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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了镜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有了伞，我们不再害怕风雨和烈日；有了牙刷，

我们每天都可以保持口腔卫生；有了肥皂，我们可以把双手和衣物洗得干干净净；有了保

温瓶，我们在冬日出门的时候也能喝上热水；有了别针，我们可以方便地把东西固定在一

起……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但却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舒心。想知道

它们的发明故事吗？那就快开始阅读吧！ 

 

口腔“清洁工” 

早在2000年前，古人就用树枝、稻草或手指来清洁牙齿。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牙刷实物，

是在我国辽代的墓穴中发现的一个骨质的牙刷柄。在印度，一些地区的人们用杨柳枝刷牙，

即把杨柳枝的一头咬软，蘸上水或药物清洁牙齿。这种方法后来传到了中国。到了唐代，

人们把柳枝做成刷子状，蘸药水刷牙。这是中国古代盛行的牙刷，也是近代牙刷的雏形。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近代第一把牙刷竟然是在监狱中诞生的吧。 

18世纪末，英国掀起了革命大潮，很多人都加入革命大军之中，包括一名叫威廉·艾利

斯的皮匠。很快，伦敦警方以煽动骚乱罪逮捕了他，并没收了他赖以生存的皮匠铺。 

在狱中，很多囚犯都在浑浑噩噩中混日子。可艾利斯却总是在思考自己的出路。他的

刑期并不长，出狱后，没有了皮匠铺，他要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一天，吃过午饭之后，他拿起用于清洁的布，反复擦拭牙齿。这样的洁齿习惯，欧洲

人已经保持了几百年。艾利斯擦了好一会儿，手都举酸了，仍然觉得牙齿不够洁净。艾利

斯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清洁牙齿呢？如果用一把小刷子来洗刷牙齿，会不会比用布擦拭

牙齿的效果好？ 

吃晚饭时，他将一根细细的肉骨头偷偷地装入口袋，带回自己的囚室。然后又向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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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一些硬猪鬃毛和胶水。这天夜里，他把骨头打磨光滑，在上面钻了一些小孔，然后将

猪鬃毛分成小束插进孔里，涂上胶水，最后把猪鬃毛修剪整齐。就这样，第一把现代牙刷

就在监狱中诞生了。 

经过试用，艾利斯觉得这把自制的牙刷比布好用多了。艾利斯很开心，不光是因为口

腔得到了更好的清洁，更是因为他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刑满出狱之后，艾利斯立即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并想办法筹集资金办起了牙刷

厂，并大力宣传。当牙刷在市场上出现后，人们争相购买，赞不绝口。牙刷便在欧洲盛行

了起来，后来传到亚洲、美洲直至全世界。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牙刷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牙刷，如可

视牙刷、电子牙刷、无需牙膏的牙刷……其实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牙刷，都如同口腔中的“清

洁工”一样，给我们带来清新的口气。牙刷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它为保护人类

的牙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知识加油站.............................................>> 

牙刷的选择很重要，刷毛的选择应软硬适中，太软的刷毛不易刷干净。每次刷牙后必

须用清水把牙刷清洗干净并甩干，并将刷头朝上置于通风干燥处。牙刷使用时间长了，刷

毛积存细菌，不利口腔健康。因此，至少每三个月更换一把牙刷。 

 读故事长知识......................................................>> 

欧洲的人们用布擦拭牙齿，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艾利斯就是在沿用前人的习

惯做法之时，发现了不足并琢磨出改进之道，最后研制成了近代第一把牙刷。习惯很容易

让人产生惯性思维，走前人的老路子，就算发现不对也懒得提出质疑。但是艾利斯却跳出

了习惯性思维，大胆地实施自己的想法，创新性的发明也就随之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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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灰洗手的秘密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肥皂来清洗衣物。肥皂很便宜，洗涤效果也很好，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那么，肥皂是怎么诞生的呢？ 

在古埃及，法老胡夫要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法老叫来手下人说：“通知厨师们好好准

备，不能在宴会的时候出一点岔子！否则，我会严厉地惩罚他们！当然，如果干得好的话，

我也会给他们大大的奖赏！” 

厨师们得到命令之后，一个个胆战心惊，都赶紧认真准备宴会所需的材料。有一个十

多岁的小帮工，刚刚到宫里的厨房来帮忙，跟着师傅们从早忙到晚，累得头昏眼花，也不

敢坐下来休息一下。 

宴会开始了。厨师们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小帮工也听从师傅们的吩咐来做一些杂

事，忙得团团转。 

这时，小帮工听到一个厨师喊道：“我要羊油，快给我送来！”小帮工赶紧捧着一碗羊

油走过去。也许是因为他太着急了，加上装羊油的碗很滑，小帮工刚把碗端到灶旁，只听“啪”

的一声，碗从他手中滑落，掉在灶边的炭灰里。小帮工吓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完

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师傅走了过来，把小帮工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别慌，你把破碗丢到垃圾桶里去，

再把这堆炭灰清理掉，然后把手洗干净，别让人看出来。” 

 

小帮工点点头，把碗丢到了垃圾桶里，然后把混着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出

去丢掉，大家见了，还以为他在清理炉灶呢！ 

干完了这一切，小帮工赶紧去洗手。他看着自己又黑又油腻的双手，心里不禁犯起了

嘀咕：“这么脏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洗干净啊。”他叹了口气，把手放到了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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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小帮工只是搓了几下，手上竟然出现了一些白糊糊地泛着泡

沫的东西。他觉得很奇怪，又用水冲了冲，哈，油腻的脏东西竟然都不见了！就连以前用

水怎么也洗不掉的污垢，也一起不见了！ 

小帮工觉得奇怪极了，跑去告诉了师傅。师傅看着他干干净净的手，惊讶不已。“难道

是混着羊油的炭灰把他的手洗干净了？”师傅这样想道。 

于是，师傅也试着用混着羊油的炭灰洗手，他的手也很快就变得非常干净。师傅高兴

极了，因为厨师们最头疼的事，就是一双手整天油腻腻的。他把这个“秘诀”告诉了其他的厨

师，于是，这种羊油和炭灰的混合物，成了厨师们洗脸、洗手的日常用品。 

法老渐渐发现，那些整日在厨房里围着灶台做饭烧火的厨师们个个手脚白净，尤其是

他们的脸，比涂过粉的宫女还白净，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胡夫命令手下将厨师们叫来盘问。当他知道了这个“秘诀”

后，法老很感兴趣，当即下令小帮工照样制作一些，供他及皇后使用。小帮工不敢有丝毫

怠慢，为了让法老用起来顺手、方便，他特意将羊油和炭灰搓成一个个小圆球，然后晾干，

使用时，只要蘸点水就行了。 

宫中的人用了这种神奇的“羊脂炭球”之后，一个个都白白净净的了。尤其是皇后和宫

女们，她们的肌肤经过“羊脂炭球”的搓洗之后，更显得又白又嫩。从此，“羊脂炭球”美名远

播，从埃及传到了希腊和罗马。 

到了公元70年，罗马学者普林尼用羊油和草木灰制成了一个块状的炭灰饼，这也就是

最早的肥皂。从此，罗马人开始使用起肥皂来。这项技术后来传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一世下令建厂生产肥皂，世界上最早的肥皂工厂便在英国建成了。 

不过，在那时候，一块肥皂可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直到1791

年，法国的化学家卢布兰，用电解食盐的方法，使肥皂的制造成本大为下降，肥皂也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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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入了普通百姓家庭。 

 知识加油站.............................................>> 

“羊脂炭球”之所以能去污，是因为炭灰中含有大量的烧碱可以使污垢分解并离开皮肤

表面；羊脂则起了一种润滑和减少摩擦的作用，使脸上和手上的脏东西迅速溶解在水里。

而现在的肥皂是用电解食盐的方法，制成烧碱，再混合一些具有润滑作用的成分制成的。 

 读故事长知识......................................................>> 

原来，肥皂发明是由一次不小心的意外引起的。看来，肥皂的发明有一定的偶然性。

不过，如果当时厨师对小帮工所说的事情不加以注意的话，就不一定会出现肥皂了。因此，

偶然性里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做一个有心人，说不定发生

在我们身边的小事中蕴藏着大机遇呢。 

把玫瑰牢牢别在衣服上 

19世纪中叶，有个叫沃尔特·亨特的美国小伙子。他虽然出身贫寒，收入非常微薄，但

他个性乐观积极，对生活充满热情。 

一天，亨特遇见了一名叫赫斯达的姑娘。他们一见钟情，很快就相爱了。过了一段时

间，亨特向赫斯达求婚，赫斯达却非常为难。原来，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早就

告诫赫斯达一定要嫁给政界要人或是与自己家庭一样富有的人。赫斯达担心父亲不会应允

这门婚事，但她非常爱亨特，所以还是决定说服父亲。 

果然，赫斯达的父亲一听女儿的话，就大发雷霆，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赫斯达的

父亲还悄悄找到亨特，让他趁早死心。 

赫斯达得知了这一消息，赶紧赶了过来。她苦苦地哀求着父亲，他的父亲冷笑道：“傻

女儿，这个穷小子根本就不爱你，他一定是别有居心，想和你结婚将来好骗我家的财产！” 

面对这样无理的指责，亨特气得浑身发抖。但他仍然努力控制情绪，诚恳地说：“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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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保证，我爱的是赫斯达本人，绝不是她的钱和身份。虽然我很穷，但我会努力让她过得

幸福。” 

赫斯达的父亲听完之后，不仅不相信，反而再一次地发出了冷笑。他说：“你这样的人

我见得多了，就知道空口说大话。没有钱，你拿什么来让我女儿幸福！要想和我女儿结婚，

除非你在十天之内赚到1 000美元。” 

“爸爸，这是不可能的！”赫斯达气愤地叫了起来。 

“谁说不可能，我答应您，十天后我会带着钱来拜访您，到时候您可不要反悔！”亨特

一气之下，脱口而出。 

“好啊，那样的话我绝不食言。”赫斯达的父亲说完，就转身走了。 

亨特渐渐冷静了下来，才发现自己确实是太冲动了。1 000美元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

天文数字，他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呢？他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可眼看着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他还是连个头绪都没有。 

第四天，愁眉不展的亨特躺在床上，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正

在这时，他听到了一段悠扬的风琴声。动人的音乐吸引着他走到窗前，只见一队迎亲的队

伍正向教堂走去。新郎、新娘和贵宾们的胸前都别着一朵用缎子做的玫瑰花。可那时候的

别针根本就无法把玫瑰花固定好，所以看起来歪歪扭扭的，一点都不美观。 

“对呀，如果我发明一种能把玫瑰缎花牢牢固定住的别针，拿出去卖掉后不就可以赚到

钱了吗？” 

亨特马上找来一截铁丝，先把它做成别针的样子，再琢磨改进的办法。经过反复试验，

他将别针弯成圈，再用一片薄铁皮做尖套，固定在一端。使用时，先弹出针尖，别好缎花

后再将针尖别进尖套里，这样佩戴者就不会被刺伤，缎花也不会轻易脱落。 

做好这枚安全别针后，他马上申请了专利，接着找缎花店出售他的专利权。一家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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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老板愿意购买他的专利，并答应用500美元买下这个专利，并以生产额的3%作为佣金

支付给他。 

“不，我不要佣金，您只需一次性支付给我1 000美元就可以了。”亨特斩钉截铁地说道。 

老板立即给他开了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此时已是第10天了，亨特拿起支票就直奔

赫斯达的家里。当他掏出支票的时候，赫斯达的父亲大惊失色，当他听完亨特的赚钱经历

后，不禁被这个年轻人的聪明才智打动了。 

于是，赫斯达与亨特顺利成婚了。小小的安全别针问世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不久就畅

销全世界，成了人们熟悉的日用品。 

 知识加油站.............................................>> 

古老的别针是怎么变成安全别针的呢？原来，只需要两个改动：一是增加扣帽，让针

尖藏进扣帽里；二是把另一端扭一个圈，以便增加弹力。就这么两个简单的改动，别针就

变成了固定效果好、不会扎伤人的安全别针了。 

 读故事长知识......................................................>> 

当亨特看到人们把漂亮的玫瑰花戴得歪歪歪扭扭时，激发了他的灵感，最终发明出了

安全别针。可见，观察和思考是发明的关键。这个世界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来说，随处都是

机遇。 

 

镜子天天见 

在远古时代，人类没有镜子。有人在河边洗脸，发现清亮的水里映照出了自己的模样，

从此人们就通过观看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来认识自己的样子。 

后来，原始人类在打磨石器工具时，发现有一种黑色的石头（黑曜岩）磨平之后可以

照出人形，于是制造出了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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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 000年，古埃及人掌握了青铜的生产技术，同时，他们发现把青铜板打磨光

滑之后，可以照出自己的样子，这样，就发明了青铜镜。 

可是，无论是水面、石镜还是青铜镜，照出的人像都非常模糊，所以逐渐淘汰了。我

们现代人使用的都是照人清楚的玻璃镜子。那么，是哪位巧手工匠发明了玻璃镜子呢？ 

1317年，人们制造出了透明玻璃，从此玻璃工业日益发达。意大利有个叫穆拉诺的小

岛，岛上的居民主要以制造玻璃为生，在那儿人人都是优秀的玻璃工匠。其中，以达卡罗

兄弟尤为出色，制造出来的玻璃精致极了，深受人们的赞赏。 

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我看小妹妹对着玻璃梳妆打扮的时候，总是抱怨看得不清楚，

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制造出照得清楚的玻璃镜子呢？”弟弟点头道：“是啊，如果有了玻璃

镜子，小妹妹肯定会很开心。” 

一天傍晚，达卡罗兄弟在湖边散步，看见自己的影子清楚地映在湖水里。“为什么湖水

能映出这么清楚的人影呢？”弟弟问道。哥哥也很疑惑，于是他们便思索起来，终于找到了

原因：湖水是透光的，湖底是不透光的。透光的湖水以不透光的湖底作为衬垫，就能映照

出清楚的人影了。那么，要是在透光的玻璃背面也加一层不透光的衬垫，可能就会增强它

的映照能力了。 

想到这儿，兄弟俩急匆匆地跑到作坊里。他们试着将矿粉、木屑、面粉、铜等涂在玻

璃上，效果都不理想。他们并不灰心，继续试验各种材料。一次，他们选用锡作为实验对

象。他们先将熔化的锡水倒在玻璃上，然后用一根细细的滚筒将锡水碾成薄薄的一层。待

锡冷却后，兄弟俩翻开玻璃一看，他们挂满汗滴的脸庞清晰地映在了玻璃里。他们终于找

到了合适的涂料。 

兄弟俩兴奋极了，立刻叫来小妹妹，把这面锡箔镜子送给她。小妹妹惊喜极了，抱着

它看了又看。可是没过多久，小妹妹又撅着嘴把镜子还给了哥哥。原来，镜子背后的锡箔

8



几乎都脱落光了。看来，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镜子，根本无法长期使用。 

兄弟俩又想方设法地改进。他们先将玻璃制成锡箔镜，再把水银倒在锡箔上，这样，

水银能够慢慢地溶解锡，形成一层薄薄的锡和水银合金，这下子，涂料能紧紧地黏附在玻

璃上，不会轻易脱落下来。这回，小妹妹终于满意地笑了。 

这种镜子逐渐在意大利流行起来。威尼斯国王将一面精致的水银镜子送给了法国王后。

王后照着镜子，看着自己美丽的脸，高兴得不得了，并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从此，

镜子在法国流行起来，许多贵族、富商都以拥有一面水银镜子为荣。一时间，达卡罗兄弟

声名大振，他们的名字几乎成为镜子的代名词。 

然而，制造水银镜子需要花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太费事了。况且，水银有毒，而

且镜面也不太光亮，于是，人们又设法对它进行改进。1843年，德国科学家发明了镀银的

镜子。镜子镀好之后，又涂刷上一层红色的保护漆，这样，银层便不容易脱落和损坏。这

样一来，镜子的清晰度和耐用度都得到了提高。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又发明了镀铝的镜

子，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而且价格比镀银镜子便宜多了。 

从此，既便宜又清晰的镀铝镜子走入千家万户，成为一种极其常见的日用品。现在，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照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看来，我们还真是离不开镜子了呢！ 

 知识加油站.............................................>> 

镜子成像的原理是什么？原来，光线遵守反射定律被镜面反射，反射光线进入眼中后

即可在视网膜中形成影像，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样子了。 

 读故事长知识......................................................>> 

达卡罗兄弟俩之所以能发明出好用的镜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认真做事的精神。

正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所以钻研起来总是不厌其烦，力求精益求精。在现实生活中，学

会认真做事，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成为一个严谨高效的人。

9



这样无论多难的事，都能一步步地化难为易，很好地完成。 

从实验室走入寻常家庭 

世界上第一只真正的保温瓶其实叫做“杜瓦瓶”，这是因为保温瓶是由詹姆士·杜瓦发明

的。 

詹姆士·杜瓦是英国的一名科学家，主要研究极低温度的液体。1892年，英国科学研

究所邀请杜瓦去讲授“液化气”的课程（“液化气”是指气体在达到一定低的温度下变成的液

体）。为了使教学更好地进行，杜瓦在零下240℃的低温下制出了液态的氧气，准备保存

好后携带到课堂上。 

可是，这些液态氧在普通的瓶子里是不能保存的。因为瓶子里的空气会和外界的空气

发生对流，直到温度相同为止。即使用塞子把瓶口堵住，这样是堵住了空气对流的通道，

但瓶子本身又有传热的性质，热传导又导致温度的变化、热量的流失。 

那么，如何保存并携带这些液态氧呢？ 

杜瓦想：“如果制作一个瓶子，贮存在里面的东西能保持原来的温度，这样不就可以保

存液态氧了吗？可是，如何才能制作出这种瓶子呢？” 

杜瓦想啊想啊，还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叫一个玻璃匠制作了一个双层玻璃瓶子，

并用水银涂满两层胆壁，使热量的传递大大减少。然后他又把两层玻璃之间的空气抽掉，

这样切断了热的传导。最后，他又用瓶塞堵住瓶口，这样一来，外界就难以与瓶内进行热

量交换了。 

于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温瓶——杜瓦真空瓶就出现了。杜瓦保存液态氧的目的达到后，

他就没有再研究保温瓶。其他的科学家也只是用这种瓶子来保存液体，保温瓶成了一种实

验室专用的器皿。 

然而，1902年，一位叫赖因霍尔德·伯格的德国工人看到了保温瓶广大的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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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意识到保温瓶不仅可以在实验室使用，还可以有其他的用途。比如，生活中人们就可

以用这种瓶子来盛装食物和开水，使其保持原来的温度。 

于是，伯格开始推销保温瓶。两年后，他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到了保温瓶的专利，并制

订了把它投入市场的计划。具有商业头脑的伯格甚至举办了一次比赛来给他的保温瓶起个

好名字。他挑选出的获胜名字是“瑟莫斯”（即热水瓶）。 

伯格的宣传计划非常成功，保温瓶很快就从实验室中走了出来，进入了无数的寻常家

庭以及一些工厂、医院。 

1904年，柏林吹制玻璃器皿的工人布尔盖经过研究，给保温瓶添加了护热套，这样在

市面上就有了能储存热咖啡或红茶的容器。从此各式各样的保温瓶也就陆续问世了。 

后来，人们发现保温瓶塞的保暖效果很差，就用膨胀橡胶、塑料塞取代了软木塞，增

强了保温效果。 

现在，保温瓶已经成了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关系密切的物品。医院和实验室里用它来

贮存和运送化学药品、疫苗、血清和其他液体。家家户户也都有大大小小的保温瓶、保温

杯。 

 知识加油站.............................................>> 

保温瓶是由双层玻璃瓶胆制成的，因为玻璃是热的不良导体。人们把这两层玻璃之间

的空气抽成真空状态，并在玻璃上镀上银或铝。真空状态可以避免热对流，镀上银或铝的

玻璃可以反射热辐射。所以凡是倒入瓶里的液体都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它原有的

温度。 

 读故事长知识......................................................>> 

保温瓶是科学家和工人接续合作的成果。历史上有好多的发明都是经过一代代人的不

断摸索，才得以完善的。我们每天使用的很多物品，都包含着以前的人们的很多心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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