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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大学与近代科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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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科学的诞生往往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维萨留斯的《人体的构造》、哈维的《心血运动

论》以及伽利略新物理学的问世为开端，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以及机械自然观和实验数学方法论的形成

为其标志。翻开科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无不与意大利的大学密切相关。 

      意大利是中世纪大学的发源地之一，建立于十二三世纪的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成为其后

欧洲许多国家大学的原型。从１２世纪到１５世纪，意大利对古代科学的传承突出表现在医学领域，其

一，意大利最早设立了医科大学，是古代医学翻译、注释和传承的中心；其二，意大利是医学教育和医

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在这里汇聚了各个时期的著名医学教授和医生，产生了一大批当时颇具影响的医

学著作，对其他国家大学的医学教育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其三，中世纪意大利大学以及其他各国的

大学，使医学教育和发展初步体制化，对医学理论、医学实践、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以及受过大学

教育的医生团体从中世纪到现在的持续存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１５世纪末期，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影响意大利的大学。一方面，人文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

学、诗歌、历史等逐渐进入大学课程；另一方面，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探

求，自然科学课程日渐丰富。进入１６世纪以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在大学的兴起，自然科学精神也得

到发展。这一时期虽然亚里士多德传统仍然统治着大学，自然科学尚未在大学取得应有地位，但那个时

代自然科学大师级人物多出自大学，大学代表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博洛尼亚大学、

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费拉拉大学等，学术氛围宽松，学术思想活跃，解剖学、生理学、天文

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走在了整个欧洲的前列，吸引了欧洲各地的青年学子来此求学，其中就

包括哥白尼、维萨留斯、哈维等近代科学的奠基人物。与此同时在本国也诞生了柯伦波、法罗比奥、法

布里修斯、伽利略等杰出的科学家，正是这些人的卓越成就，使意大利成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地。 

      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席 

      维萨留斯（１５１４～１５６４）是比利时人，哈维（１５７８～１６５７）是英国人。维萨

留斯以《人体的构造》名垂史册，哈维则以《心血运动论》而百世流芳。从《人体的构造》到《心血运

动论》集中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生命科学发展的传承关系，是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这一传承

和发展的纽带恰恰是意大利的大学。  

      １５３７年维萨留斯来到了声誉卓著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校不仅破例授予他医学博士学

位，并聘请他担任了解剖学教授。从１５３７年到１５４４年，维萨留斯在帕多瓦大学执教７年，其名

著《人体的构造》就是他在帕多瓦大学期间完成并出版的。  

      维萨留斯离开帕多瓦后，他的助手柯伦波接替了他的职位，并于１５５８年出版了《解剖学》

一书，书中清楚地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概念。柯伦波之后，是维萨留斯的学生法罗比奥１５２３～１５
６２。法罗比奥被认为是堪与维萨留斯媲美的、１６世纪最杰出的解剖学家，他也是输卵管的发现
者。他的《解剖学研究》于１５６１年出版后，多次在意大利国内外再版，他的《全集》于１５８４年
出版，１７世纪后在法兰克福和威尼斯再版。法罗比奥的继承者是他的学生法布里修斯１５３７～１
６１９。法布里修斯１５５９年在帕多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１５６５年成了该校外科学和解剖
学教授，他是第一个对静脉瓣膜做了适当描述的人。哈维最初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１５９７年来到帕
多瓦大学，在法布里修斯门下求学。当时法布里修斯正在写作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１６０３年出版了
他的《论静脉中的瓣膜》一书。无疑他的研究工作对哈维研究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里哈
维开始了血液流动问题的研究。哈维在意大利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１６０２年返回英国。他边行医，
边研究血液循环问题，终于在１６２８年发表了著名的《心血运动论》。"这种非同寻常的传承关系表



明了维萨留斯和哈维之间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也表明了帕多瓦大学对近代生命科学的奠基性的贡

献。 

      物理学风暴从这里发源  

      １４９６年，２３岁的哥白尼来到意大利，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攻读法律、医学

和神学，１５０３年获教会法博士学位。博洛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德·诺瓦拉（１４５４～１５４０）

对哥白尼影响极大，正是从他那里，哥白尼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对希腊自然哲

学著作的钻研给了他批判托勒密理论的勇气。直到１５０６年，哥白尼才离开留学１０年的意大利，回

到波兰，边行医边继续构思他的新宇宙体系。毫无疑问，哥白尼对天文学的研究以及《天体运行论》的

写作与他在意大利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哥白尼革命直接导致对新物理学的寻求，正是在将天空动力学与地上物理学相结合之后，有别

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新物理学才得以诞生。而新物理学的开创人物正是伽利略。伽利略在力学上的一

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捍卫了哥白尼学说。伽利略将其天文发现写成《星际使者》一书于１６１０年３月

公开发表，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

宙。"  

      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从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到新物理学的建立，也充分表明了意大利的博洛尼

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对近代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贡献。  

      虽然意大利的大学对近代科学的诞生有直接的贡献，但是，当时发展科学并没有成为大学的一

种职能。科学家的行为有的属于个人爱好，有的甚至属于地下行为。当时意大利大学的课堂上占统治地

位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盖伦等人的学说，教授们的世界观仍然被他们的理论所禁锢，稍有突

破，便被视为离经叛道。维萨留斯因《天体运行论》的发表而受到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使他被迫离开

了帕多瓦大学。同样，伽利略也因为研究新物理学而在帕多瓦大学受到攻击，从而使伽利略感到无奈。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开普勒，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尽情嘲笑这班无耻之徒的愚蠢至极。你

认为这所大学的第一流哲学家怎么样﹖尽管我一再勉力相邀，无奈他们冥顽不化，拒绝观看行星、月球

或者我的眼镜望远镜……如果你听到那位第一流哲学家反对我的论据，你一定会捧腹大笑，他在

比萨大公面前卖弄那语无伦次的论据，好像它们是魔术般的咒语，能把这些新星木星的卫星从天空
中驱除和拐走"这或许是当时大学里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直到１９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才把

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从此大学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 (柴林选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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