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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多年来郭金彬教授在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成绩斐然，他的《中国科学百年风云
——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1991年）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1993年）二书相互辉映，
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近年来他在厦门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与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徐梦秋教授合作，组
织编写《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批书稿即将付印，真是可喜可贺。
从已有的书稿内容来看，我觉得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会把中国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郭金彬、孔国平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詹石窗著）、《中国技
术思想史论》（王前著）、《中国现代科学思潮》（李醒民著）、《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周
昌忠著）、《管子的科技思想》（乐爱国著）、《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技》（刘兵著）⋯⋯从这
些书名和作者就可以窥见这套丛书的阵容和水平了。
这批作者都是对他们所写的专题深有钻研的专家，而且题目分布面很广，几乎涵盖了中国科技思想史
的方方面面。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我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的报告
。
这篇报告后来提炼成“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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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之一，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20世纪中外数学及其思想交流的学术
性专著。
本书以20世纪中外数学交流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中心，全面展示了20世纪中外数学思想交流的曲
折历程，剖析了20世纪中外数学思想交流在不同阶段的特色。
本书史论结合、资料丰富，全面吸收借鉴了同行的有关研究成果，并且在史料上有不少新发现，提出
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
    本书可供数学史、数学、科学史工作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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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何方面包含着19世纪最深刻的数学创造——非欧几何。
非欧几何脱胎于欧几里得几何，是对欧几里得几何平行公理长达两千多年研究的光辉终结。
虽然希腊人和牛顿认为数学空间并不等同于感性空间，但随着牛顿力学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
认为欧几里得几何是现实空间的唯一正确模型。
欧几里得几何的平行公理不像其他公理那样自明，引起了历代数学家的密切关注。
到了19世纪，高斯、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 IvanovichLobachevsky，1792-1856）和波尔约（Janos Bolyai
，1802～1860）三人各自独立认识到，平行公理是独立于欧几里得几何的其他公理的，是不能在其他
公理的基础上得到证明的。
他们先后创立了非欧几何。
罗巴切夫斯基和波尔约于1826年前后修改了欧几里得的平行公理，但由于罗巴切夫斯基的著作《论几
何基础》出版于1829-1830年，是公开出版的最早非欧几何文献，所以后人把这种几何称为罗巴切夫斯
基几何。
罗巴切夫斯基因此又被誉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
非欧几何的发现引发了数学思想的革命，打破了欧几里得几何两千多年的垄断局面。
G.康托尔（Georg Cantor，1845～1918）曾说过：“数学的本质是自由的。
”自由创造的数学精神在非欧几何的建立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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