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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十五讲》

内容概要

《科学史十五讲》由学科力量较强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的几位专家学者合著，从科学史
的意义发端，在总论其学科史、功能、定位、方法范式以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前五讲追溯了古
希腊、古代中国、阿拉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展历程，后十讲则着眼于独立学科如天文学、
物理学、数学、化学等，以若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连线，贯串整个人类科学史，兼顾内史与外
史，择要叙论重要人物、事件及其社会功能、文化性质并时加点评，显现了扎实的科学和人文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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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科学史十五讲》作者江晓原，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
远。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
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
奈特 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烈欢迎。那时，萨顿正在大声疾呼，要
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
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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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十五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古希腊人不但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和哲学，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称道的具体的科学。
这首先表现在希腊的数学上。 希腊数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几何学上。人们研究数学，可以从数与数的
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事物数量间的关系，沿这条道路发展下去，由最初的算术逐渐发展成了初等数学
的一个重要分支——代数；也可以从事物形体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各种形体变化所遵循的规律，所
形成的是初等数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几何学。中国古代数学以计算见长，在代数领域成果突出；古
希腊数学则着重于形体关系研究，在几何学领域取得了令人钦敬的成就。 希腊数学之所以在几何学领
域高奏凯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一开始，希腊人也关注对数的研究，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这
个领域的工作就引人注目。毕达哥拉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60年，活了六十来岁。他年轻时曾向泰勒斯
求教，后又跟从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就学，并曾长期游学于埃及，在埃及学习了数学和宗教。
从埃及回来以后，移居到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在那里收徒讲学，逐渐组织起了自己的学派。 毕达
哥拉斯学派有一个很有名的主张：数是万物之原。毕达哥拉斯在研究乐器时发现，琴弦发出音调的高
低只跟琴弦的长度有关，如果一根琴弦的长度是另一根的2倍，那么它所发出的声音恰恰要比另一根
发出的低八度。他通过反复实验，发现了琴弦的张力和长度与其所发音调的关系。这些发现有可能启
发他想到，既然琴弦的音调与其物质成分无关，而是只决定于其包含的数量关系，那么，依此类推，
万物之所以多种多样，也有可能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数量关系在起作用。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发展，就
引发了他的数即万物的思想的产生。 但是数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很快就遇到了大麻烦，原因是这个学派
在研究直角三角形时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中国人所说的勾股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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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史十五讲》行文简洁流畅，合乎“科学”的简明，也不乏流露文采之处，是一本较好的普及类
通识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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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理科生的话有点难度，但值得一啃。
2、包装太单薄，受损，把书的边角磨损。
3、整个看完后有点失望⋯⋯三星半吧，一方面还是偏向物理学和数学了，更主要的是生物这块儿有
错误，起码说蛙腿论战是伏打大获全胜不合适吧？（当然生物这边有说伽伐尼胜利了的也不合适⋯⋯
），拉马克认为“生物有意地力图⋯⋯”这点错得太过分了，经典的误解啊
4、多人合著，风格各异，权当科普。
5、开阔眼界的一本好书。
6、10以后略无趣
7、差不多的各种科学史都浏览了一番啊。。。本来从小就忒熟了。。。然后我还是不知道写些什么
东东！
8、考研
9、教材。
10、同时浏览了《西方科学的起源》《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席泽宗主编的〈中国科学思想史〉
11、一般啊!
12、能用这本书做教材，学校还是蛮有眼光的。专题设置得很合理，不错。
13、读科学史总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14、令人惊奇的好文笔。
15、标准的国内教科书一本，既不够严谨又不够有趣。尝试了几次，实在是读不下去。
16、印刷精美，纸张也很好，至于内容也是很值得一看的
17、语言通俗，看着不会打瞌睡，好评。
18、多人合写的，有些行，有些不行。有些叙述特别谜。比如说讲亚里士多德和大帝第一次相遇，有
一句单独的“这年，亚历山大 13 岁，亚里斯多德 42 岁”，你说你什么意思？！再比如说特地讲法拉
第退休以后把自己的海量资料仔细分类编订，“显示了过去当装订工学徒时学会的高超技能”⋯⋯
19、知道了好多
20、- -我怎么看到你了 hi 教科书~
21、比较按部就班的教科书 作为通识读物欠缺了点
22、好书文科生多读读
23、徒有虚名,还不如二十几年前我读书时的那本好!
24、强烈支持，很好很强大
25、通识里面的科普，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里面有社会学，嗯嗯，默顿的那本书有必要看看
26、我们学校的科学技术史是精品课程，能学到，还蛮荣幸的。
27、如果不是因为要考试大概不会看这本书吧，不过因为复习看了一遍，虽说理论公式神马的一头雾
水，不过当做那些科学家的传记来看还是不错的，跳着通读了一遍，还行，比毛概什么的好看多了。
28、老师让看的，一般
29、是我们老师编写的书，听他的课和看他的书完全两回事，书是不错，但考试时就太痛苦了！
30、不错！
31、痛感当年上高中分科过早，今天身为人师的我每当讲到科技史总感到心虚，作为一名历史教师，
总得懂得科技史吧！
32、只做推荐，无法评价
33、很多错误。
34、四平八稳的一部教材
35、科学史基础教材
36、有一些错别字（江晓原的书的通病），一些历史年代，存在再考证的必要。不过仍是一本不错的
书
37、.............................
38、高中看的，现在都不记得了哈哈哈。而且上了大学发现江晓原老师不开课了哈哈哈。
39、伊斯兰科学文化是通过吸收与掌握比较成熟文明的知识建立起来的。“百年翻译运动”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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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40、同类著作中较好的一本，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对很多科学史上的大事件有所遗漏，主要写的还是
上交大编写此书所擅长的领域，如物理学史与数学史
41、不明觉厉
42、内容太少，不足以将科学发展的历程讲清楚！
43、以讲座的形式讲解，通俗易懂；所列举的十五讲为科学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内容；书的装帧也比
较漂亮。是一本科学史初学者必读的书目。
44、中国部分 古代部分唤起好多回忆，文字和人类大发明有雷同，不知道是谁参考了谁。近代物理学
部分唰唰翻页
45、文笔流畅语言简明，较好地概述了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部分结论主观的痕迹较重，不过并不是
完整意义上的教科书，也就不为过了。
46、江晓原先生是我国科学史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了科学史的一些基本观
点，对于传播科学精神、普及我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大有助益。本书适合大专文化以上读者阅读。
47、一群人执笔，水平难免参差不齐⋯⋯科学史上有太多默默无闻的“伤心者”。
48、入门，生动有趣。
49、十五讲丛书我很有兴趣，但是说实话，这一本科学史看的我是心力交瘁。估计以后不会看十五讲
系列了。刚开始还好，起码几何原本里面的有些知识我还是可以懂的，但是看到近代科学，我已经彻
底崩溃了。我相当熟悉焦耳，赫兹，法拉第这些人，但是对于他们研究的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
觉得很失望的一点是，这一本书不是江晓原写的，而是他编的。喜欢江晓原纯粹是喜欢他的《年年岁
岁一床书》，而这一本和我想象中差别太大了。看上作者名字，却失望而归啊。身边理科朋友开始读
了，觉得她应该会喜欢。
50、这个蛮值得花时间看的
51、很好的一本书，拿到书后，一口气看了一百多页~~~
52、水准参差，头重脚轻
53、还不错 喜欢科技思想史这门课233333
54、帮一哥们在当当买的，书具体怎么样不知道，不过那哥们似乎对这个作者非常着迷，书应该还如
他意吧，反正买回去后他没有感叹书很差，印刷编排我看了几眼都挺不错。
55、想要面面俱到，可是重要的东西就说的太简。加起来内容并不比高中理科课本的涉及到的科学史
多。神马古希腊、中国的科学史完全可以一笔带过。虽然如此，但每次看到那些老故事都心潮澎湃。
每次看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段子都要激动地拍桌而起。和这些伟人比起来，哲学那些成果看上去真是
太可怜兮兮了。
56、看完可以粗略了解下整个科学史进程
57、“牛顿是个谦虚的人”随手翻到这一句吓尿了，不过还是有可读价值的。嘛读下去吧
58、被认为是“无用之学”的学问，恰是自然与人文之桥梁。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背景；而科学的每一次进步，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想要从枯燥繁杂的公式
、推理和数据中跳脱出来，不妨从科学史入手，探究科学发展中内在的、共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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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科学与宗教，最初是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原始人类无法理解大自然总总宏伟的壮丽
的残酷的悲厄的奇境壮观，他们期颐救赎、期颐生存、期颐幸福。原始的信仰开始于这个时代。“最
初，人们尝试用魔咒，来使大地丰产，来使家禽牲畜不受摧残，来使幼小者降生时平平安安。”然而
这种对自然现象简单的观察无法让人类对自身处境有进一步帮助，巫咒与预言在野蛮荒芜的社会里护
不住半个部落一世平安。后来，人类塑造了英雄的传说，睿智的神人。他们求庇于天神的恩赐，把总
总自然的现象归结于上天的情绪。他们把自己当成祭品，用鲜血和珍贵的谷物祈求国泰民安。神话成
了人类抵挡未知带来的恐慌惧怕的挡箭牌。经历了岁月的折磨与沉淀，自然的规律部分暴露在了人类
墓前，先辈口口传谈的故事中蕴含着不为人知的真实，早期自然规律性的总结慢慢开始了。然而，可
悲又可喜的是，神话传承的历史上，出现了总总“大胆的哲人和圣贤”，他们着手建立一套普世的价
值理论和宗教信仰。“想用思维或神圣的书卷，来证明大自然应该如此这般。”东方的孔子与西洋的
摩西遥遥相望。神圣罗马帝国的光辉照耀着整个欧洲，儒学道统的传承历数中华千年。他们的秩序稳
固太久，但是，那并不是永恒！宗教唯心的理论解释不了所有自然地真实，一个谎言的背后需要无数
个谎言去维护。那曾经给人类文明提供庇护的圣哲的智慧，最终将历史引进一个岔路。自然的“史芬
克斯之谜”，需要真正踏实的人去目证。也许他们“卑贱”，可能并没有“完整的方案”，但他们从
来是“观察、幻想和检验”，而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于是有了欧几里得、祖冲之、托勒密和牛顿。
“从此，在混沌一团中，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人们摸清了大自然的脾气，服从大自然，又能控
制大自然。”自然神秘莫测，对自然的目证依然不断地变化，从最初原始的观察、到规律的总结、到
理论的形成、又被更完美的理论推翻、又建立新的发现⋯⋯生生不息的历史循环着，“自然只是微笑
，保护着猜不透的史芬克斯之谜”。也许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总没有尽头，有时人类不得不又求助于宗
教的安宁与哲学的解构，但正因为他的神秘莫测，才吸引了无数的好奇者去探索和追寻。丹皮尔的一
首小诗——《自然如不能被目证则不能被征服》很有意蕴，自然科学来源于生产和对自然科学的观察
。这是一种最纯粹至美的学说。由古希腊的泰勒斯开始，提出了不带神话色彩的万物本原学说。科学
建立在哲学的土壤上真正生根发芽了。泰勒斯对自然的观察与预言，征服了希腊。据说，泰勒斯曾经
预言过某年在当地会发生日食，后来日食果然如期而至，使正在鏖战的米提亚人和吕底亚人因惊异而
握手言和。但是，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有益于健康的草原——愚昧的草原——上发芽生长的，而是
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生长的，这片丛林一再的对知识的幼苗加以摧残
，不让他成长。自然科学的命运与当权者的斗争息息相关。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意味着既得的利益
群体又少了一条愚昧民众的理由。就比如说在东方，手工业者格物家往往被人看不起，贬为贱业。主
流的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优而侍坐的儒子士人手中，他们提倡四书五经，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统治
集团甚至将其作为最广为人知能登上仕途的路径。在这种强大又潜移默化的压力下，无怪乎中国的科
技在18世纪后渐渐落后于西方，没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与自我价值肯定的体系，许许多多本来有天
赋成为科学家以及能被发现的科学原理过早的夭折了。在近代科学革命史上，基督神学一度对异端思
想大肆迫害。1553年、1600年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布鲁诺分别因“异端思想”罪被烧死，1633年伽利
略在宗教法庭上被迫公开放弃自己关于地动说的科学信仰。1616年，红衣主教柏拉明宣布哥白尼学说
是“荒谬的和完全违背圣经的”，《天体运行论》在未改正之前不许发行。当然，科学界对他们思想
与学说的接受自不必理会教廷的裁决，中世纪基督神学的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也不能抵挡科学的进步
，伽利略之后又出现了牛顿这样一颗科学史上的巨星。《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意味着在
科学史上树立起了一块里程碑。人类理性对自然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西方对自
然的高度探索开启了近代科学革命与启蒙思想运动的高潮，更为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科学基础。
如果说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
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动力学的基础上，而
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的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
而上学不加理会了。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
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
。与此同时，物理学本来有很长时间就一直在寻找，并且找到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机械模型，这时却
似乎终于接触到一些新概念，在这些概念里，机械模型是不中用的，同时也似乎终于接触到一些根本
的东西，这些东西，用牛顿的话来说，“肯定不是机械的”。 “变化不已的图案在远方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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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景象不断变幻， 　     却没有揭示出碎片的底细， 　     更没有揭示出字谜画的意义。 　     大自
然在微笑—— 　     仍然没有供出她内心的秘密； 　     她不可思议地保护着 　     猜不透的史芬克斯之
谜。”诗歌的最后流淌出某种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是否意味着作者心中科学与宗教的殊途同归尚不
可说。但中世纪以来东西方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宗教与科学的势不两立。而那些旧有的唯心主义
的社会秩序就如诗中所云——“好景不长”。一部科学史是一曲斗争之歌，当然它不仅反映了人类与
自然的斗争，人类在认识自然中为摆脱过时旧传统束缚的斗争，同时是不同观点和学派之间的斗争，
某种程度上不存着正确与错误仅仅因为着时间间距与发现程度上的差异。江晓原的《科学史十五讲》
导论中即提出了一个问题“试论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是不是科学 ？”
2、这是一本彻底的科普读物，章节以时间顺序排列。从古代的科学萌芽时期，诞生的一系列科技成
就，以及有关的科学家讲起，一直到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结束。这是一本专门史，全书分为
古代、近代与现代三部分。古代以地域划分，近现代则以学科划分。读完以后，可以说是大概对科学
的发展，有了大致印象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选择了文科以后，太久没接触理科的缘故。对书中有
关数学的成就，以及物理、化学成就的某些公式解释，完全处于混沌状态，看不懂。不过读完此书后
，对那些科学成就背后的科学家们的大致简介，倒是有点印象。
3、普及了解一下不错，比较有趣味，个人觉得。读历史总能然人心胸开阔，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同文
化的共同点，优点缺点都有，有些小故事也可以调节胃口。睡前翻翻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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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科学史十五讲》的笔记-第220页

        对拉瓦锡的审判颇为草率。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要求判
处他死刑。在审判过程中，法庭并未给他多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回应法国科学界要求赦免拉
瓦锡的呼声。拉瓦锡请求死缓，以使自己能够完成进行中的实验，法庭对此的答复是“共和国不需要
学者”。法官的傲慢和偏见使法国付出了失去一位杰出科学家的代价。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一针见血
地指出：“砍掉他的头只要眨眼的功夫，可是生出一个像他那样的头大概一百年也不够。”拉瓦锡死
后不到两年，法国人就为他树起了一座半身塑像，以表达对他的纪念。

2、《科学史十五讲》的笔记-第220页

        拉瓦锡请求死缓，以使自己能够完成进行中的实验，法庭对此的答复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
论SB掌权之历史相似性。

3、《科学史十五讲》的笔记-第87页

        算筹怎么开平方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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