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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理性文明从公元前5世纪到17世纪2000多年的发展史，其中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三者紧密相联
，而且扮演着其中的主角与主轴。
在诸多古文明中，如中国、埃及、巴比伦、希腊、玛雅等，天文、星象一直是令人神往、发人深思者
；而且也都注意到天际有五颗与众不同、奇特独行的星体，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它们漫游于黄道十二宫，其行踪独特，令人难解其怪。
因此这也就自然成为古天文学之中心课题：众说纷纭，百思不得其解的“千古之谜”（参看第二章）
。
此事一直到整整400年前之1609年开普勒行星运行定律之发现才得以真相大白。
可以说，上述千古之谜乃是贯穿几何学、天文学与物理学这2000年研究的核心议题。
自古以来，量天、理解天象一直是研究几何学的主要原动力和向往的崇高目标。
古希腊几何学家们，体认到量天在精准上的极高要求，因而这促使他们在定量几何基础论上力求严格
、明确：首先他们在长度的度量上提出“可公度性”，但是在其初论中“误判”可公度性是普遍成立
的并以此为其头号公设。
此事一直到希伯萨斯发现不可公度性之存在才迷途知返；其后希腊几何学界经历了大半世纪的危机、
挑战与“炼狱”，才由欧多克斯创逼近论而得以重建其几何基础论，此乃是理性文明史上第一个伟大
的基石与里程碑（参看第一章）。
如今回顾反思，我们可以认识到几何学是由于天文学的需求而立论严谨，虽经挫折，但终能浴火重建
，脱胎换骨，为理性文明奠定了极为基本、重要之几何与分析基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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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通俗浅显的语言，介绍了从古希腊时代到牛顿时代关于天文学变革的历史，特别突出了开普勒
关于行星运行理论的功绩。
本书作者试图用初等数学推导再现，开普勒当年如何从第谷等前辈积累下来的浩瀚的天文观察数据中
，获得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研究过程，同时又解释了牛顿如何从开普勒三大定律导出万有引力定律。
    作为通俗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历史的普及读物，本书对于大学理工科类学生以及学有余力的高中生，
了解西方文明和理性思维的发展过程很有裨益，对读者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有
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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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新柏拉图主义——数学与实体托勒密理论发展至今，一直与观测结果相当一致，科学家们不
可能因为其中微小差值，而改弦更张，全然取代地心系统。
再者，反对地心说即是驳斥亚氏之宇宙论，而目的论的宇宙观，根深蒂固，并非轻而易举就可被推翻
。
因此近代日心说的发生，中间必定是产生了一种思考模式的跳跃与转移。
而这种跃迁发生的原因，却完全是来自于天文学以外的一种信念——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为延续及强调柏拉图所主张“数学为变动世界背后之实体”，且淡化其余内容，并加上
一些超验神秘性的一种思潮。
该学说的创始者普罗克洛斯（Proclus，415-485。
）曾言：“所有的数学种类都在灵魂中有一个基本的实体，于可感觉的数字之前，在她最幽深处可找
到自我运动的数；鲜活的图形先于表面可见的图形；理想的和谐比例先于协调的声音；不可视的轨道
先于在圆上运动的物体。
⋯⋯必须把所有这些形式设想为有生命力及知性的存在物，且为可见的数字、图形、理解及运动的范
例。
我们应追随蒂迈欧的学说，他从数学形式中导出源头，并完成灵魂结构，且自其本质反映出万物存在
之因。
”新柏拉图主义认为本体（being）的源头是唯一、整全和无限（one，whole，infinite），它是生命的
源头，因此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它不具任何事物的属性、大小或外形，因它超越所有个别物。
人内在的灵魂（human sonl）自出世后就脱离了其最初的整全状态，因此必须竭尽所能，重回到原初
之永恒、至高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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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千古之谜与几何天文物理两千年:纪念开普勒《新天文学》问世四百周年》：众所周知，地球和其他
行星绕日运行的常识，一直到1609年开普勒行星定律的发现才真相大白。
行星漫游于星际的行踪奇特，其理何在？
此乃古天文学家的中心议题，也是希腊几何学的量天巨梦，堪称“千古之谜”。
理性文明自公元前五六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两千多年的演进与发展，其主轴与重大进展主要在几何、天
文、物理；而上述千古之谜则是贯穿全局的主角。
《千古之谜与几何天文物理两千年:纪念开普勒《新天文学》问世四百周年》以简朴明快的表述，概括
了几何、天文、物理这两千年的探索历程与辉煌成就。
古希腊几何基础论、开普勒的《新天文学》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理性文明中三个伟大
的里程碑。
《千古之谜与几何天文物理两千年:纪念开普勒《新天文学》问世四百周年》的重点在于分别对上述三
个重大突破提供简洁易懂的重访，特别是后两者。
这对于大学理工科类学生和学有余力的高中生理解理性认知的途径很有裨益，对于培养读者理性解析
思维的能力有启蒙和增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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