简史、学科流派等内容的“经典阅读”栏目，以帮助读者较系
统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必备知识理论。    总之，我们期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本套《走近诺贝尔奖》丛书
，深思、体味、参照、借鉴这些文学精英、科学精英的生平与精神，而规划出自己的成才之路，并能
够在人生的路上“坚持理想、执着奋斗、锲而不舍、勇于创新、戒骄戒躁”，终获成果。有时，一句
话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成为个人的人生座右铭：相信一套科学、有益的图书，同样具备相似的功能。
当然，水平与时间的有限、仓促，使得本套丛书难免会存在一些瑕疵，期待读者给予批评，以期再版
时予以改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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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向度》

内容概要

《时空的向度:走近18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精英》内容简介：在人类科学历史的宏观体系中，依据文明
的东西方形态也可以划分为东方科学技术体系、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其中东方科学技术体系从历史的
角度来说，应以中国为代表。比较而言，东方科学技术体系富有深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传统，在
诸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古籍留存众多，内容博大精深。而
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则深富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传统，因而造就出其最早的工业革命运动，形成实验
手段与理论体系丰富的诸如物理学、化学、工程机械等成果。总之，东西方的科学技术传统各有所长
。东方的人文与西方的自然，如能够完美结合，则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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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要追溯中微子发现的经过，还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放射性的研究谈起。当时，科
学家们发现，在量子世界中，能量的吸收和发射是不连续的。不仅原子的光谱是不连续的，而且原子
核中放出的阿尔法射线和伽马射线也是不连续的。这是由于原子核在不同能级间跃迁时释放的，是符
合量子世界的规律的。奇怪的是，物质在β衰变过程中释放出的由电子组成的β射线的能谱却是连续
的，而且电子只带走了它应该带走的能量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能量失踪了。1930年，奥地利物理学
家泡利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在β衰变过程中，除了电子之外，同时还有一种静止质量为零、电中性
、与光子有所不同的新粒子放射出去，带走了另一部分能量，因此出现了能量亏损。这种粒子与物质
的相互作用极弱，以至仪器很难探测得到。未知粒子、电子和反冲核的能量总和是一个确定值，能量
守恒仍然成立，只是这种未知粒子与电子之间能量分配比例可以变化而已。当时泡利将这种粒子命名
为“中子”，最初他以为这种粒子原来就存在于原子核中。但在1931年，泡利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一场
讨论会中提出，这种粒子不是原来就存在于原子核中，而是衰变产生的。1932年真正的中子被发现后
，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将泡利的“中子”正名为“中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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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空的向度:走近18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精英》：天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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