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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文化与物理学史/世纪高等教育精》

内容概要

　　《世纪高等教育精品大系：物理文化与物理学史》分物理文化和物理学史两编，以物理文化为灵
魂统帅安排全书的内容与结构，在突破传统物理学史教材的撰写方法并力求更大地发挥这门课程的教
育作用等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在第一编中定义了物理文化，精选了几位物理学家的语录，对几位重要
物理学家及其思想与贡献作了较为详细的专题研究介绍，还介绍了仔细选择的基本的物理学概念、重
要的物理学思想与方法，并对物理文化若干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第二编中以物理学史料为依据对古
代物理学史、经典物理学史和现代物理学史作了较系统论述，中间收录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若干专门
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形成的观点，最后对物理学的未来给予了一定的分析判断。相信这样的努力能够
帮助读者把握物理文化、了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感受科学精神、学习科学方法，从而对物理学、物
理学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本书适用于作为物理专业学生的物理学史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其他
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教材，还可以用作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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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物理文化第一章 物理文化1.1 物理文化剖判1.2 物理文化的教育意义1.3 如何传授物理文化第二
章 著名物理学家语录2.1 布拉格语录：一位物理学家的科学观与人生观2.2 爱因斯坦语录：从物理学出
发思考一切2.3 玻恩语录：一位物理学家眼里的科学与世界2.4 薛定谔语录：自然科学的主要价值第三
章 著名物理学家专题介绍3.1 伽利略-一近代科学之父3.2 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缔造者3.3 法拉第--电磁学
领域的平民巨人3.4 麦克斯韦--电磁学领域的牛顿3.5 马克思普朗克--让世界跳跃的人3.5.1 生平简历3.5.2 
研究工作与研究思想3.5.3 普朗克与爱因斯坦参考文献3.6 卢瑟福--原子物理的伟大奠基者参考文献3.7 
爱因斯坦--与牛顿比肩的物理大师3.7.1 爱因斯坦对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3.7.2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3.7.3 
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3.8 麦克斯·玻恩--令人回味的大师3.8.1 生平简介3.8.2 玻恩的研究工作大略3.8.3 成
功的启示参考文献3.9 玻尔--量子力学领域的一位非凡领袖3.9.1 生平3.9.2 家境与成长3.9.3 学习生涯3.9.4 
科学生涯3.9.5 领导国际科学研究3.9.6 玻尔的哲学3.10 W-H.布拉格3.10.1　W-H.布拉格的科学生涯与科
学贡献参考文献3.10.2　W-H.布拉格的科学观参考文献3.10.3　W-H.布拉格一科学学的重要先驱参考文
献3.11 几位著名中国物理学家3.11.1 吴有训3.11.2 严济慈3.11.3 赵忠尧3.11.4 王淦昌3.11.5 钱学森3.11.6 钱
三强3.11.7 彭桓武3.11.8 黄昆参考文献第四章 几个物理文化专题及物理基础知识简介4.1 什么是“物理
学”--物理学概念之沿革4.1.1 物理学概念的西方源起4.1.2 中文“物理学”一词的来源4.1.3 关于“耢理
学”的一般传统认识4.1.4 《物理百科全书》中关于“物理学”的解释4.1.5 朝永振一郎关于“物理学”
的见解4.1.6 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4.1.7 “未来我们选择怎样的物理学？”一文的相关思想4.1.8 赵凯华先
生的观点4.1.9 启示参考文献4.2 物理学基本概念、思想与方法4.2.1 物理学基本概念⋯⋯第二编 物理学
简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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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应该敢于正视科学的负面作用，但应该是科学承受人们的指责还是人们应该反省自己的所作
所为？我们不能否认有些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者，成为了其专业的奴隶，兴趣单调丧失了作为一个文
化人的大部分性情，甚至成了乏味的畸形人。中国古代就有大儒小儒之说，小儒是指不能灵活把握真
正思想精华的僵化、呆板之辈。这种畸形的科技人物就相当于科技文化的小儒。而可悲的是后现代主
义者们未能深入学习科学本身，没有认真深入了解科学大师们的思想，未能步入其博大精深的精神世
界就以为自己看透了科学和科学家的一切。如果一个人深入地了解一下爱因斯坦、玻恩、薛定谔等大
师的丰富思想，就决不会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轻易对科学和科学家们信口雌黄。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工
作者作为社会人与其他行业人所不同的共性是存在的，这其中有丰富的宝贵的人类文化的内涵。传授
物理文化，主旨就是让更多的人们感受、了解并拥有这部分特殊的人类文化财富。拼命反对科学文化
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正是对这宝贵的科学文化一无所知，至少没有真正的洞察，他们对科学说三道四，
完全是出于无知者的无畏。事实上，对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有深入了解的学者对物理学家和其他科
学家以及对科学都曾做出客观的积极的评价。　　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
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本主义心理学
创始人马斯洛说：“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
‘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
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
的性质。”（马斯洛著，许金声译：《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　　科学史大师乔治·
萨顿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存在着进步或进步的可能性，几乎都是由于科学的应用。我从来没有
宣称科学比艺术、道德或宗教更为重要，但是它更为基本，因为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进步，总是从属
于科学进步的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科学家找麻烦只是为了我们的最终幸福。没有良心我
们就退回到凶残的野兽的水平上去了。如果没有科学家，没有圣徒，没有艺术家，人类社会早就还原
成动物社会了。没有圣徒人类会陷入罪恶之中；没有艺术家，人类会陷入丑陋之中；没有科学家，人
类就会完全停顿而且退化。”（乔治·萨顿著，陈恒六、刘兵等译：《科学史与新入文主义》，华夏
出版社，1989年）　　科学是追求真的，追求真的物理学大师们是关心人类的，是有丰富的文化修养
的，他们的心灵是美好的。通过向广大年轻学生展示这种真与美，使这种真与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相
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在他们身上达到浑然一体的完善的状态，才能使之成长为真善美的统一体。这
将是本书力求接近的终极目标，也应是所有积极的教育的终极目标。　　20世纪初期，在哲学的国
度--德国，有人抱怨再没有了黑格尔、谢林这样的哲学大师。而有的学者，明确地对这种说法予以反
驳：“人们今天抱怨说，我们的时代再也没有哲学家，这是不对的。只不过他们现在在别的系，他们
就是普朗克和爱因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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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分物理文化和物理学史两编。在第一编中定义了物理文化，精选了几位物理学家的语录，对几位
重要物理学家及其思想与贡献作了较为详细的专题研究介绍；在第二编中以物理学史料为依据对古代
物理学史、经典物理学史和现代物理学史作了较系统论述，中间收录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若干专门研
究所得出的结论和形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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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值得一看，向大家推荐～
2、于文化太空洞，于简史又过简。观此书，颇感物理史著述之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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