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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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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有无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

明与创造，正是由于这些发明与创造的出现，使人类不论在经济

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也推

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比如说斯蒂芬逊发明火车，以极大的推动

力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爱迪生一生中千余项发明，给人类以

莫大的益处。在享受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文明的同时，我们有必要

了解一下他们发明的经历，看看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是如

何辟荆棘，如何以执著的精神来完成他们心中的梦想！在这些发

明的背后，凝聚了他们辛勤的汗水，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我

们创造了美好的未来，给人类的发展注以无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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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的天性

提到爱迪生我们就要把他和世界的发明大王联系起来。他一

生中发明创造的东西大约有千余多种，像留声机、电灯、电影、

蓄电池等等。这些足以证明爱迪生对人类的举足轻重的贡献。在

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他的名字好像一颗明亮璀璨的星星，永远闪

耀着光辉。１８４７年２月１１日，爱迪生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米

兰市。

在他小时候，身体比较瘦弱，也不爱讲话，显得非常文静。

安静的他的脑筋却从来没有安静过，他爱思考问题，对周围发生

的一切事情，总是充满着一种好奇心。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庄的

十字路旁，思考榆树怎么就会冒出了绿芽，秋风怎么会染红了枫

叶。他还久久地思索着清晨的太阳为什么总是从东方慢慢升起

来，傍晚又要从西边的山后落下；蓝色的天空中为什么会有朵朵

白云在飘浮……

在他５岁那一年，有一天，爸爸许久不见爱迪生，急得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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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找了大半天。最后却发现他在鸡窝里蹲着呢！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爸爸奇怪地问。

“我在孵小鸡呢。”爱迪生认真地回答着。原来在前一天，他

看见母鸡卧在鸡蛋上孵出了小鸡，就想自己也来试一试，看看能

不能孵出小鸡来。爸爸又好气又好笑地拉起他来，对他说：“傻

孩子！你是孵不出小鸡来的！快走吧！”

小爱迪生皱起眉头，不满意地问：“为什么我不能孵出小鸡，

母鸡能呢？”爱迪生就是这样一个好奇的孩子，他什么都想知道，

都要追根寻底，什么都想亲自试一试。

还有一次，他发现花园的篱笆上有一个野蜂窝。啊，这里面

会有什么奥秘呢？他小心翼翼地探头往里看了看，似乎蜂儿都不

在家。真是好机会！他心里想，今天我倒要看看野蜂窝里到底有

些什么东西。于是便抄起一根棍子就往里边捅。这下可糟啦！一

群野蜂 “嗡”的一声从窝里飞出，直向他扑来。顿时，爱迪生的

脸就肿得跟面包一样，痛得他丢了棍子撒腿就跑。

因为他对邻近的锯木厂、船厂那里的各种工具特别感兴趣，

所以常去那里玩耍；他总爱缠着工人师傅问这问那，有时问得别

人无法回答，只好说 “不知道”。他还不罢休，非追着问 “为什

么你不知道”。爱迪生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有点固执，但又不同

凡响。在爱迪生７岁的时候，全家搬迁到密执安州的休伦港。在

那里，他开始了上学生涯。在当时学校里只开读书、写字、算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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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课。在课堂上，老师讲得枯燥无味，学生稍显不耐烦就会受

到老师的惩罚。偏偏爱迪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经常问得老师

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老师恼羞成怒，还常常当众骂他是一个

超级 “傻瓜”。

爱迪生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眼泪汪汪地回到家中，

向妈妈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表示再也不进学校的大门了。

他妈妈当过教员，比较懂得教育方法。她很同情儿子的处

境，生气地说：“老师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她拉着儿子的手，找

到学校，责备老师说：“你教不好这样的学生，只能说明你自己

无能！我要自己教育他，让你看看，他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妈

妈一怒之下，给爱迪生退了学。从此，爱迪生就离开了学校。

回到家里，妈妈叫着他的小名，严肃地对他说：“汤姆，从

今以后，我教你读书，你有没有决心学好？”

妈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爱迪生的心。他以少有的严肃神情，

回答说：“妈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长大了要在世界上

做一番事业！”

从此以后爱迪生更加勤奋好学。在妈妈的具体指导和耐心帮

助下，认真学习掌握了英语、算术、化学、地理、历史的基本知

识，但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化学。他想方设法找化学书看，并且

把自己平时攒下的零用钱全去买了实验的仪器和药品。

家里的地窖，变成了他心爱的 “实验室”。在他自制的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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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２００多个瓶子，里面装着各种药品。每天他在妈妈那儿

上完课以后，便飞快地跑进地窖，摸着爱不释手的仪器，做着他

心爱的实验。这对爱迪生来说，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

有一天，爱迪生抬头看见飞鸟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于是，

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一个念头：鸟能飞，人可不可以飞？能不能

想出一个办法，让人也飞上天去？他思索着，猛然想到：如果人

的身体里充满了气体，不也会像气球一样可以升上天去吗？经过

仔细观察与试验，爱迪生发现，有一种药粉能产生气体。他高兴

极了，就去动员小伙伴米吉利来做一次试验。爱迪生把一份大剂

量的药粉让米吉利喝下去，不多一会儿，米吉利肚子痛得在地上

直打滚，大声哭喊着，把全家人都惊动了。爸爸妈妈问明了情

况，非常惊慌，赶紧请来医生，才抢救了米吉利的性命。爸爸气

得用柳条鞭狠狠地抽了爱迪生一顿。可是爱迪生一边挨打，一边

心里还不服气的想： “米吉利已经试验到一半，但他不肯忍耐，

真可惜！”

爱迪生的鲁莽，使妈妈非常的恼火，她想，这些化学药品，

大都有毒，随便吃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小汤姆太胡闹了！于

是，她生气地责备说：“这地窖不许你再用了，也不许你再搞实

验了。”爱迪生一听急得都要哭了。他感到自己是做错了，怕妈

妈真的不让做实验，所以他苦苦地哀求妈妈：“我要是不做实验，

怎么能研究学问？怎么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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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听了儿子的话，不禁暗暗地吃了一惊。原来孩子的誓

言，不是随便说的，这是他铭刻在心里的志向。妈妈收回了禁

令，爱迪生的第一个化学实验室就这样存在下去了。

爱迪生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１２岁那年，新修的从休

伦到底特律的铁路通车了。他不想让爸爸妈妈为自己的实验经费

增加家庭消费的开支，决定到火车上去卖报，挣点钱来贴补家

用。

爱迪生一边卖报，一边读书。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出门，晚上

九点半回家。火车在底特律要停几个小时，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到

市里最大的图书馆去看书，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

有一天，忽然有位先生问他： “我常常在图书馆里看见你，

你读过多少书了？”

“我已经读了１５英尺书了。”

听了这奇特的回答，这位先生笑了起来，对这个小家伙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他严肃地问：“你刚才读的那本书，和你现在手

里拿的这本书，内容完全不同，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爱迪

生不明白问话的意思，他说：“我是按照书架上的次序读的，我

想把这图书馆里所有的书，挨着个儿都读完！”

这位先生更惊讶了，他说：“哎呀！你的志向真伟大！不过，

读书如果没有目的，什么都看，效果不会很大。希望你先选定一

个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才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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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偶然的谈话给爱迪生很大的启发，对他的读书、学习和

成长，都具有着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

在火车上，爱迪生除了卖报，还有一些空余的时间。他不愿

意让时光白白流逝，就向老车长请求借用行李车上的一个角落来

做实验。老车长虽然脾气暴躁，心地却非常的善良。他同意了这

个少年的恳切要求。爱迪生高兴极了，接着搬来了许多化学药品

和器具。于是，这节小小的行李车厢很快就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

火车实验室。

可是，好景不长，这样在火车上胡乱的运用化学药品，使得

灾祸降临了。

那天，列车在高低不平的轨道上飞快地奔驰着，震得车厢左

右摇晃。只听见 “叭”的一声，一瓶白磷被震翻在地上。白磷是

一种化学物质，它有两个怪脾气：一是容易被氧化，一遇到空气

就和空气中的氧化合，而且马上发热，使温度不断升高。二是燃

点很低，就是可以燃烧的温度很低，大概达到摄氏５０度，它就

自己烧着了。因此，当这瓶白磷被震翻在地时，顿时着起火来，

这间小小的实验室里烟火弥漫。爱迪生见势不好，赶紧脱下外

衣，使劲扑打，一面大喊：“救火啊！救火！”

老车长和工人们闻讯赶来，顾不上查明起火原因，赶忙灭

火。经过一场搏斗，火总算是扑灭了。但是，老车长对此却火冒

三丈，他扯高了嗓门，把爱迪生骂了一通，还重重地打了他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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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光。当时，爱迪生只觉得 “嗡”的一下，耳朵就什么也听不见

了。原来他的右耳膜被震破了。这位未来的发明家，为他心爱的

实验付出了一只耳朵的代价。

不幸的遭遇并没有打消爱迪生进行试验的念头。他不能在火

车上搞实验，就打算卖完报纸以后，回到家里去搞。这时候，他

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电学方面来了。爱迪生和邻居的孩子合伙安装

了一架结构简单的收发报机。他们在两家之间支起竹竿，拉起铁

丝当电线，还找了一些玻璃瓶，当绝缘器，两个孩子常常从晚上

练到深夜，有时候，一直练到清晨。

说来也真凑巧，车厢着火以后不久，爱迪生居然得到一个学

习电学的好机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１８６２年８月的一天早晨，爱迪生正在某个小车站上卖报。

猛一抬头，突然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蹲在铁轨旁玩石子，一

列货车正朝他飞驰而来。爱迪生尖叫了一声，扔下报纸，奋不顾

身地冲下站台，一把抢出小孩。这时候，火车擦着他的耳朵呼啸

而过。好险哪！爱迪生抱着小男孩摔倒在铁轨旁，他的脸和手被

划破了。值得庆幸的是，孩子得救了。

小男孩的爸爸叫麦肯基，是这个站的站长，还是一位优秀的

报务员。麦肯基亲眼看到这惊险的场面，感动得话都说不连贯

了：“谢……谢谢，谢谢你救……救了我的孩子！”

爱迪生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他从地上捡起报纸，拍打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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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灰土，登上火车就走了。

第二天，当爱迪生乘坐的火车进站的时候，麦肯基早已在站

台上等候着了。他十分诚恳地对爱迪生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酬

谢你的。听说你对电报很有兴趣，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教你收发

报技术，使你成为一名报务员。”这番话正说在小爱迪生的心坎

上。他高兴地接受了麦肯基的好意，跟着他学习收发电报的技

术。

爱迪生学习非常专心，所以进步也就很快。才三个月的时

间，他对收发电报的技术已经掌握的很熟练，麦肯基推荐他担任

了火车站的报务员工作，这次非常意外的学习机会，为爱迪生以

后进行的伟大发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爱迪生１６岁到２１岁的５年之中，为了寻找职业，他被迫

离开故乡，真可谓是在探求中寻找学问的过程，他到处的流浪，

经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是，只要他有一点多余的钱，马上

就去买书和实验用品。

有一次，爱迪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城市里当夜班报务员。白

天，他在旧书店里买了几十本书，准备下班以后带回家去。清

晨，三四点钟，爱迪生下班回家了。他扛着沉甸甸的一大包书低

头走着。夜间巡逻的警察远远看见他打着大包，走路匆忙，疑心

是贼，大声喊他停步。可是爱迪生因为耳朵聋，根本没有听见，

还在匆匆忙忙地赶路。警察误认为他要逃跑，举起枪就放，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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