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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前言

《科学发现纵横谈》是一本漫谈科学发现的书，虽然篇幅不算大，但作者王梓坤同志纵览古今，横观
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挑选出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
者，应该具备一些怎样的品质。这些内容是作者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情况下
写成的，尤其难能可贵。今天，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努力赶超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加速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本书的出版对正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
广大科技工作者，将会有一定的启发，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特别对正在为革命而努力学习自然科学
知识、准备将来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广大青年读者，更将产生有益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书中的有些内容
涉及自然科学的一些专门知识，对广大的青年读者来说，可能一时看不大懂，但这也无关大局。因为
全书文字清新，笔调流畅，观点也比较明确，要理解作者的基本意思是完全做得到的。希望广大的青
年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更快更好地成长。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德识才学”的要求，对广大青年读
者来说，关键还在于“学”。这个“学”，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各项自然科学知识
，学习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的发明创造，学习群众的集体智慧。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真正做
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者是一位数学家，能在研讨数学的同时，写成这样的
作品，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希望并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写出这方
面的作品，并就不同的观点开展有益的讨论，给广大的青年读者以更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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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内容概要

《科学发现纵横谈:王梓坤教育随笔》是一本漫谈科学发现的书，作者纵览古今,横观中外。通过对科
学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的精辟分析，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名自
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力求具备一些怎样的品质。全书文字清新，笔调流畅，观点明确，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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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作者简介

王梓坤，数学家。1929年4月生于湖南零陵，江西吉安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8年莫斯
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获苏联副博士学位。1988年获澳大利亚麦克里(Macquarie)大学名誉科
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南开大
学数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84－1989)，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高等师范教育
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委员，科学方法论研究会主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
编委等。发表《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等专著九部，论文数十篇。培养博士生20多名，硕士生30余
名。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国家自然科学奖”(1982)、“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985)、
“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4)等，1990年还被评为“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1984年
与北师大部分教授共同倡议在全国设立教师节，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定于每年9月10日为“教师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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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书籍目录

引子——天高可问第一篇  谈德识才学　不是“神”灯——德识才学的实践性　贾谊、天王星、开普
勒及其他——谈德识才学兼备　欧勒和公共浴池——根扎在哪里？　大葫芦和一百匹马——向劳动人
民学习　骡驹与盐碱地——群策群力，大搞科研　《本草纲目》的写作——搜罗百氏，访采四方　工
夫在诗外——从陆游的经验谈起　冷对千夫意如何，展翅高飞壮志多——热爱人民，热爱真理　真理
的海洋——谈勤奋　原因的原因——一谈识：世界观的作用　倚天万里须长剑——二谈识：科学研究
中的革命　疾病是怎么回事——三谈识：主题及基本观点　天狼伴星——一谈才：实验与思维　心有
灵犀一点通——二谈才：洞察力等　挑灯闲看牡丹亭——三谈才：善于猜想　康有为与梁启超——四
谈才：方法的选择　林黛玉的学习方法——一谈学：从精于一开始　一个公式——二谈学：精读与博
览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三谈学：灵活运用　涓涓不息，将成江河——四谈学：资料积累　剑跃
西风意不平——五谈学：推陈出新　钱塘江潮与伍子胥——六谈学：关于学术批判　斗酒纵观二十一
史——读点科学史　彗星的故事——简谈我国古代的发现、发明　万有引力的发现　一长江后浪超前
浪第二篇  实践一理论一实践　从普朗克谈起——科学发现的一般方法和逐步逼近　大自然的无穷性
——认识为什么是逐步逼近的　赵县石桥等等——科研开始于观察　此曲何必天上有——巧妙的实验
设计　原始地球的闪电——各种各样的实验　奇妙的“2”与“3——谈仪器、操作与资料整理　走到
了真理的面前，却错过了它——谈对实验结果的理解　恒星自行、地磁异常及生物电等等——再谈正
确的理解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谈想象　对称、类比、联想、移植与计算等——谈分析方法　针
刺麻醉的启示——谈概念　“我用不着那个假设——各种各样的假设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假设的
检验　海王星的发现——谈演绎法  物体下落、素数与哥德巴赫问题——再谈演绎法  “在一切天才身
上，重要的是——爱因斯坦谈科学研究方法  电缆、青年与老年人的创造——定性与定量  华山游记与
镭的发现——坚持，再坚持  胸中灵气欲成云——智力的超限  苯与金圣叹的观点——谈启发与灵感  征
服骡马绝症及其他——循序渐进与出奇制胜  能创造比人更聪明的机器吗——逻辑思维与科学幻想  放
射性、青霉素及其他——谈偶然发现  香榧增产记——对归纳法的两点新的认识  朝霞国里，万舸争流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第三篇  编外余音  堆在下层的落叶——黎明前夜的呐喊  白鹭洲求学记——缅怀
顾祖荫校长、高克正老师    青原山求学记  珞珈山求学记  1946—1947年日记自选  豪情尚在话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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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章节摘录

这许多问题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名作《天问》中提出来的。相传屈原在流放期间，看到神庙的
壁画龙飞凤舞，心有所感，便在墙壁上写下了《天问》这篇奇伟瑰丽、才华横溢的作品。王逸在《天
问·序》中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日天问也。”“天尊不
可问”，这话是错误的。王逸大概是个“尊天派”，把天看成统治者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连向它
“请示”都不敢。屈原则不然，认为天虽高，却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可问的。因而他思如潮涌，一口
气提出了172个问题。天文地理、博物神话，无不涉及，高远神妙，发人奇思。当然，我们不能把《天
问》看成～个人的创作，它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问题
，迫切需要解答，而屈原又是个有心人，接近群众，便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构成了这篇不朽的名作
。由此可见，《天问》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反映了劳动人民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的确，在那天
宇高洁、微云欲散的月明之夜，每当我们冷静思考各种宇宙现象时，便不能不惊叹自然界结构的雄伟
壮丽、严整精密。大白银河系总星系，小至原子核基本粒子，复杂微妙如生物界，都遵循各自的发展
规律不断地运动着。这些规律不仅可问，而且可知，它们是认识自然的钥匙，是改造自然的武器。尤
其动人心弦的是，前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规律的？他们怎样从群星争耀、高不可攀的天空，找出天体运
行的轨道？怎样从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中发现原子的结构、基本粒子的转化？怎样从万象纷纭
的生物界找出进化的规律？地球和电子的质量是怎样计算出来的，难道可以拿在手里称一下吗？历史
是人民创造的，在征服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劳动人民是主力军。他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积累了十
分丰富的经验。科学家吸取前人的经验，又经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难道我
们不应该从中学习些什么吗？史料当作纵横读。纵线看来，人类改造自然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在
这场战斗中，有高潮，有低潮，有重大突破，也有短暂的停滞，我们应该探讨突破与停滞的原因。无
数的事实证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贯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遵循
“实践一理论一实践”的规律而发展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经过飞跃而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接受实
践的检验，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是，作为一名自然科
学工作者，是怎样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进行“飞跃”的？为什么在有些问题的研究中这种
飞跃完成得快，而在另一些中则很慢？还有，有时两个人研究同一问题，为什么甲很快就抓住了本质
，而乙则长时间停留在表面？研究过引力问题的人很多，为什么不是别人，恰好是牛顿，作出的贡献
最大？或者，更一般地，我们可以问：作为一名科学工作人员，他应该力求具备一些什么品质？这样
，我们就必须从横的方面来读历史，即必须对历史上一些有贡献的科学研究人员，进行个别的考察和
研究。结果发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德识才学上是比较卓越的。通常我们衡量一个人，提出德才
兼备的标准。德，主要指政治立场、态度和高尚的人品。识、才、学受德的制约。才，就是指才干。
不过，仔细分析，才还可以分为识、才、学三个方面。识，一般指思想路线和科学预见的能力，它对
一名科研人员正确选择主攻方向，决定这场仗该不该打，这件事该不该做，这个问题值不值得研究，
以及怎样做最为有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通常所说的“远见卓识”就是这个意思。任务、方针和
路线确定以后，如何去完成，则主要是才的问题。这里的才，主要指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些人善
于观察、实验和操作，另一些人则长于归纳、分析和推理，二者兼备，实为重要。学，即学问、知识
。学之重要，人人皆知。苟子《劝学篇》说：“学不可以已。⋯⋯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
过矣。”诸葛亮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文心雕龙·神思
篇》指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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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编辑推荐

《科学发现纵横谈:王梓坤教育随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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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纵横谈》

精彩短评

1、不错，是一本科学读书笔记，不要太介意作者又红又专就还好
2、非常喜欢张富国教授的政治课，这本书便是结课时问他推荐的。可能是期待过高，读罢后没有预
想中的醍醐灌顶。内容浅显易读，例子贴切而能说明道理，论述了科学发现的种种因素，又不失文采
。合上全书谈不上收获什么，但是有一个例子印象很深。文章说我们提出假说的时候不能没有事实依
据，比如为什么有的物体能燃烧？因为有燃素。为什么有的物体很冷？因为有冷素。为什么有的东西
有弹力？因为有弹力素。这种某某素的假说便是欺人之谈，历史上最大的骗局是假设上帝存在。说法
国的拉普拉斯把他的著作《世界体系》送给拿破仑，事前有人告诉拿破仑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提到上帝
，拿破仑便对拉普拉斯说，你写了这样一部大著作却不提到世界体系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当即豪迈的
回答说：“我用不着那个假设。”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能用虚妄为懦弱无知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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