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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萌芽期》

内容概要

J.D.贝纳尔的这部不朽巨作，首次试图完整地通过历史，分析了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反关系，从石器
时代完美的打火石到氢弹。在这部卓越的研究报告中，这位上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阐明了被推动和
被限制在各种田园、农业、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是如何用逆袭的方式改变
了我们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信仰和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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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著名科学家与科学史家，出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他对X光晶体学做出了主要贡献，同时也是分子生物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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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萌芽期》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关于附注和参考文献
致谢词
序
第二版序
第1篇 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2篇 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导言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古典文化
第三篇 信仰时代的科学
导言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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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萌芽期》

精彩书评

1、两个译者百度都搜不来简介，看了二十页左右，实在看不下去了，翻得跟个中学生似的，一点都
不通顺。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书。不过也怪自己英文水平不够，不然直接看原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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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萌芽期》

章节试读

1、《科学萌芽期》的笔记-第7页

        科学的历史相当长，在这历史中它所经历的变化又相当多，在每个方面都和其他社会活动相联结
，因此，企图达成定义的尝试尽管很多，但只能多少不圆满地展现出整个生长过程中某一时期所存在
的形相之一，而且往往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形相。

2、《科学萌芽期》的笔记-第18页

        实用科学上的研究工作导致种种改进，而纯粹科学上的研究工作就将导致革命。

3、《科学萌芽期》的笔记-第22页

        伟大人物所担任的角色

历次考察所构成的长链和判决性发现上的分支点这两方面，对于科学进步都属必要，但前者大都是许
多勤劳的普通人极力运用智力而得的成果，而后者就通常要联系到科学界的大人物，这样的说法已经
引起一种对科学的着法，以为它似乎只是大人物的天才所构成，因此同种种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效
力，大大地脱离了关系。科学史受着大人物神话的支配，实在比社会史和政治史所受的悠久得多，许
多部科学史事实上不过是大发现家的事迹而已。对于这些大发现者，大自然的种种秘密划时代般地宣
泄出来，好像神降使徒们世代承续那样。大人物对于科学进步诚然有决定性作用，但如不结合当时他
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无法研究他们的成就。正由于看不到这一点，因而解释他们的发现时，就不得
不来用“不知所云”的“灵感”或“天才”一类字眼。有一些人在对大人物的了解上过于鼠目寸光或
者过分懒于思考，以致大人物的身份被降低了，估价被贬值了。事实上他们是当时和常人样的人物，
同样受到那些形
成的影响，也同样遭到那些社会驱策，这个事实只有增加他们的重要性。越是一个大人物，越是在当
时的气氛里浸得透了的；只有如此，他才能有够充分的把握，来切实地改变知识和行动的典范。
在任何文化部门里，尤其是在科学里，大人物更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够了，因为若是缺少本领较低的和
想象力较差的科学家们的预备工作，就绝不能作出任何有效的发现。此辈平凡科学家在大多数的时间
并没有了解到他们所累积的正是大人物所据以进行工作的必要资料。个人与个人间的智力差异范围非
常大。仅有少数人会对科学有贡献，不过今天有机会作出贡献的人较以前为多，而且不久以后还会更
多。被选入科学界的人们，或自愿投身科学界的人们，除了都搞科学以外，在其他一切情节上，几乎
各不相同。这样就构成了科学的很大的多样性，即便由于社会施行各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控制，科
学仍能具有和多样性同等必要的统一性由于社会加给它的统一性，才有可能把科学看作是人类一致合
作的努力，来了解并从而控制人们自己所处的环境。

4、《科学萌芽期》的笔记-第7页

        在文明开始出现时，科学仅是术士、厨夫或铁匠的工作之一形相而已。直到十七世纪科学才建立
起独立的地位。

5、《科学萌芽期》的笔记-第18页

        实用科学上的研究工作导致种种改进，而纯粹科学上的研究工作就将导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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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萌芽期》的笔记-第22页

        伟大人物所担任的角色

历次考察所构成的长链和判决性发现上的分支点这两方面，对于科学进步都属必要，但前者大都是许
多勤劳的普通人极力运用智力而得的成果，而后者就通常要联系到科学界的大人物，这样的说法已经
引起一种对科学的着法，以为它似乎只是大人物的天才所构成，因此同种种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效
力，大大地脱离了关系。科学史受着大人物神话的支配，实在比社会史和政治史所受的悠久得多，许
多部科学史事实上不过是大发现家的事迹而已。对于这些大发现者，大自然的种种秘密划时代般地宣
泄出来，好像神降使徒们世代承续那样。大人物对于科学进步诚然有决定性作用，但如不结合当时他
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无法研究他们的成就。正由于看不到这一点，因而解释他们的发现时，就不得
不来用“不知所云”的“灵感”或“天才”一类字眼。有一些人在对大人物的了解上过于鼠目寸光或
者过分懒于思考，以致大人物的身份被降低了，估价被贬值了。事实上他们是当时和常人样的人物，
同样受到那些形
成的影响，也同样遭到那些社会驱策，这个事实只有增加他们的重要性。越是一个大人物，越是在当
时的气氛里浸得透了的；只有如此，他才能有够充分的把握，来切实地改变知识和行动的典范。
在任何文化部门里，尤其是在科学里，大人物更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够了，因为若是缺少本领较低的和
想象力较差的科学家们的预备工作，就绝不能作出任何有效的发现。此辈平凡科学家在大多数的时间
并没有了解到他们所累积的正是大人物所据以进行工作的必要资料。个人与个人间的智力差异范围非
常大。仅有少数人会对科学有贡献，不过今天有机会作出贡献的人较以前为多，而且不久以后还会更
多。被选入科学界的人们，或自愿投身科学界的人们，除了都搞科学以外，在其他一切情节上，几乎
各不相同。这样就构成了科学的很大的多样性，即便由于社会施行各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控制，科
学仍能具有和多样性同等必要的统一性由于社会加给它的统一性，才有可能把科学看作是人类一致合
作的努力，来了解并从而控制人们自己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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