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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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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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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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钟

古代的计时方法

在人类刚脱离动物界的时候，大约还很难有什么时间意
识。他们只能遵从太阳的安排，在白天进行采集和狩猎。“日
出而作，日没而息”，使他们开始就有了朦胧的 “日”的概
念。人类共同的活动，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单位。要造一把石
斧，一枚骨针，原始人常常要相当时日。那么，他们是如何计
算日子的呢?

我们古代有一种 “刻木记日”方法，即在竹片或木板上
刻痕来计算日子。例如，甲乙两人约好 10 天后在某地相聚，
如何才能不致搞错呢? 他们在约定时就找一小块木板，用力在
上面刻上 10 条口子，然后从中间竖直剖为两片，就像 “介绍
信”与“存根”一样，甲乙各执一半。每过一天，他们都削
去一格，当 10 格削完之日，就是他们相见之时。这种原始的
记日方法后来也为监狱中犯人所采用，他们往往过一天就在墙
上或地上划上一划，以此来计算度过的光阴。

还有一种 “结绳记日”的原始方法: 人们在一根长绳上
以打结来计算日子。例如某人要到远处什么地方去，他就在腰
间围上一根绳子，出发后，即在夜晚投宿前打个结。每走一天
打一个结，当到达目的地后，他就可以从绳上有多少结知道他
这一次走了多少日子，并从中可以估计这地方的远近。当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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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回家时，则在返回路上走一天解开一个结，等到绳上的结全
部解开，他也就应该回到家了。

古人刻木相会

“结绳记日”的方法后来演变成一句俗语: “裤子带上打
个结———要记记牢。”

对于更长的时间，古人们就用向瓦盆内投石子的方法来计
数日子。例如，每当绳上有 10 个结时，他们就扔一颗小石子
( 同时把结解开) ，这样最后从石子和绳结数就可算出到底过
了几十几天。这种扔石记日的方法，在我国有些地方甚至一直
沿用到新中国成立，例如，我国西南边境的苗族地方，他们在
解放前就是这样来计算岁月的。每当月圆时，就在一个竹筒内
扔一颗小石子，待里面的小石子已达 12 颗时，就把它们倒掉，
并换上一颗大石子———表示已到了一年。

后来人们不仅注意到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且慢慢发现了寒
来暑往的规律。冬天的风雪，夏日的骄阳，不仅使他们感受到
环境的变化，而且对他们的采集和狩猎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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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农业社会后，人们终于慢慢认识到了 “年”的概念。
我国很早就对物候有了仔细的观察，如杨柳何时吐绿，田鼠何
时出洞……我们北方的乌苏里江流域，古人弄不清自己的年
龄，而是以吃过几次大麻哈鱼来 “论资排辈”的。因为这种
可口的海鱼，只有每年九、十月间回到乌苏里江中去产卵，所
以吃过 40 次鱼的人一定比吃过 20 次的人年长，理应受到更多
的尊重。

我国北方古人分吃鱼次数来计算年龄

我国蒙古族的祖先，由于生活在大草原上以畜牧为生，所
以常以大草原的枯荣为年。他们把几岁叫作 “几青”或 “青
草几度”。我国古籍 ( 魏书) 中描述岩昌羌族的习俗说: “俗
无文字，但候草木荣枯以记岁时。”

尼罗河定期的来势汹汹的泛滥，帮助古埃及人最早确定了
年的长度。大约在公元前 20 世纪时，他们便发现河水两次上
涨之间，太阳平均升降了 365 次。因而古埃及很早把一年定为
365 日。但有趣的是，埃及人当时使用的却是每年 12 个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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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30 天的固定的 “历”。这种历法一年只有 360 天。所以
在那个时候，最后的五天在历本上是没有 “地位”的。在那
五天中，埃及人都关起门来，不与他人接触，糊里糊涂或者呼
呼大睡地把它打发过去……

一天的时间是较长的，而一个时辰的时间是怎样确定的
呢? 人们发现，根据太阳投在地面物体上的影子长短来判定时
间更加准确。如树木、房屋和物体等的影子。早晨，影子比较
长; 中午，影子最短; 到傍晚，影子又长了起来。

有一封古埃及人写给伯勒尼公主的信中说: “当你的影子
长 16 步的当儿，阿玛西斯就在橄榄林中等待你……”古希腊
的一个喜剧里，有个雅典妇女对她的丈夫说: “等到影子 10
步长的时候，你涂了香油来吃饭吧!”

影子 16 步和 10 步长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古代的埃及和
希腊，许多地方建有一座石碑或纪念碑。白天，太阳东升西
落，纪念碑就投下一个个影子。人们只要用脚去量一下影子，
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时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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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太阳钟

公元前 7 世纪，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圭表，这是一种用日影
来测时的仪器。江苏仪征出土的一件汉代圭表，是由长 19. 2
厘米的竖“表”和一根长 34. 39 厘米的“圭”组成的。

圭上有刻度，标志尺寸。表和圭合在一起时，好像一把尺
子。使用的时候，把表竖立起来，放在阳光下，让表的影子投
到平放着的圭上，就可以知道影子的长短了。圭表不仅能测定
时间，还能推算出当时是哪个季节。

北京故宫太和殿有座古代的太阳钟。叫日晷 ( guǐ) ，是利
用日影测定时间的另一种仪器。这一种仪器是在一个圆形的石
板中间竖立一根铁针，四周刻着 12 个时辰的标记，随着太阳
东升西落，根据针影的方位就知道时间了。

太阳发出光热，万物生长，使地球充满了活力。人们崇敬
太阳，把它奉为神。皇帝的祭祀，人类的生活，无不以太阳的
位置为准。太阳很自然地成为古代的时钟了。

难怪各国不约而同地都发明了 “太阳钟”。希腊人制造了
许多不同的日晷，有的是杆影落在垂直的壁上，有的落在球
面、圆锥面或圆柱面上。随着太阳在天空中运行，杆影也相应
地在移动，影的末端指出字盘上的刻度，就知道是什么时候
了。俄罗斯有一些古代的里程碑，在一面石板中央，放着一枚
三角形铁片，四周刻着罗马字，标明时刻。随着太阳在天空运
行，铁片的影子像钟表指针一样移动着，就可指出是什么时
候。

日晷大多是固定的，使用不很方便，没法带着它去旅行。
印度的化斋和尚制造了一种多棱的手杖，解决了这个难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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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八角形的，每一面表示一个节令。顶上的每一边都穿了一个
孔眼，孔里可以插进一根小木钉，平面上事先根据木钉的影子
的长度刻有记号———时间。它既是手杖，又是时钟。白天，要
知道当时是几点钟，只要拎起顶上的绳子，把小木钉插进小孔
( 孔面要同当时的季节相适应) ，看看木钉的投影，就知道是
几点钟了。

不仅有“太阳钟”，还有奇妙的“太阳闹钟”呢! 一架用
火药线引燃的土炮，在引火线上放置一个凸透镜，当太阳光线
正好经过透镜聚焦到引火线上时，火药线被点燃，引起大炮轰
鸣，它向人们报告了时间。“太阳闹钟”比“太阳钟”又进了
一步，除了测时以外，还是一种古老的报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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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壶

春秋以前，我国发明了漏壶 ( 又叫壶漏，刻漏和铜壶滴
漏) 。漏壶是一种水时计仪器。它的构造各个朝代不同，基本
原理却是一样的。如清代的一种漏壶: 上面三个壶底都有漏水
孔，白天壶里装满了水，依次漏到水壶中。上面二个壶的深度
依次减少一寸，使平水壶的水量可以常满。平水壶的后壁上方
有一个孔，如果水多了，就可以从这里漏到下面的受水壶中，
这样可使平水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水量漏进水壶去。受
水壶中有一个铜人，抱着一根可以上下活动的漏箭，上面刻有
用标尺去量度的时刻。漏箭下端装一个浮舟浮在水面。受水壶
的水逐渐满起来，从漏箭上升的位置就可以知道时间。

汉朝以后，我国唐代的梁令瓒和一行僧等利用水力和齿
轮，创造出了巧妙的计时工具: 水运浑天仪和计时器。另一种
水仪象台是宋代天文学家苏颂制造的，它高约 3 丈，有上上下
下 7 层，台的最上层是龙柱支撑着的浑天仪，用来观星。第二
层装着一种天球仪，露出半球，表示一半在地面上。另一半球
隐没在地平线下，昼夜自动运转。下面五层木楼中，第一层有
3 个门，到了每个时辰的时初，就有穿红衣的木人在左门内摇
铃; 每逢时整，紫衣木人在右门敲钟; 逢刻，绿衣木人在中间
击鼓。第二层，每逢时初时整，拿着报时牌的木人就在中门出
现。第三层专报刻的时间，到时候也有拿着牌子的木人出现。
第四层的木人敲着铃报告晚上的时刻，打着更。第五层的木人
报告日出日没。

元代的郭守敬专门制造了一种报时的仪器，同宋代的报时
器装置相似，不同的是，另外装有龙、虎、朱鸟、龟等四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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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模型，逢到时刻会跳跃起来。
由此可见，古代人已经懂得用标尺去量度延续不断的时

间，难怪民间流传着: “一寸光阴一寸金。”就是说光阴可以
用“寸”来量度。

漏壶有个缺点，每当天寒地冻时，会因水结冰而不能运
转，人们便改用沙代替水，成了 “沙钟”。它是用 3 根柱子构
成的圆柱形木器，中间放置着两个烧瓶似的玻璃瓶子。底大口
细，两个瓶子口相对，有固着物相连，一只瓶子里装有洁净的
沙粒。要开“钟”，只要把它倒转过来就行了。上面瓶子里的
沙往下漏，当沙粒全部漏进下面的瓶子后，可以测量一个较短
的时间: 10 分钟或 30 分钟，每隔 30 分钟，人们只要把 “沙
钟”的瓶子倒转过来，钟又“走”啦!

元代铜壶滴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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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詹希元创造了一种“五轮沙漏”，这是一种专门报
时的机械钟。初轮上装有 16 个沙斗，当沙池里的沙不断地漏
进斗中，压动初轮转动，通过小齿轮分别带动二轮、三轮、四
轮，最后传动到水平旋转的中轮。中轮的长轴穿过一个测景
盘，长轴顶端装一根指针，随长轴转动，测景盘上刻有时刻，
指针转到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时刻。中轮上的特别装置，带动
测景盘两旁的两个木人，按时敲铃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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