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化学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9241289

10位ISBN编号：7539241284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江西教育

作者：郭保章

页数：7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学史>>

前言

臣本布衣，笔耕龙潭，苟安残年于盛世（改革开放），不求闻达于诸侯。
命运的安排，使我晚年得识卢老（卢嘉锡先生）。
我们很投缘，相见恨晚。
他写条幅赠我，我写书赠他，他到我家，我也到他家，然而更多的是电话交谈。
卢老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规定，午后3点以前不许有人打扰他。
然而对于上年纪的老人午睡要不了那么长时间，加上卢老爱想事，这时便打电话找我，我的角色便是
陪聊。
尽管谈话的内容天南海北，我所能接谈的多是属于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问题，加之当时我正应广西教
育出版社之约，撰写《中国现代化学史略》（1995年）一书，天赐良机，给我提供请教卢老的机会。
开头，我没有敢跟卢老合作写书的想法，本文开头的“臣本布衣”便是我向卢老讲的。
久而久之，便向卢老建言了：“以您的经历在化学史方面写点东西！
”这时卢老已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转到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相对清闲一些。
从我这方面讲，也希望把《史略》中的“略”字去掉，添上中国古代的，变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化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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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化学通史，历述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化学发展的历程，鸦片战争以前的为古代化学史，鸦片
战争以后的是近现代化学史。
中国古代虽然有高度发达的经验化学，但是近代化学则是从欧洲传来的，逐步生根开花结果形成中国
现代化学，融人世界化学体系之中，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
所谓本原是指存在物最初由它生成，或一切存在物由它构成。
前一种观点可称为“生成论”，而后一种观点可称为“构成论”。
生成论和构成论的不同在于：前者主张变化是产生和消灭或“转化”，而后者则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
素之结合和分离。
这两种观点在古代东方和西方都产生过，但是在东方生成论发展为主流观点，而在西方构成论发展为
主流观点。
生成论和构成论的差别是造成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别的总根源。
　　在西方，到17世纪末，实验化学家越来越多地注意的不单是抽象的性质，也注意化学元素和各种
化合物。
实验室里和生产中的实验使得化学家们相信，不能加以毁灭和创造的不是“性质”而是一定种类的物
质。
并且化学变化不能改变化学元素的本质和特性，而是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
所有这一切，促使欧洲的化学家们转到研究物质组成的正确轨道上来，从此欧洲的化学才步入康庄大
道。
正是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研究化学的目的不是炼丹也不是制药，化学值得为其本身的目的去研究，就是分析物质的元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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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保章，1926年生，安徽阜南人，1950年7月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
历任中学教员；中学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化学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化学通报》
常务编委，主编中学化学教学栏；《化学教育》编委，主编中学化学史料栏。
著有《世界化学史》（1992年）、《中国现代化学史略》（1995年）、《20世纪化学史》（1998年）
；合著《化学史简明教程》（1985年）、《中国化学教育史话》（1993年）；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化学卷）（1986年）、《科学家大辞典》（2000年）、《20世纪学术大典》（化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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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有若干平行文化在各地发展。
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充其势力范围，但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
文化。
武王克商之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自居“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为此之故，武王必须取得天邑，居天位治斯民，却也不能不对商的先王有所尊礼，庶几肯定周室新得
的天命。
所有的这些不单是为政治宣传，也是基于古人对天神上帝的信仰。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中国”的王者。
这个观念，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史上争正统的理由。
首次提出“中国”一词，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极重要的意义，也不可低估。
周人在克商之后，除了建立一个部族的大联盟外，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
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I生的天命之前俯首。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
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
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个文化秩序的延续。
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
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
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
中国3000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
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
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
进入。
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
的互斥。
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学史>>

编辑推荐

《中国化学史》按时代顺序分章论述中国化学发展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末。
每章还有当时社会背景及世界同期透视，是为特色。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化学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