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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LEI DE ZHONG DA FA MING FA XIAN

发明篇

伟大的钻木取火

火，是一种燃烧现象，从远古时代开始，一直被人类所使用。那

么，钻木取火是怎样被发明，人类又是怎样认识、使用火的呢？

远古时代，自然火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场大火过

后，无数生命被吞食，幸存下来的人类只得从灰烬中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

原始人在从灰烬里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火虽然是可怕的，但靠近它时可

以取暖。这一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大分界线，正

是意识到火可以取暖，人类才产生了保存火种的意识。原始人开始将自然火

种带回洞穴中，专门有人负责看管火种，向火堆中添加燃料。这样，就可以

使火种得以保存下来，人类对火的认识和利用也就从此开始了。

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云南省北部元谋县，发现了这种猿人的化石

和他们使用的大量炭屑。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大约170万年前的中国

元谋猿人，已经开始使用火。另一证据说明，大约在50万年前的北京猿

人已经具有保存火种和使用火的能力。

近些年来，出土了5600年前人类贮存火种的火种器，这些文物证实

了远古人类保存火种的方法。该器物的特征具有贮存火种的功能，口部较

小，便于放置火种后聚火、排烟；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流通的

氧气以助火种缓慢燃烧；底部不平且有一孔，既可以排灰，又可以让少量

空气充入器内，促进空气循环，保证了火种在器内缓慢、持续燃烧。

经过研究，考古人员对火种器的用法有了初步了解。专家推测，火

种器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把火炭投置于器内并在其上覆盖黑炭，适度

封闭口部并置其于空气流通处，这样木炭在器内缓慢燃烧。采用火种

时，打开口部并借助吹火具吹火，火便燃烧起来。使用后，晃动火种

器，排除炭灰并续上黑炭。这样，火种器便如同如今的火炉一样，可以

长久贮存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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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重大发明发现

后来，大约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有的人在打制石器的时候，石头

相互撞击时经常会发出火花。一次、两次、千百次，也没有引起人们的

注意。偶然，有人用黄铁矿或赤铁矿打击燧石，迸出的火花溅落在干燥

的树叶堆上竟点燃了它。人们受到了启发，找来同样的石块，一次又一

次地试验，终于学会了用撞击法取火。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末期，人们又

发现了摩擦取火，也就是钻木取火。人们逐步发明了不依赖自然取火的

方法，这就使火的使用更加方便和广泛了。

自从人类认识火，并能使用火，就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活条件的改

善，更快地促进了人类的进化。

有了火，人们从此可以食用熟食，这样十分有利于食物的消化；有

了火，人们可以用火取暖，这些因素对于原始人类的健康十分有利，大

大改善了原始人类的生存条件。

由于人类终于掌握了驾御火的方法，进而才能烧制陶器、冶炼金属，

并且，正是由于火的利用，人类才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化学知识。钻木取

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自由的阿拉伯数字

在生活、生产、科学研究中我们都离不开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

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数字符号。可是，这种数字并不起源于阿拉伯，而

是古代印度人发明的，但却是经阿拉伯人传向四方的，这就是它们后来

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的原因。

古时候，在希腊、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表示数字的方法均不一

样。比如，希腊用罗马数字，而罗马数字符号一共只有7个：I（代表

1）、V（代表5）、X（代表10）、L（代表50）、C（代表100）、D（代表

500）、M（代表1,000）。这7个符号位置上不论怎样变化，它所代表的

数字都是不变的。在表示数字的时候还有一些规则，这样既难写又难

认。比如要写4，就得先写一个1（Ⅰ），再写一个5（V），这两个数字

并排在一起就是4 （Ⅳ）。

中国最早的数字表示是用甲骨文，更是难解难辨，因此也没有流传

下来，后来人们用筹码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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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LEI DE ZHONG DA FA MING FA XIAN

公元500年前后，随着经济、文化以及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印度次

大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的数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天文学家阿叶彼海

特在简化数字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他把数字记在一个个格子里，如果第

一格里有一个符号，比如是一个代表1的圆点，那么第二格里的同样圆

点就表示10，而第三格里的圆点就代表100。这样，不仅是数字符号本

身，而且是它们所在的位置次序也同样拥有了重要意义。出现了数字记

数法以后，印度的学者又引出了作为零的符号，出现了十进制计数法。

可以这么说，这些符号和表示方法是今天阿拉伯数字的雏形了。

大约在公元750年左右，有一位印度的天文学家拜访了巴格达王

宫，把他随身带来的印度制作的天文表献给了当时的国王。印度数字

1、2、3、4……以及印度式的计算方法，也就在这个时候被介绍给了阿

拉伯人。由于印度数字和印度计数法既简单又方便，其优点远远超过了

其他的计算法，阿拉伯的学者们很愿意学习这些先进知识，并且将它逐

渐传播到欧洲各个国家。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印度创造的数字就被称

为“阿拉伯数字” 了。

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写出了《算盘书》，在这本书里，

他对阿拉伯数字做了详细的介绍。后来，这些数字又从阿拉伯地区传到

了欧洲，欧洲人只知道这些数字是从阿拉伯地区传入的，所以便把这些

数字叫做阿拉伯数字。以后，这些数字又从欧洲传到世界各国。

大约在13—14世纪，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有

一种数字叫“筹码”，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所以阿拉伯数字在当时没有

得到及时的推广运用。直到20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国数学成就的吸收

和引进，阿拉伯数字才在我国开始使用。

后来，人们虽然弄清了“阿拉伯数字”的来龙去脉，但由于大家早

已习惯了“阿拉伯数字”这一叫法，所以也就沿用下来了，并且成为了

国际通用数字。

火药的力量

火药和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并称为我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

许多史籍表明，最早的火药，是在公元9世纪后半期唐末宋初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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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重大发明发现

火药的发明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的起源和炼丹术、

本草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把这种混和物叫做药，也揭示着它和祖国医学

的渊源关系。

当时发明的火药，现在称黑色火药，是硝石、硫黄和木炭三种粉末

的混合物。硝石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硝酸钾，硝酸钾是氧化剂，加热时释

放氧气。而硫和炭容易被氧化，所以把硫黄、木炭、硝石混合在一起燃

烧，就会发生迅猛的氧化还原反应，在反应中放出高热和产生大量气

体。如果混合物是包裹在纸、布或充塞在陶罐、石孔里，燃烧时由于体

积突然膨胀，就会发生爆炸，这就是黑色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

火药是我古代的炼丹家发明的。在炼丹过程中，他们很注重硫黄，

因为硫黄是能够制服金属的奇异物质，它可以和水银化合生成硫化汞，

还可以和铜铁等金属化合。硫黄性质活泼，容易着火。为了控制硫黄，

炼丹家把硫黄和其他物质一起加热形成化合物，来改变它容易着火的性

质，这种方法称为“伏火法”。在进行硫黄“伏火”的种种实验中发

现，当硫黄、木炭和硝石一起加热时，极易发生激烈的燃烧。由于硫黄

和硝石在我国古医书上被列为治病的药物，所以把它们和木炭的混合物

称为“火药”，意思是会着火的药。

唐初，医学家兼炼丹家孙思邈的“丹经内伏硫黄法”，从中可知当

时已经掌握了由硝石、硫黄、木炭混合在一起的火药的初步配方。最早

完整刊载火药配方和制造工艺的，是北宋官修御定的《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成书于公元1044年，在该书的第11、12卷中，记载了制毒

药烟球、蒺藜火球和引火球（也叫“火炮”）3种火药的配方。其中的主

要成分是硝、硫、炭，而且硝的比重大大增加。唐代火药硫、硝含量相

同，为1∶ 1，而在这3个配方中已增加到1∶ 2，甚至近乎1∶ 3，已与后

世黑火药中硝占3/4的配方相接近。同时，又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

料，分别起燃烧、爆炸、放毒和制造烟幕等作用，可见当时的火药配方

已经相当复杂。

火药在军事上、生产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元13世纪初期和中

期，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3世纪后期，欧洲知识分子才从阿拉伯书籍

中得到有关火药的知识；14世纪早期，欧洲才开始制造火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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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LEI DE ZHONG DA FA MING FA XIAN

神农氏的贡献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神农氏，因以火得王，故称为炎帝。继女娲后为

天下共主，传说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五弦瑟，开始蜡祭和市

场，自他以后中国进入农耕社会。

传说中的炎帝为远古时期部落首领，与黄帝同为中华民族始祖。黄

帝和炎帝都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当时，黄帝部落

和炎帝部落都居住在现在陕西省境内的黄河边上。后来，又先后沿黄河

两岸向东部迁移。关于炎帝的传说在宝鸡民间和官方流传，经久不衰。

宝鸡市区和南郊常羊山建有炎帝祠、炎帝陵，海内外炎黄子孙每年清明

节和农历七月初七在此举行盛大祭祀纪念活动。

炎帝部落初期从事采集、渔猎，因“发明”农业，开始了半定居的

农业迁徙生活。迁徙路线是沿渭水东下，到达河南、湖北一带。炎帝部

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炎帝“遍尝百草”，发现了可食用

植物并培育成农作物；发明了生产工具，取代刀耕火种；开创了农业文

明史。同时，炎帝改善饮食结构，了解植物的治疗作用，开创了中国医

药史的先河。

相传，上古时候，没有农业，人们靠打猎、捕鱼、采摘野果为生，

过着原始游牧生活，经常挨饿、受冻、遇险。炎帝看到部族这种苦境，

心里极为不安，日思夜想，希望大家过上丰衣足食的安稳日子。他想，

要是有一种草结出又多又能吃的果子就好了。他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

险，走遍了名山大河，尝尽了无数千奇的果子，有一次误吃了毒果差点

送了命。炎帝仍不灰心，终于在南方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找到了他心

目中能结出很多果子又能吃的草，这就是禾苗。经过试种，第一年就收

了满满一担黄澄澄、又脆又香的果实，第二年，收获了几十担。从这以

后，一传十，十传百，天南地北，种谷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减轻人们耕

作的劳苦，炎帝又教会人们耕作技术。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

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将月分为三十日，立十一月为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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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种谷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把炎

帝敬为神农。明崇祯十二年，把炎帝寻禾种禾的地方取名为“嘉禾”，

即今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

炎帝神农氏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

创造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

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民族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

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融合九州的陶瓷

人类学会用粘土烧结制成容器，是人类使用材料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重大突破，是人类又一个划时代的发明。

陶器是将泥巴（粘土）成形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

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

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

干后变得坚硬。中国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大约在

公元前205万—前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使用火了。先民们在

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

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随之产生了。

最早的陶器是在竹编、木制容器上涂敷烂泥而烧成的。后来才发明

把粘土直接加工成形、烧制，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大约在公元前8000—前6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开始制作

陶器。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巴比伦的城市已采用砖来筑城。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在公元元年左右，人类掌握了通过鼓风

提高燃烧温度的技术，发现一些高温烧制的陶器，由于局部熔化而变得

更加坚硬，完全弥补了陶器多孔与透水的缺点，进而烧制成为陶器。这

是陶器发展过程的重大飞跃，从此形成了陶器时代。中国的瓷器大约始

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宋、元时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瓷器作为中华

文明的象征，大量销往欧亚各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

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事物。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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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

多年的历史。

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抗争的新篇

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1万多年的灰陶、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前仰韶

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前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4000多年前商代

的白陶、有3000多年前西周的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

唐代的唐三彩等。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

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

的明珠，并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对

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垂爱。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陶瓷发展史，它虽然是以衰退而告终，但是给

后人留下的这份珍贵而又丰富的遗产，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记录华夏的文字

汉字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但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

历史，而且也是从古至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由汉字衍生出来的

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但是，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先秦时期认为，造字者为仓颉。《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

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

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

文解字》也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

有关专家认为，仓颉应是颛顼部族人。他“生于斯，葬于斯”，故造书

台北有仓颉陵墓。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4000—

5000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

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

已经创造了汉字。汉字至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1972年对西

安半坡村遗址进行科学测定所得出的结论。半坡村遗址发现的类似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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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划符号，与彩陶的花纹根本不同。这些刻划的记号，都是单个的独

立体，有类似笔画的结构，具备了汉字的雏型，因此断定这就是中国文

字的起源。在此基础上，经2000年后，逐渐发展成为甲骨文。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7000—8000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

号了。在50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

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

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

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文字的出现

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

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的一位代表人物。

汉字的形体演变，大体上有5个主要阶段：

1.甲骨文，即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2.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

3.篆书，又称“官书”，分大、小二种。

4.隶书，草篆首先在“徒隶”的官书中使用，这便是隶书产生的

由来。

5.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楷

书即“楷模”之意，是标准字体。

社会不断发展，事类逐渐繁多，文字作为工具，为适应需要，必然

要求书写日趋简便。由于佛教的传入，六朝时造像祝福，树碑志祖，纪

事日渐盛行。一般人对于文字的应用也多起来了。隶书、楷书的兴起，

使书写、镌刻大为便利，并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蔡伦与造纸术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也就是把字写

在什么地方。据考古发现证实，文字出现以后，人们首先是把文字雕在

石头上，刻在陶器上。当然，这不便于文化的传播。此后，各地又先后

出现了不同的文字载体。比如，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

史；古代的欧洲，人们长时间地利用动物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

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供古人用来书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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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

远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蚕茧作丝

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这种处理蚕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的基本

要点是，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

浆。此外，中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

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

据考古发现证实，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用以包装

的纸，这些纸都比较粗糙，还不能用来作为书写的材料。

东汉时期，出身贫民的蔡伦在15岁时被召进宫中，成为宫中的宦

官，后升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安帝元初元年（114），受封龙

亭侯。在蔡伦任尚方令时，他拥有了制造御用器物的环境，为改良造纸

技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蔡伦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他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

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就可以使纸张为大家所接受。蔡伦首先使用

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的

提高。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远比麻类高，因此树皮的脱

胶、制浆要比麻类难度大，这就促使蔡伦改进造纸的技术。西汉时利用

石灰水制浆，东汉时改用草木灰水制浆，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有利

于提高纸浆的质量。

据史书记载，蔡伦在总结前人造纸技术的基础上改进造纸工艺，采

用树皮、破皮、旧鱼网、麻头等废旧纤维作原料，造出了既轻便又美观

的纸，被人们称为“蔡侯纸”。

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在尚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

和帝刘肇，汉和帝很欣赏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

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

之后，造纸术首先传入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和越南，随后传到了日

本。中国的造纸技术也传播到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并通过贸易传播到达

了印度。

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对于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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