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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暋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

放眼21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

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

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的局面。在严峻的挑战

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靠人

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就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

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

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广东教育出版社在

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出版了 《迈向21世纪科

普丛书》等许多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现在,一套大

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

读物 《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又由该社出版面

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

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

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

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
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为纬,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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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

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

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

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反映科学家们独立

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唯实

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
宽容的人文精神,让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

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

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

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密

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

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

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

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古代,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

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产生过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

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

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

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13亿

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

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

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作提高创新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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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
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

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

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

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

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

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

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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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幅图表下的英灵

1907年2月,清晨,俄国彼得堡城。
天色灰暗,北风呼啸。阴霾的天空不时地飘着

雪花,路边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吱吱作响。雪

已经下了三天三夜,马路、楼房,整个古城都穿上

了素朴的银装,路上行人稀稀拉拉,显得格外凄凉。
突然,一列长长的送殡队伍踩着积雪经过中心

大街。队伍的最前面,是几位青年大学生,他们抬

着填有许多拉丁文字母和数码的巨幅图表;灵柩的

后面,缓步跟着科学界人士、政府官员、学生……
多达几千人。人们默不作声,面目忧戚,脚步沉

重……那嘎吱、嘎吱的摩擦积雪声,更叫人心魄不

宁。望着缓缓消失的送殡队伍,围观的人群不由得

议论起来。
“奇怪,送殡队伍前面,抬着一张大图表干什

么?暠有位平民诧异地问道。
“可能是什么大人物采取的一种新的葬礼仪式

吧!暠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模糊不清地信口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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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
人群中你一言,他一语……
听到喧闹的争论声,一位青年人走近人群,向

他们叙说了这巨幅图表的来历。
凝结着门捷列夫一生心血的这张图表,人们并

不认识,可是,一提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

捷列夫 (DmitriiIvanovichMendeleev,1834—1907
年)这位誉满俄罗斯的大科学家的名字,人们都恍

然大悟了:原来这是伟大的化学家门捷列夫的葬礼

呀! 旋即,人群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由衷地向俄

罗斯光荣的儿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

列夫,致以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门捷列夫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他最主

要的功绩,亦即对科学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揭示

了元素周期律。送殡队伍中的那张迎风招展的巨幅

图表,便是今天几乎尽人皆知的元素周期表。
当然,元素周期表当时在俄国、在欧洲,乃至

全世界的化学界,也是闻名遐迩的。因为这张图表,
不仅为化学科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丰碑,而且还

揭示了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自然规律。人们将元

素周期表置于门捷列夫的葬礼之中,就是表示对门

捷列夫丰功伟绩的缅怀和纪念。
参加门捷列夫葬礼的一位科学家,在沃尔科夫

公墓———门捷列夫的墓地,向门捷列夫的遗体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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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最后的告别时说:“亲爱的德米特里,永别了。您

在理论方面的建树,是同牛顿、开普勒、达尔文齐

名的,都是全体有思维的人类的共同财富。暠
“安息吧! 伟大的……暠
的确,就这些伟大人物对于各自领域所创造的

业绩而言,门捷列夫确实可以与牛顿,与开普勒,
与达尔文相提并论,前后辉映。门捷列夫———元素

周期表,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即使不在元素

周期表的前面冠以门捷列夫这个姓氏,人们也会很

自然地联想到这位杰出的俄罗斯化学家,正如万有

引力定律之于牛顿,行星运动三定律之于开普勒,
生物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一样。

当人们将门捷列夫的灵柩埋葬后,留在地面上

的元素周期表,被安放在门捷列夫的墓前。站在墓

前的亲朋好友,望着这巨幅图表下的英灵,痛不欲

生……一位白发老人在痛哭声中晕倒在地。她就是

门捷列夫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波波娃。她

比门捷列夫大得不多,从小总带着门捷列夫玩耍,
有着深厚的姐弟感情。

她从昏迷中醒来,仿佛又回到七十多年前西伯

利亚的那座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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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娃的回忆

那是1834年2月8日,一个晴朗的日子。俄罗

斯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市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又诞生了一个小男孩。
他的父亲伊万·巴甫洛维奇·门捷列夫,从外

面急忙赶赴家中,看一看自己的小儿子,便上上下

下地忙活起来……虽然这个家庭子女很多,伊万·
巴甫洛维奇·门捷列夫背着沉重的生活负担,但是

他的心情也和门捷列夫的母亲玛丽雅·德米特里耶

夫娜一样,为儿子的到来感到高兴。他的情绪影响

着整个家庭,孩子们望着父亲高兴的样子,欢快地

共进午餐。
火炉烧得很旺,冬日的小屋里觉察不到一丝寒

意。
玛丽雅·德米特里耶夫娜轻声地叫丈夫过来,

“亲爱的巴甫洛维奇,为儿子取个名字呀!暠她面带

微笑地说道。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怎样?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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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维奇以请示的口吻回答道。
就这样夫妇反复商量,最后为他们第十四个孩

子取名为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多么

响亮的名字。然而当时家里人都不习惯这样称呼他,
又给他冠上了一个爱称———米佳。

小米佳聪明、伶俐,备受父母的疼爱,姐姐、
哥哥也非常喜欢他……

往事历历,波波娃泪痕满面。家庭的遭遇、苦

难的童年……这一切一切又涌上心头,那双模糊的

泪眼,又合上了。人们惊呼起来……
门捷列夫的父亲早年是位才华出众的人物。他

毕业于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先后担任过两个省级

学校的校长。但是由于他思想激进,同情十二月党

人,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偏僻小城,任

托博尔斯克中学校长,使这个一度辉煌的家庭,陷

入困境。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巴甫洛维奇勉强维

持着一家的生活。
门捷列夫来到人世间才几个月,不幸又一次偷

袭了这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巴甫洛维奇因患眼疾双

目失明,后经手术恢复了部分视力,但上司还是让

别人接替了他中学校长的职位,使他不得不退休回

家。微不足道的退休金怎能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啊?
玛丽雅·德米特里耶夫娜心急如焚。

这突如其来的灾祸,使玛丽雅这位柔弱温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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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度陷入迷惘。然而这位伟大的母亲很快就从

焦虑的困惑中觉醒,毅然担负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和

教育子女的责任。她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四处奔波

打工,渐渐地变得刚强起来。
一天,米佳的舅舅从阿列姆将卡村来到妹妹玛

丽雅家。刚一坐定,便向妹妹谈起了他所办的工厂

的事,并述说了他要到莫斯科定居的打算。
“我去莫斯科办事,工厂却乱了阵脚,真没想

到。暠玛丽雅的哥哥瓦西里·科尔尼耶夫生气地说。
“你出门在外,家里没有替你掌管生产的人吗?暠

玛丽雅循着哥哥的想法问道。
瓦西里逐渐谈到了他的来意,并向妹妹提出请

求: “你能否帮助我管理一下这个小工厂?暠玛丽雅

这才明白,犹豫不决地应了声:“好吧! 我想想看。暠
几天后,玛丽雅就将全家搬到了距托博尔斯克

小城几十里外的阿列姆将卡村庄,开始了经营乡镇

企业的新生涯。
这座已经破旧不堪的小玻璃厂,早已濒临倒闭,

生产、管理乱七八糟。玛丽雅对工厂进行一番整顿,
很快使这座小小的玻璃厂起死回生。

出乎预料的是,这座小小的玻璃厂不仅使门捷

列夫一家摆脱了困境,而且塑造了一个伟大化学家

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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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王国的
一位不速之客

暋暋母亲的刚强和干练,对于幼小的门捷列夫起到

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玻璃制造工艺过程,则成了这

个少年儿童最早接受的物理和化学教育的唯一途径。
玛丽雅接过哥哥的玻璃厂后,不仅在管理上采

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还改变了产品的种类,
又上马了不少新产品。以药房的玻璃器具为主的产

品,远近闻名,销路颇大,从而开创了这家玻璃厂

前所未有的局面。与此同时,门捷列夫一家人的生

活也开始有了转机。
小米佳渐渐长大了。他时常悄悄地溜进工厂,

观看工人们怎样熔炼石英砂和加工玻璃。每当碰见

工人们将石英砂子放到炉子里炼成红亮的黏稠液体,
又用铁管沾上一团熔液,巧妙地把它们吹制成各种

形状的器皿,小米佳都觉得新奇,看得出神。 “奇
怪,硬硬的砂子怎么放到火炉里一烧就会熔化呢?
它为什么又能变成玻璃呢?暠他一边聚精会神地瞧着

圆的、弯的、椭圆的,各式花样、十分好玩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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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一边向工人叔叔们追问。有时他还情不自禁

地溜到火炉跟前仔细观看。工人一见到他走近火炉,
就笑呵呵地把他抱开。

长此以往,玻璃制造工艺在门捷列夫这幼小的

心灵上,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谁能想到,
这点点的烙印竟化作了浓厚的兴趣,又将他拉进辽

阔的化学王国。
一晃,米佳长成大孩子了。他的哥哥保尔要报

考托博尔斯克中学了。玛丽雅和丈夫商量,让米佳

和保尔一起报考中学。
“他还小啊! 中学收8岁的孩子还是例外的情

况,而米佳连7周岁还不到呢。暠
“我想,中学会看在你这位老校长的面上答应

的,他们会让两个孩子都登记报名的。暠

1841年秋天,哥儿俩都进入了托博尔斯克中

学。米佳被一年级录取,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要在

一年级学习两年,直到满8周岁时为止。
门捷列夫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就已经掌握了

不少知识和科学常识,所以上学的头几年,就表现

出卓越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对数学、物理学和地

理学很感兴趣,而对那枯燥乏味的拉丁文则深感头

痛。虽然父亲经常辅导他这门功课,但他的拉丁文

仍时常考不及格。在当时旧式的学校里,拉丁文显

得比任何学科都重要。每到临近学期末,学生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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