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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明》

前言

　　20世纪是科技创新的世纪。世纪上叶，物理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观念和思潮，为现代科学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着，一波又一波的科技突破，全面改造了经济、文化和社会，把世界推进了崭
新的时代。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的势头有增无减，无穷尽的新知识正在静候着青年们去追求、发现
和运用。早在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起步之际， 一些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就看到“科教兴国”的必然
性。他们深知科技力量的建立必须来自各方各面，不能单靠少数精英。再说，精英本身产生于高素质
的温床。群众的知识面要广、教育水平高，才会不断出现拔尖的人才。科普读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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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明》

内容概要

《物理改变世界:数字文明物理学和计算机》从数字文明的高度回顾了物理学与计算机相辅相成的历史
，讨论了计算机和计算中的物理，分析了计算机发展所面临的物理限制和物理学为未来计算技术所提
供的可能前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数字文明时代。计算机原来应物理学的需求而出现，
也由物理学准备了它诞生的物质条件。在20世纪，物理学首先成为立足于实验、理论和计算三大支柱
之上的成熟的科学。在21世纪，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正在沿相似的道路前进。电子计算
机正在全面进入生产技术、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彻底改变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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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柏林，1934年6月生于北京市。1959年毕业于乌克兰国立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后在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工作。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副所长。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物理学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副理事长、陈嘉庚国际学会常务董事。曾任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主要从事理论物理、计算物理、非线性科学和理论生命科学的研究。涉及固体电子能谱和声子谱、金
属红外性质、高分子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模型、相变和临界现象、临界动力学、闭路格林函数方法
、动力电网计算、天线计算、地震活动性统计分析、群论知识工程系统、计算机程序设计、混沌动力
学和符号动力学、DNA序列分析等领域。
1997年夏，在把英文专著《实用符号动力学与混沌》书稿送出之后，郝柏林着重转向理论生命科学领
域研究。早在1985年，他就着手补充生物学知识。之后，又访问国际生物学数据库并下载软件。1995
年与生物学部邹承鲁院士，共同组织香山会议，并主编出版《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一书。1999年郝
柏林在一份《院士建议》中提出，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生物医学信息中心，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二年，他与合作者共同撰写《生物信息学手册》。之后又在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系统讲课，批量培
养年青一代生物信息学人才。
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中英文著作11种。“套磁介质天线的研究”，获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三维晶格统计模型的封闭近似解”，获1987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漫谈物理学和计算机》
一书，获1990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优秀科普书刊编著奖；“实用符号动力学的研究”，获1992年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实用符号动力学》一书，获1995年国
家新闻出版署第7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1997年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统一描述
平衡和非平衡系统的格林函数理论研究”，获199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2000年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相关论文获美国ISI颁发的1981-1998年度“经典引文奖”。2001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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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极少数"聪明人"研制出五花入门的"自动"、"遥控"、"智能"设备，供大多数普通人在劳动中使用，
在休息时"享受"。亿万"傻瓜"们正在不自不觉、舒舒服服地成为计算机的奴仆。　　从结绳记事到卡片
计算机，可以不消耗能量进行计算吗？一问便知是天才的冯·诺伊曼，巨机不巨，微机不微⋯⋯　　
电子计算机是人类学会用火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步行和乘坐空中客车，速度提高不超过200倍。从1945
到2005年60年中，电子计算机的速度提高了1000亿倍。1958年一只半导体三极管的价值，在2000年可以
购买一枚含1亿只管子的功能强大的芯片。性能价格比的大幅度提高并不来自生产厂家的经济核算，
而是源于物理学家从自然规律中发掘出的可能性和工程师们把科学可能性变成技术现实性的努力。正
是物理学的发展把人类推入了数字文明的时代。　　《物理改变世界：数字文明物理学和计算机》内
容丰富、取材多面新颖，可帮助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物理和计算机专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开阔
眼界、了解全局，为进一步深入钻研准备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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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太强大了
2、我买这本书完全是为了其中的一个小章节“可以不消耗热量进行计算吗”——因为这涉及到一个
号称将要毁灭人类的科学灾难（详见《智能简史：谁会替代人类成为主导物种》），而当我拿到这书
迫不及待地翻到相应章节时，得到的却是一个“也许可能好像是，然而未必不见得”的模糊说法，很
是郁闷了一下⋯⋯后来翻阅其他章节，发现大多内容也都是点到为止的简要阐述，某些术语对我这种
外行而言是不太好理解的，而我自认为能看懂的章节也没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尤其是未曾发现关
于某个知识点的足够完整的论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造成这类缺点的首要原因是作者的认真和谨
慎的科学态度：正因为数字技术仍在发展之中，没有什么“可能或不能”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并且由
于篇幅所限，要遍览这么多的知识点，根本不是一本书可以讲完的内容，所以从书籍本身的立意而言
，为了“开阔眼界、了解全局，为进一步深入钻研准备背景知识”，它仍然足以出色地完成它的使命
！
3、利用物理来理解计算机。国内最为顶级的科普书籍，让人恍然大悟的东西。集成电路的制备工艺
应该是现代技术的一个巅峰之作
4、确实很好看
5、可读性差，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行
6、发货很快，书很好
7、面面俱到。作者太有性格了。
8、其实蛮好看的，但后面实在看不懂了= =  好忧伤
9、就是写得不像外国的那样平易近人，看了就像白开水，没多少趣味
10、讲解通俗 内容很好
11、做实验就得学高能物理的范儿
12、深深的挫败感，关于学术和社会。只能看懂前五章，科普的前提也只是你所了解的领域，能带来
一个整体的轮廓。硅平面工艺的出现是计算机发展的分界线，十万计的门级电路集成在几平方厘米的
芯片上实在是件难以想象的事。用机器生产机器的大工业时代，却与大自然的创造相差悬殊，达不到
的极限，只能不断追逐的无力感。现在连趋肤效应和频谱分析都忘记了。
13、见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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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还看过郝柏林先生的一些文集。发现这个老头儿很有意思，应当是我辈物理系学生的楷模人物。
直说直谏，虽然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才能激浊扬清，但是总要有理想和锋利的楷
模嘛。郝柏林先生对混沌的研究是很牛X的，遗憾的是我至今仍不能知其十一。引用他的话，书本上
的东西，一半的废话⋯⋯⋯⋯
2、看完以后有印象的：pop面向过程向oop面向对象的转变写的很好懂。还有就是spin glass在NP完备
性问题的应用做了一些科普。
3、全书只有一个主线——物理学与计算机的相互作用。但却由此延伸到不同层次的多个领域:计算机
领域的各个层次（从物理基础到计算机网络甚至超级计算机），物理学的很多领域，此外还有前沿的
数学如动力系统，语言学，科学史等等。而且基本都能说到位，实属不易啊！这可不是所谓的“专家
”们能做到的。十分仰慕这样的全才。另外这本书读起来很有中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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