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二. 哥白尼的时代

1. 新天文学的问题

[开篇问题]

为什么哥白尼和开普勒在日心说得到任何经验证实之前就相信它是天文学宇宙的真实图
景?

为什么与哥白尼同时代的神志正常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会把这个假说当作一种轻率的, 毫
无根据的先验思辨而加以拒斥?

[新理论不被接受的非神学原因]

1. 哥白尼主义者对天文事件的预测误差并不比托勒密方法低;

2. 当时普遍的观测资料支持 “地球巨大而稳定, 天则是稀薄没有阻力地运动的东西”;

3. 旧理论与盛行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与地球相比, 天体在品质上更高贵, 更容易运动)
相契合;

4. 当时的天文学观测无法支持新的理论, 哥白尼学说庞大的计算结果 (恒心距离地球的距
离) 是看似荒谬的.

呼吁接受一种无法抑制的想象力的仓促成果, 而不是接受人们习惯的感觉经验在漫长岁月
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可靠归纳, 这是愚不可及的.(这与如今的经验主义者依然契合)

[哥白尼坚持学说的理由] 我的观念使天文学事实有了一种更简单, 更和谐的数学秩序.

托勒密体系需要大约 80 个本轮, 而新的假设使这些本轮都被消除.

[哥白尼的思想背景]

1. 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察者认为自然似乎受到了简单性原则的支配, 他们用谚语公理的形
式记录下了其观察的要义;

2. 文艺复兴引发的史无前例的宗教动乱放松了人们的思想. 大航海使人们得到推论: 地球
是圆的, 宇宙的中心不在欧洲. 方言文学的兴起, 不同民族艺术倾向的出现, 都使激进的观念得到传
播;

3. 当时的主流辩论已经潜移默化地开始认为天体与地球是同质的 (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
上学不同).

4. 以几何学为核心的数学 (以求解方程为主要目标) 开始寻求将无规则图形简化为规则图
形的方法, 以方便求平方根, 求比例中项等问题的求解;

5. 直到伽利略时代结束, 天文学都被看做数学的一个分支 (天的几何学). 毕达哥拉斯学派
与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宇宙空间与几何空间的等同是重要的形而上学学说, 天文学是更纯粹的数学.

当时的数学科学排序清单: 几何学, 天文学, 算数,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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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哥白尼步骤的根本意涵 — 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复兴

[哥白尼方法的形而上学假定讨论] 在天文学中把地球以外的点当作参考点是正当的吗?

新柏拉图主义是在当时受到压制的带有毕达哥拉斯主义色彩的新兴思潮.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 他们认为数学的尊严是介于形而上学
和物理学之间, 量只是是个范畴之一.

这个问题是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隐匿但充斥在各处的柏拉图主义之间
最大冲突的表现.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必然性] 哥白尼向新世界观的转变只不过是在当时复兴的柏拉图主义的
激励下, 把一个复杂的集合迷宫在数学上简化成一个美妙和谐的简单体系.

“正如人们所说, 只要我们睁开双眼, 正视事实, 就会发现那些现象 (各种行星现象) 相继发生
的次序以及整个宇宙的和谐都揭示了这个真理 [地球的绕轴自转和绕太阳公转].

[笔者注记] 笔者决定从此断开原书第二章 (哥白尼和开普勒), 以区分不同人物所代表的时代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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