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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再版说明

《学无涯丛书》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编
写的一套综合知识丛书。主要供中学生课外阅读。

为了更好的适应中学生读者的阅读口味，增强他们的阅
读兴趣，保持《学无涯丛书》生命力，我们即时对这套书进行了
修订。修订版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调整丛书册数。对原来８０册一套的《学无涯丛书》进
行了分类整合，删去了一些专业性太强，不适合中学阶段阅读
的篇章，调整为现在的２０册一套。

二、订正数据。对丛书中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核
实，对过时的数据进行了更新，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时代
性。

三、丰富内容。增加了一个知识链接板块，插入了大量图
片。

《学无涯丛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中学生朋友的关
注，这是鼓励我们不断努力、追求完美的巨大动力，欢迎大家
对修订版《学无涯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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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的是知识的扩展性要

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学生以学习为主，他们要扩大自

己的知识面，只能有选择性的博览群书。在浩瀚的知识海洋

中，选择最适合他们读的书。那么什么样的图书才适合青少

年阅读呢？什么样的图书才称得上是好书呢？什么样的课外

读物才能更好的辅助课堂教学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一方面好的课外读物应该是对课堂内知

识的补充，它是课堂的外延；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

素质，让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架

起由学校通往社会的桥梁。

本着为中学生提供精品读物的原则，我们根据他们的认

知特点编纂了这套《学无崖丛书》。本套丛书共２０本，内容丰

富，知识面广，涉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文积累，如：名人、名画、

名曲……最动人的自然景观，如：名川、名花、名山……丛书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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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优美，通俗易懂，并配有大量优美的插图配合阅读。是中学

生读者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出好书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

育的环境下应尽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能力有限，

书中难免有瑕疵，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那将是我们最大

的荣幸。

编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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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

复旦大学

校史概况
“复旦”二字，语出《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

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坐落在中国名城上海的这所
具有悠久历史、享誉海内外的全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取
其名，承其意，一直扬名于我国各大学府之列。原名为复旦公
学的复旦大学创建于 1905 年，1917 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
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后因 1937 年
的抗日战爆发后学校曾迁往重庆北碚，并于 1941 年改为“国
立”。1946 年，学校又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复旦大学历来受
到众多社会名流和领导人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关心支持复
旦的发展，他在 1923 年为复旦年刊题词。毛泽东同志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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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应陈望道校长之请，为复旦亲笔题写了校名。1952 年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2000 年 4 月 27 日，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
复旦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领导。现任校长为王生洪教授，党
委书记为秦绍德教授，名誉校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苏步青
教授。

学科建设
复旦大学学科和专业门类齐全、基础扎实、分科科学。全

校有人文、法学、新闻、经济、管理、技术科学与工程、生命科
学、医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十个学院，43 个系，57 个本
科专业、146 个硕士学位点、80 个博士学位点、22 个博士后流
动站、29 个国家重点学科、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8 个研究
所、61 个研究中心，被定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
养基地。

复旦大学传承办学宗旨，始终把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
质量人才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在“厚基础、宽口径、重能
力、求创新”的教学理念，学校注重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交叉、
组合，在“通才教育，按类教学”的原则下将“普通教学，基础
教学，专业教学”三个方面的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
个性发展，使学生获得系统的知识和实践锻炼的机会。学校
从 1994 年实施学分制教学和管理，加强学生的科研训练，培
养其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同时加强课程建设，大力提倡
“名教授上基础课、带基础实验”。学校重视第二课堂的教
育，设立“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金”，
通过开设百个精品讲座、读百本书、参加百项社会实践和实验
课题的“三百计划”，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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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德、智、体、美相互渗透的素质教育成为校园生活的主旋
律。学校建立了一套严格而有特色的教学管理制度，实行导
师制和首席教授等一系列措施，并坚持不懈地抓教风和考风
的建设，形成了“学在复旦”的良好学风和校风。

骄子良师
在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招引下汇聚了全国

众多天之骄子，现有各类学生 26 000 余人。学生学习刻苦，
思想活跃，富有创造力和开拓精神，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
丰富多彩。1988 年和 1993 年，复旦学生两度代表中国大学
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均获得冠军;在检验科技创新能力的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中，复旦学生分别于 1995 年和
1999 年两次获得第一。排球、射击、艺术体操是复旦大学的
传统体育项目，校男女排球队均是全国甲级队。校内现有话
剧团、书画协会等 90 多个学生社团，广大学生在第二课堂中
汲取营养，锻炼才干。复旦大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在众多学科中，既有享誉四海、造诣弥深的老学者，又有一批
优秀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在 2 500 余位教师队伍中，有教
授、副教授 1 50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近 500 人，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16 人。

教学资源
复旦大学拥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目前复旦大

学占地面积近 140 公顷，校舍建筑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固定
资产超过 15 亿元，有 100 多个实验室和一大批先进的大型仪
器设备。学校现有藏书 430 多万册，期刊总数超过 2． 5 万种。
在 20 世纪末，复旦大学喜获新的发展机遇:“面向 21 世纪，把
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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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是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殷
切期望和和莫大的关注。1999 年 7 月，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
政府签定重点建设协议，复旦大学获得 12 亿元人民币投资。
学校正以江主席的殷切期盼为奋斗目标，努力奋斗，力争把复
旦建成一立足上海、国内一流、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
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

复旦大学是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之一。自 1995 年
以来，理科发表学术论文近 10 000 篇，出版专著近 300 部，鉴
定科研成果 300 多项，获 200 多项各类科技奖励( 其中国家级
30 多项) ，批准专利数 70 多项。文科发表论文 6 000 多篇，出
版各类著作 1 000 多部，获 200 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奖励，
其中有 5 项成果获 1999 年全国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
项目优秀成果奖。

复旦大学还注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与近 3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
关系。

知识链接
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校风: “文

明、健康、团结、奋发”，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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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校史概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 1952 年创建于北京，由当时清华大

学等 11 所院校的 8 个航空院、系组建合并而成的新中国第一
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学。

据现有史料考查，我国的航空高等工程教育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1918 年的三四月间，由于受到当时外国影响和国内
政治军事的需要，北洋政府在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内附设一所
飞潜学校，设立了飞机制造科，其学历程度与普通大学相当，
采用 3 年制。因经费困难只毕业了一个班的学生共 17 人。
但自 1935 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的航空教育并未
完全停止不前，先后在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等 10 所
国立大学设立了航空高等工程教育的系科。

这些航空学系的建设与当时社会状况紧密联系的。由于
当时外国入侵和国内政治的腐败，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
为了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很多爱国青年远涉重洋赴欧、美学
习航空，在当时资金和技术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爱
国热情办航空系科，来造就中国的航空科技人才。又有很多
爱国青年抱着“航空救国”的强烈愿望报考各大学的航空工
程系科。各高校航空系科的教师们为培养我国航空高级人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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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 1936 年起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共
培养了近千名毕业生。他们的努力不仅为抗日和解放战争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为中国
航空工业的创立、发展以及航空高等教育的新生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学校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被国家定为 16 所重点
大学之一，80 年代又被定为全国 15 所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
是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大学之一。1996 年北航被批准
为首批进入“211 工程”的院校之一。建校五十多年来，北航
已发展成为具有航空航天特色的、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
结合的综合性科技大学，形成了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
格局。

科系建设
学校在做深做细教学的同时积极努力扩大教学科研领

域，现设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宇航学院、管理学院、飞
行学院、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海淀应用技术学院和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电子工程系、自动控制系、动力系、飞行器设计
与应用力学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制造工程系、机械工程
与电气工程系、外语系、汽车工程系、系统工程系等 19 个院系
及 6 个培训中心，并建有中国航空科学研究院北航分院。

学校一贯重视科学研究，平均每年承担科研项目 1 200
余项。近几年来，有 700 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国家和省市
嘉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4 项，国家发明奖 19 项、家科技进
步奖 34 项。

学校十分注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近年来，来校讲
学和学术交流的国外专家、学者共有 5 000 多人，有 60 多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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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科学家被聘为北航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和技术顾问，
已与国外 40 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学校共选派了
1 000 多人次出国进修、攻读学位、讲学、参加学术交流和开展
合作研究工作。

教研成果
1978 年是北航办学过程中富有转折性的一年，各个方面

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办学实力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
近些年来，为顺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学校也加快了改
革和建设的步伐。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改革开放以来积累
的经验，提出了“三部一市两面向”( 即为航空、航天、民航三
部门服务，为北京市服务，面向国内的其他部门和地区、面向
国际) 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实行董事会办学、与中央其他部门
和地方、与国内大型企业集团、与国际有关团体联合办学等多
种办学模式，改革学校办学体制，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增强
自我发展的能力。北航面对高等教育的新挑战，正在努力探
索，积极实践，朝着“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发展目标阔步
前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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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德才兼备———即品学兼优，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既要品行

端正，为人正直，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又要有丰富的文化知
识、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
学问，努力成为讲道德、守法纪、有文化、能创新的高素质人
才。知行合一———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既要追求真理、善于学
习，又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
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创造，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
题。同时，也要笃行诚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就是北航
校训的具体诠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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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渊源历程
1898 年 12 月，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

也是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北京大
学的前身，她成立于北京。

1912 年 5 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6 年 12 月，北京大学这一年开始了发展历程中的第

一次革新，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的方
针，使北京大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 1919 年，北京
大学发展成为一所拥有 14 个系、2 000 多名学生的大学，是当
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北京大学的历届学子都心系祖国，关注社会。1919 年中
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是这场运动的
发祥地。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基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学校决定以 5 月 4 日为校庆纪念日。

在抗日战争历史背景下，北大曾与我国其他几所著名学
府融合，北京大学曾先后南迁长沙和昆明，与南开大学、清华
大学等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迁回当时
的北平。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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