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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几年，我在访问西北几所高校时，结识了宁夏大学化学化下学院的杨天林教授，交谈中感觉到他身
上有一种与理科专业背景学者不一样的东西。
他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对地理、历史、文化、文学都有所涉猎，后来又陆续收到了他寄来的新书，
觉得他存科学与文化的通融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这一套写给巾学生数理化阅读的书稿交到我手巾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奇。
凶为他这些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仔细阅读之后，我被书巾的内容深深打动。
作者把一个很难写的题材，写得深入浅出和井然有序。
无论是内容的趣味性、知识性，还是行文的流畅，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这些内容时，一定掌握了很多资料，且在深思熟虑之后进行了结构布局。
作者针对中学生这个阅读群体，将趣味贯穿始终。
书中大量的科学常识、数理化知识都写得通俗易懂。
语言表述也很优美，既幽默风趣，又严谨有序。
    我的总体印象是，作者的思想不张扬，叙述不枯燥，描写很到位，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中学生的心理
特点，站在青少年认识世界的角度，自然地切入历史，客观地介绍知识，将本来是自然科学的书，写
得富有诗情画意。
这可能与他曾经当过巾学教师有关。
    我认为，科学本身是有趣味的，关键是如何去培养自己的爱好。
作者在介绍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又把一些最前沿的知识或概念融合在了容量有限的书中，使其成为一
体。
这种阅读，对中学生学好数理化、掌握教材知识是另一种教育，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
    大家知道，自然科学是用科学方法探索不同自然现象的规律的一门科学，在这个过程中，它体现了
真与美的和谐和统一，培养了先进的思想和境界。
好的作品或理论需要人们去精心打造，然后才又可能成为精品，才能终受住时间的榆验。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微积分理论、牛顿的物理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道尔顿的原
子论、拉瓦锡的氧化学说等就是科学中的艺术精品。
这样的精品当然还有很多，要把这蝗一一介绍给青少年。
是一项重大的丁程。
    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学生开阔眼界，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对科学的认知，特别
是对数学、物理和化学的认知，甚至还包括对文学的认知。
    南京大学出版社这套丛书的出版，填补了青少年通才教育教材的缺失。
这套丛书对转变教育观念，开展通才教育、建设创新社会和全面提高中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价
值和积极作用。
科学知识一定会给青少年带来力量的源泉、创新的思维和无限的乐趣。
希望这套丛书能激发中学生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热情。
    丛书中配有适量的图片，展示了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发展历程或珍贵片段，也帮助我们回味科学发
明中那些耐人寻味的动人故事。
    中学生是祖国今天的花朵，明天的建设者，能为中学生的教育、特别是索质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做些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亦责无旁贷。
    是为序。
    南京大学游效曾(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3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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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物理》(作者杨天林)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空角度，讲述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物理故
事，这些故事潜藏在我们的数理化教材里，是那么的贴近，那么的随手拈来。
《阅读物理》告诉我们，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科学是我们的心灵鸡汤，数理化将成为我们心灵
沟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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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究天人之际一、夜观星象二、心怀穹庐三、给世界找个支点：阿基米德的故事四、山雨欲来五
、春暖花开六、播种在天涯七、经纬度的确定第二章 物理的天人合一、从精确测量开始二、还宇宙以
和谐三、挑战传统：伽利略的故事四、为物理而生：牛顿的故事第三章 物质的表象一、振动与波动二
、光与色的幻影三、光的速度四、光色原理五、光的干涉第四章 电与磁的神话一、古老传说二、神奇
的力量三、从驯服电开始四、风筝实验：富兰克林的故事五、库伦定律六、伏打电池及其他七、安培
定律和欧姆定律八、电报和电话九、电磁交感：法拉第的故事十、电灯、电影、留声机：爱迪生的故
事十一、麦克斯威与无线电十二、电磁波的实验发现和应用十三、力与场的内涵十四、小结第五章 冷
与热的感觉一、热现象与温度计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三、热的本质第六章 宇宙的能量一、蒸汽机
的问世二、卡诺的理想热机三、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四、宇宙真的会“热寂”吗?五、不必杞人忧天六
、用理性来还原真实七、永动机：幻想还是谎言?八、吉布斯：默默无闻的高人九、小结第七章 探索
微观世界一、添砖加瓦二、在黑暗中发现那一束光亮三、徘徊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第八章 站在理论的前
沿一、物理学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二、打开原子世界的大门：19世纪末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三、爱因斯坦
和他的相对论四、量子历程五、霍金的宇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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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墨子对“六艺”中的射、御、书、数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知识有着浓厚兴趣，这也使他成为一个很有名
的木工师傅。
    墨子生平最伟大的事迹之一，是制止了一场楚围进攻宋国的战争，史称“止楚攻宋”。
经过这一事件，墨子及墨家善于守城、防御的名声广为传播。
从”墨守成规”这个成语巾，我们可看出墨子“善守”的影响之深。
    在古代中国，天文观测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普通人不能随便这么做，否则就是犯上。
所以说，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是官方的职责，是权力的象征。
有皇帝的支持，就能取得更多成绩。
    “钦天监”就是这样的部门，翻翻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官府。
在那里上班的人，都是皇帝的御用知识分子，他们负责向皇帝报告观测到的天象，也包括天气变化的
情况。
今天的天文台、地震局和气象局所承担的丁作与他们当时的工作有些相似。
    皇帝就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或预言来决定国家大事，例如祭祀宗庙、与邻国的战争、巡游民间、修
庙凿窟，或别的什么重大事情。
    在这方面，有很多取得杰出成绩的人，他们既是政府官员，也是著名的知识分子。
    像东汉时期的张衡(公元78—139年)。
说到张衡，我们就想起了他的地动仪，将他和地震观测联系在一起。
其实，他还是浑天仪的制造者。
这些仪器的制造离不开物理知识。
张衡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
    还有唐玄宗时期的一行和尚(公元683 727年)，他曾经主持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推算过地球表面的
曲率，预报过日食。
    元朝的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也是一个大科学家，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主持了更大规模的天文
观测，他的观测站点从南到北绵延一万里，东西长达五千里，分布范围可说是相当的广了。
时人把他的观测叫做“四海测验”。
    13世纪以前。
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同家，只是在后来才逐渐衰落。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封建专制思想对人们的禁钢和僵化冥顽的体制对社会的约束很可能是阻碍科学技
术发展的主因。
    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形状有自己的看法，好像从周朝开始，就有了“盖天说”，他们说：“天圆如
张盖，地方如棋局”。
“盖天说”认为，地平而不动，仅仅是星辰在天盖上移动。
    在当时，这种说法是相当地深人人心，甚至直至今天，都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精神共鸣。
你只要想一想太阳和月亮是如何转动的，你只要低头看一看脚下能十地，你就会对此学说心领神会。
    这一学说之所以如此的深入人心，就在于它符合我们的感觉经验。
所以，北魏时期的《敕勒歌》中就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样的句子。
人们在摇头晃脑地背诵这样的诗句时，绝不会想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在古代希腊，所有的知汉门类都被包容在“哲学”这一穹庐之下。
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他们的“哲学”与中国的“哲学”其实有很大区别，当然也有共同之处，那应
该是时间作用于思维的结果，是当时的生存环境对知识的贡献。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在毕达哥拉斯的心目中，哲学就是“爱智”，万物皆为数字。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隐含着最早的物理学思想。
这时期，哲学家主要的兴趣集中在“存在”或“物的本质”上。
因此可以说，他们的目光所及，就是我们今天所渭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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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96-前399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前347年)和亚里十多德(Aristotk，
公元前384-前322年)是古希腊由盛而衰时期的三大哲学家，他们是雅典市智慧的化身，也是爱琴海沿
岸的著名学者。
这三人还是师徒关系。
    苏格拉底关注“人的存在”，他虽然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但他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影响了后来很多
的人。
柏拉图和亚里十多德都是著作等身。
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更足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他一人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在17世纪以前的欧洲
，他的学术思想就是权威和经典，是不可以随便冒犯的。
    亚里十多德著述丰盛，在门类庞杂的著作中，有一本书就叫做《物理学》。
他的“物理”不可与今口的物理同日而语。
比如说，在他的“物理”里，还讲天文，还讲化学，甚至还讲生物，讲得更多的还是认识世界的方法
和视角。
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体现。
    从那些断简残篇中传达出来的，都是些对宇宙的思考和对人自身去向的怀疑。
而且，我们听到的大多是亚里士多德的声音。
亚里士多德太炫人眼目，他的存在使我们忘记了还有更多的大师。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位仅13年(公元前336前323年)，但他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在此后的约1000年(公元前332年公元642年)时间里，亚历山大里亚城成为文化中心，那时候，坐落在尼
罗河口的这座城市不仪学术繁荣，经济也很繁荣。
这座城市的大学和图书馆是当时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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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中学生数理化阅读丛书”是教材，是科普，是课本知识的延伸和强化。
阅读后，你将体会到，数理化很有趣，科学充满魅惑。
    这本《阅读物理》(作者杨天林)是其中一册，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空角度，讲述了一系列
生动、有趣的物理故事，这些故事潜藏在我们的数理化教材里，是那么的贴近，那么的随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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