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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纪，科学技术
正以人类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未来。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结合当前最新的知识理论，

根据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特点，向青少年即全面又具
有重点的介绍了宇宙、太空、地理、数、理、化、交
通、能源、微生物、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多
领域、多学科、大角度、大范围的基础知识。内容较
为丰富，全书涉及近 100 个领域，几乎涵盖了近 1000
个知识主题，展示了近 10000 多个知识点，字数为
800 多万字，书中内容专业性强，同时又易于理解和
掌握，每个知识点阐述的方法本着从自然到科学、原
理、论述到社会发展的包罗万象，非常适合青少年阅
读需求。该书是丰富青少年阅历，培养青少年的想象
力、创造力，加强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对未来的向往憧
憬，热爱科学的难得教材，是青少年生活、工作必备
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注意难易结合，强调内容的
·Ⅰ·



差异特点，照顾广大读者的理解力，真正使读者能够
开卷有益，在语言上简明易懂，又富有生动的文学色
彩，在特殊学科的内容中附有大量图片来帮助理解，
具有增加知识，增长文采的特点，可以说该书在当今
众多书刊中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该书编撰得到了各部门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该书的框架结构到内容选择; 从知识主题的阐述到
分门别类的归集; 从编写中的问题争议到书稿最后的
审议，专家、学者都提供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
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知识性和普及性。

本书采用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在编
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编写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尽
了最大努力，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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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空 趣 话

古代航空理想与神话传说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凭着勤
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同时，在科
学技术方面，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这
些都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的进
步和世界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从雪花、树叶飘
落，云彩流动，狂风中飞沙走石等自然现象，以及天空中的飞
鸟、昆虫等的飞行活动产生联想，得到飞行的启示而向往飞
行。但是，古代生产力非常落后，生产方式也极为简单，人们
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飞行的愿望无法实现，只有寄托于神
话。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奇妙、动人的航空神话传说。这些航空
神话传说不仅丰富了古代人类社会文化，而且孕育了后代航空
技术的萌发。

传说我们的始祖黄帝就是骑着龙飞到天上去做神仙的，征
服洪水的大禹也曾驾着龙到天空游览。在公元前 10 世纪周朝
国王周穆王乘坐一辆“黄金碧玉车”，以日行万里的速度飞往
西方访问 “瑶池金田”西王母。传说天上有仙，称为天仙。
天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飞行云中。仙人王子乔骑的是白
鹤。春秋时候秦国的国君秦穆公的女婿是乘龙的肖史，他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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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自由地飞来飞去。
根据民间传说编著的 《山海经) 书中，有不少 “人鸟一

体”的怪异插图，如羽民国、人面鸦等。这些带有浓厚神秘
色采的怪异图，是古人想借飞鸟来实现飞行愿望的一种飞行想
象图。

我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说的
是后羿从西天王母娘娘那里求得 “不死之药”，夫妻分吃，可
以长生不老。谁知后羿的妻子嫦娥偷着一人吃了，结果她就不
由自主地飞上天空，一直升到月宫里。这不仅是航空神话，而
且也是航天神话。这说明古代的中国人，不仅有航空的理想，
甚至还有登上月球，征服宇宙的愿望。这些神奇、动人的航空
神话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人在征服大自然的漫长岁月中产的翱
翔天空、遨游宇宙的愿望; 而且激励着人们去探索人类飞行的
奥秘。

羽民国 人面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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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 ( 约公元前 3400 ～前 278
年) ，在《离骚》中想象自己驾着由飞龙拉着的车，在天空飞
行，朵朵云彩就像一面面旗帜，在他车旁迎风飘扬，凤凰一边
唱着歌，一边随他在空中飞翔。他飞过巍峨的昆仑山，飞过一
望无际的流沙河，最后到达天边的西海。
《庄子·逍遥游》里，说列子由于得风仙之道，因而能够

驾风不费力地在空中飞行，把想象中的飞行与风联系起来，说
明古人已预见到飞行与风有密切的关系。

诗人李白 ( 701 ～ 762 年) 的 《天台晓望》诗里有: “安
得生羽毛，千春卧蓬瀛。”

诗人杜甫 ( 712 ～ 770 年) 的 《彭衙行》诗里有: “何当
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文学家韩愈 ( 768 － 824 年) 的 《调张藉》诗里有: “我
愿生双翅，扑逐出八荒。”

唐朝的李白、杜甫和韩愈，在他们的诗里都希望人能像鸟
一样生羽毛、长翅膀，在空中飞行。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 ( 1037 ～ 1102 年) 的 《金山妙高台》
诗里有: “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 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
里。”意思是，我想驾着飞车，去东海寻访赤松子，三万里水
路，到蓬莱可真不容易啊!

神话故事 《西游记》里描写的天兵天将、妖魔鬼怪等都
能腾云驾雾在空中飞行。孙悟空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我国甘肃敦煌石窟里的壁画飞天，其职能是侍奉佛陀和天
帝释，因能歌善舞，周身还散发着香气，所以又叫香音神或飞
天伎乐。按佛经的描述，飞天的形象似人非人，头上长角，并
不美。但经过艺术家之手，却成了形貌俊美韵天男天女。这些
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飞天，身披天衣，环绕彩带，飞腾之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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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游龙翔风，彩云飘扬。这是人们向往飞行的又一种表现形
式。

我国古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语言、文字、绘画等方式
表示了古人向往空中飞行的愿望，并广为传播。可以说，古人
航空理想由来已久。

古人在探索飞行的过程中，想象中的飞行器，最早的可能
要算“飞车”了。
《山海经·海外西经》里有: “奇肱国善制飞车，游行半

空，日可万里。”
《帝王世纪》里有: “奇肱氏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

西风吹奇肱飞车至于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东风
至，汤复作车，遣之去。”

传说，成汤在位 13 年前 ( 前 1766 ～前 1754 年) ，西方有
个奇肱国，奇肱国的人都是独臂，但心灵手巧，会猎取飞禽，
还会制造飞车。人坐在飞车可以快速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有一
次刮西风，把奇肱国的人和飞车刮到了汤的国都豫州。汤王把
独臂人和飞车的到来视为不祥之兆，于是把飞车给毁了。过
后，汤王觉得失礼，遂令工匠复制奇肱飞车。过了 10 年，有
一次刮东风，又把奇肱国人和飞车刮回去了。要设计、制造这
样的飞行器，可以想象一定会把当时的能工巧匠给难住。

可能是受鸟类飞行的启示，古人把飞行的愿望寄托于翅
膀，幻想人能“生”翅膀，像鸟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有
了翅膀就能飞行”，似乎减了古人的，“飞行理论”。于是在文
学作品和绘画艺术中出现了带翅膀的人。这种带翼的人，在汉
代 ( 前 206 ～公元 220 年) 就有了。同时，还有带翼的神龙、
神虎、神马等等。

山东省嘉祥县一座东汉时代坟墓———武氏石室，室内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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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刻有长着双翼、四翼和六翼，站立着或在空中飞行的人的
图画。

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有一幅 “雷公”车图，画像为雷公
车，车下云气簇拥。车上树鼓，有羽葆和华盖。车上乘两人皆
肩 －生羽翼，车前有三翼虎，纤索挽引，云气飘飞，羽葆翻
卷，加上三虎肢、体、尾在飞腾中拉成一线，有风驰电掣之
感。另一幅“白虎、羽人”图，右刻翼虎，张口怒目，尾翘
扬。后有羽人翼驰张，体前倾，臂前伸，追逐翼虎。还有一幅
“应龙、羽人”图，右刻一应龙，两角，长舌吐伸，振翼作升
腾状。龙尾之后有一羽人，细腰，修颈，背生两翼，回首遐
望。这种带翅膀的人是古人向往、探索用翼飞行的最好例证。

敦湖

( 山海经) 中有一幅超级怪异图———敦湖，可能是古人通
过对人、兽、鸟三者的比较认识到: 人的头脑比飞禽走兽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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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而野兽的力气比人、鸟都大，飞行离不开翅膀，因而创造
出人面、兽身、鸟翼三合一的敦湖图。飞行器的基本要素是:
控制、动力和翼。人面代表高等智慧，相当于飞行器操纵、控
制系统; 兽身表示力大无穷，相当于飞行器发动机; 鸟翼象征
展翅高飞，相当于飞行器的翼。可以说，“敦湖”是古人向往
飞行，对人、兽、鸟三者的 “部件”重新进行组合的最佳方
案。幻想“生”一双翅膀或自己制造一副翅膀来实现飞行的
愿望，并非只有中国才有，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国外著
名的传说: 工程师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被国王米诺
斯监禁在克里特岛的一座迷宫中。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用腊和
羽毛为自己做了翅膀，从而逃了出来。代达罗斯用这副翅膀成
功地飞到那不勒斯，而伊卡洛斯对这种新的飞行欣喜若狂，没
有听他父亲的忠告，飞得离太阳太近，致使蜡翅膀融化，坠海
身亡。另一位飞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能工巧匠韦兰。
他为自己做了一件金属翼衣，并穿着这件翼衣飞行过。公元前
9 世纪，英国第九个国王———莎土比亚作品中李尔王的父亲布
拉德，他给自己造了一副翼，并试图从特里纳万图姆 ( 伦敦)
的阿波罗宫出发，飞越该城上空。但他坠地摔死了。
《圣经》中的天使都生有一双翅膀，凭借这副翅膀，天使

能天上、人间自由来往。是否具有飞行能力，成为天使与凡人
的最根本的区别。可见，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对带翼
的崇拜及依靠翅膀来飞行都是一致的。依靠翅膀来飞行的神话
传说，在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重复地传播着。人类受鸟类飞行
的启示，首先想到借助翅膀来飞行。但是，从带翅膀的人到研
制成带翼的飞行器飞上天空，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
过程。

马克思曾说: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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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人类实现在天空
飞行的愿望，征服天空的历史，正是从神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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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飞行器在军事上的运用

中国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飞行器的研制受到很大
限制，发展缓慢。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不断的探索，创造发明了
一些简单的飞行器。有些飞行器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
公元前 49 年，公输般帮助楚国攻打宋国。在战争中， “公输
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公输般乘木鸟飞到宋国城池上空进行侦
察。这是中国关于利用木鸟进行军事侦察的最早记载。相传五
代时，莘七娘随夫从征人闽，作战中使用原始的热气球———松
腊灯作为军事信号。被世界公认为最古老的飞行器———风筝，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着
社会各个方面，也影响着军事的发展。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中
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古代一些
军事家注意飞行器在军事上的运用，中国古代就有木鸟、风
筝、气球、火箭等飞行器用于军事方面的种种记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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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在军事上的运用

风筝，由人牵引，靠风吹产生升力在空中飞翔的玩具。风
筝在性质上是一种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英国约翰 W. R 泰勒和
肯尼思，芒森认为 “风筝的起源现在还不太清楚，看来它产
生在远东，大概产生在中国。”并说， “绝大多数中国古代记
载中都讲到，风筝是作战工具。大约公元前 200 年，韩信将军
曾用一个风筝测量离敌寨的距离，而公元 6 世纪和 9 世纪，风
筝曾用作联络信号。”

古今中外的许多史料都证明: 风筝这种飞行器诞生在中
国。中国人发明了风筝，并最早将风筝用于军事。可以说，中
国古代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发明了风筝。

1. 垓下之战汉军借助风筝瓦解楚军

公元前皿年，楚汉战争，汉王刘邦率军追击楚王项羽至阳
夏 ( 今河南省太康县) 以南停止。遂派人与韩: 信、彭越约
定日期会师击楚。韩信从齐国出兵，刘贾从寿春 ( 今安徽省
寿县) 与韩信并行南下攻破城父 ( 今安徽省毫州市东南的城
父村) ，进兵至垓下 ( 今安徽省壁县东南) 。这时，楚国的大
司马周殷叛楚，利用舒 ( 今安徽省舒城县) 地灭亡六 ( 今安
徽省六安县) 地，出动习江郡的部队跟随刘贾、彭越会师于
垓下。四路军队会师围攻项羽。

项羽退驻垓下，兵少粮尽，刘邦的军队和诸侯的军队把他
重重包围。为了尽快攻人垓下城，捉拿项羽，淮阳侯韩信制作
了一只奇巧的大风筝，启奏汉王刘邦，让张良 ( 子房) 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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