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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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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

我们进入中学学习，从圆周率（π）值中首先会接触到“阿基米德”

的名字。以后，在学习物理，接触到“浮力”时，又学习了“阿基米德定
律”，而且还有“阿基米德杠杆”、“阿基米德螺旋”等等。阿基米德不

但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还是静力学、液压静力学等一些现代科学的

奠基人，被后人称之为“力学之父”。同时，他还是一位天才的发明家
与工程师。他所发明的杠杆、螺旋扬水机等，被劳动人民广泛应用于

生产中，至今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阿基

米德”的名字被古今中外、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与科学工作者传颂着。

在亚历山大里亚

阿基米德出生在公元前２８５ 年西西里岛东部的一个城邦国

家———叙拉古。叙拉古与西西里岛原是希腊的殖民地。希腊帝国饱

经战祸而解体后，这一地区形成了许许多多独立的所谓“希腊化”城邦

国家，叙拉古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地处地中海北岸，土地肥沃，粮草茂
盛，素有“粮仓”之称。西西里岛的是处于欧洲与非洲的连接地带，这

里随着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和手工业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商业和海上贸

易的中转站。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承袭古希腊灿烂的文明，用自己的
双手，创造着财富，过着富裕安康的生活。

在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半岛上，有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他们拥

有一支规模强大、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海上船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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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土地和商业的贪求，使他们对仅隔一狭窄的墨西
哥海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的西西里岛垂涎欲滴。他们处
心积虑地养精蓄锐，期望着有一天能跨海征战，占领西西里这个宝岛。

而位于地中海南岸、非洲北部的另一商业大国迦太基（今摩洛哥）

是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大枢纽。这里的奴隶主素以经商和航海著称。

迦太基拥有强大的海军，并且配有战象和攻城设备的步兵。他们也同
时看中了富裕的西西里岛，与处在扩张势头上的罗马帝国互相抗衡，

一场争夺西西里岛大战一触即发。

阿基米德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人世的。他的家庭是一个书香
人家，他的父亲叫费狄，是叙拉古有名的学者。阿基米德从小就在父
亲的熏陶下，养成了勤奋好学，勤于思考的习惯，并且从父亲那里受到
了很好的数学、天文学、几何学的教育。在他１０岁以前，就将父亲的
藏书全看遍了。求知欲极强的阿基米德又拜访了许多叙拉古的学者，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

叙拉古的国王亥洛是一个年轻有为、勇敢善战的将官，曾在希腊
皇帝皮尔部下服过役。是他，受到士兵的拥护，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
独立的城邦国家，并做了叙拉古的国王。他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
有条，使人民过着富裕的生活。面对南北两大强国对西西里的垂涎，

亥洛意识到，要想使自己的国家免于战争的劫难，只能走励精图治、富
国强兵之路。因此他不断地派有志报国的青年学者去当时世界的文
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学习科学知识。

公元前２７４年，１１岁的阿基米德便成为这些青年学者的一员，被
国王亥洛派到亚历山大里亚学习。

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尼罗河口，在现在的埃及境内，是地中海沿岸
最大的城市。城内的博物院是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
院等。这里的藏书非常丰富，据说有７０万卷之多，因此吸引了全世界
的知名学者和科学家。他们在这里博览群书，交流学术思想，对哲学
和科学进行研究和总结。阿基米德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之后，一头扎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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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书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吸取前人留下的丰富的文化知识。常常忘
了吃饭，每天都是当图书馆闭馆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不仅
吸收书本的知识，而且还经常向长辈和大学者求教。这些学者给了他
无私的关怀和教诲，使阿基米德终身受益。在埃及青年科学家埃拉托
色尼的影响下，阿基米德迷恋上了天文学。他们两人一起在星光灿烂
的亚历山大里亚观察夜空。美丽而图案丰富的天星，激起了阿基米德
的遐思和向往，引导他们探索宇宙的奥秘。阿基米德根据长期观察的
结果，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用水推动的行星仪。这架行星仪由许多
齿轮和杠杆巧妙地联系在一个转动轴上，上面有代表太阳、月亮、行星
和地球的各点，用水力推动，能模仿太阳、月亮、地球、行星的运动，并
能表示出日蚀和月蚀。阿基米德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天球仪的制
作》，来阐明自己对星星运行轨迹的解释。

埃拉托色尼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很
刻苦地向埃拉托色尼学习数学方面的知识。并在埃拉托色尼的启发
下，学习了一套土地丈量法，为尼罗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丈量土地。他
能够不爬山就计算出山的高度，甚至还能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与我们
今天所知的地球直径相差仅１００多公里。

在当时的学术界，科学家们更多地注重科学理论的形成和阐述，

不太重视科学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运用。而阿基米德则不然，他在
亚历山大里亚学习期间，曾到各地参观游览。他看到由于尼罗河泛
滥，人们不得不一年年加高河堤，这样，堤外高处的农作物得不到灌
溉，就研究制作了螺旋扬水机。这是一个两头开口的圆柱形管子，长４

～６．５公尺，有一个螺旋轴，将管子斜放，一头放在低处的河水里，另
一头放在高处的灌溉渠道上。用手摇动把手，或用牲畜拉动长柄，螺
旋就会绕轴不间断的旋转，将水连续从低处抽到高处，解决了尼罗河
高堤外面的农田灌溉问题。这种机械，人们称之为“阿基米德螺旋”。

用“阿基米德螺旋”原理制成的各种器械，可以用来传送小块固体、粉
末、粘性液体等，也可以做成螺旋搅拌混合机械，如绞肉机等，一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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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沿用至今。最典型的“阿基米德螺旋”线，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
熏蚊子的盘香、卷筒纸的端面等。

在亚历山大里亚，阿基米德不但学到了许多知识，还培养了善于
观察、善于思考的习惯。所以，他一边学习，一边研究思考，一边动手
进行实际制作，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
产生的实际问题。所以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开
阔了眼界，掌握了许多本领。

杠杆原理的发现

阿基米德听从祖国的召唤，告别了培养他多年的亚历山大里亚

城，带着丰富的知识与叙拉古人民的期望回到了他的祖国———叙拉古
城。国王亥洛任命他为国王顾问，对他满怀期望，希望他能将他在亚
历山大里亚学到的东西用于建设祖国，使祖国强大起来。

刚回到祖国，阿基米德就走上田间地头，去观察劳动人民的生产
生活。他看到田间农夫凿井汲水，用以灌溉农田，农夫的操作实在太
劳累了。他们从井台将吊桶放进深深的井里，然后用绳子艰难地一段
段提起。以后技术有了改进，农夫们在井台边竖立一根立杆，这立杆
上部安一根横杆，它的一端悬挂吊桶，人在另一端用不大的力就可将
吊桶吊起，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当一个巨大的石块，二三人都搬不
动时，用一根坚硬的木棒，塞到石块底下，一个人用肩使劲一杠，就能
将石块挪动，这又是为什么呢？阿基米德苦苦思索，甚至忘了吃饭，回
去后，又经过多次试验，阿基米德得出物体有“重心”的结论。由此出
发，他对杠杆的平衡条件进行了数学的证明。从多年来的杠杆原理为
基础的生产工具的许多实际应用中，总结出科学、全面、系统的定律，

这就是杠杆定律。在《论平面图形的平衡》这部著作中，阿基米德将杠
杆原理总结成如下定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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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量相等的物体，加在离支点距离相等的杆上是平衡的。

２．重量不相等的物体，加在离支点距离相等的杆上，杆子就倾向
重的一面。

３．重量相等的物体加上离支点距离不相等的杆上，杆子就倾向离
支点远的一端。

４．一组重物，可用等量的一个重物来代替，只要这个重物的重心
是在这一组重物重心的位置上。相反，一个重物可用一组等量的重物
代替，只要这一组重物的重心在这个重物重心的位置上。

５．面积不相等但有相似形状的几何图形的重心，在它相似图形相
应的位置上。

阿基米德发现的关于杠杆的这个定理后来被叫做“阿基米德定
理”，它被更通俗的表示为：

动力与动力臂的乘积等于阻力与阻力臂的乘积。

我们通俗地将使杠杆运动的力叫动力，阻碍杠杆运动的力（通常
所说的重物）叫阻力。杠杆的固定点叫支点。从支点到动力的作用线
的垂直距离叫动力臂；从支点到阻力的作用线的垂直距离叫阻力臂。

于是，利用这个原理要想将一定的重物（即阻力）移动时，只要使动力
臂大于阻力臂时，就可以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杆秤，就是杠杆原理的最好证明。

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国王亥洛对此心悦诚服。那时人们
已知道，人类所处的地球是一个圆球状的。所以，亥洛想给阿基米德
出个难题，于是对阿基米德说：“你能把地球动一动吗？”阿基米德回答
说：“能，只要你给予支点。”找出地球的支点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宇
宙中，地球的重量无法称量，也就谈不到移动它的动力，但是杠杆原理
是适用于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的回答不但有科学依据，还反映出他
对自己研究成果充满信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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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数学家

阿基米德不但是个力学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
面对人类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是他首先发现了圆周与直径的比例π为３．１４１９。在当时，人们并
不知道圆周率的计算方法。计算周长时，一般沿用古人“直径为一，圆
周为三”这个简单的经验进行类推，但计算圆的面积时，则使用古老
的、不准确也不科学的比较法。其一是画出圆形，在圆内紧密地摆放
一粒一粒的麦子，然后与正方形中能摆放的麦粒数做出比较，用正方
形的面积去确定圆的面积；另一种是取一块质地均匀的薄木板，在其
上画圆并把它裁割下来，称它的重量，再与同重量的正方形做比较，

以确定圆的面积。这两种方法虽然在实用上有其价值，但在理论上不
够严密和准确，而且计算方法古老而笨拙。阿基米德通过长时期的思
考和研究后，认为圆的直径与周长间有一固定比例，有了这个比例，就
可以通过计算求得圆的面积了。这个比例是多少呢？阿基米德按照
自己的思路，将圆周分割成多边形，他应用等边的６边形内接到圆中，

得到当时一直流行的算法“直径一圆周三”。为解决内接６边形的边
与圆弧间的误差，继续内接１２边形、２４边形、４８边形、９６边形……内
接多边形的边越多，越无限地划出无限多的多边形，直到完全把内接
多边形与外接圆重叠为止。这样量出各多边形的边长，相加之和就是
圆周的长。只可惜就连阿基米德这么灵巧的手也只划出了内接９６边

形，这样他求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于３１０７１
。然后他又用几天时间，

划出圆的外切９６边形，算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小于，他把这个范围取

做圆周率的近似值，得到π值得３１０７１＜π＜３
１
７
；即３．１４０９＜π＜

３．１４２９，取其平均值，得出圆周率π值为３．１４１９，与我们现在所知的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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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误差极小。

阿基米德计算π值所使用的无限细分、接近圆周的办法，后人称
之为“穷竭法”。这种方法一直被后人使用了２０００多年。后人计算出

的圆周率，精确度大大提高了，但使用的计算方法，仍是阿基米使用过
的“穷竭法”。到了１８世纪，牛顿和莱布尼兹在这一巧妙思想方法的

启发下，发明了微积分，由此奠定了高等数学的基础。因此，牛顿———

这个科学界划时代的巨人曾说过：“如果说我伟大的话，那也只不过

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计算出圆周率π的值了，阿基米德又得出了计算圆面积的方法：

圆的面积＝１２ｒ
·圆周长，即１

２ｒＴｖｄ＝
１
２ｒ
·Ｔｖ·２ｒ＝Ｔｖｒ２

阿基米德不仅是第一个计算出圆面积的人，也是第一个算出球表

面积是球上的大圆面积的４倍的人。他最得意的发现，要算是圆柱的
体积了。他算出圆柱的体积等于高度与底直径相等的内含球心体积

的一倍半。为此，他要求他的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一个球内切于圆柱
的图形，以纪念这一不朽的发现。

阿基米德对数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发明的一种简便的计数法。

天上的星星地下的沙，可算是人们最难计数的东西了。阿基米德

在《沙粒的计算》一书中写道：“有人认为，如果把地球想象成一个大沙
堆，并在所有的海洋和洞穴里填满沙子，一直到与最高的山峰相平。

那么，这样堆起来的沙子的总数是无法表示的。”的确，在当时还没有
我们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叙拉古人是用古希腊字母表示数目的，

这种计数方法不但麻烦，而且有限。当时数字的极限是“一万”，如果
用字母Ａ表示，那么要表示“１０００万”，就要写出１０００个Ａ 字，而不
像我们现在只用几个零，写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就行了，而且全世界的人都

认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宇宙已有所认识，要想表示宇宙有多
大就成了一个难题，阿基米德努力探求用最少的符号来表示很大数目

的方法，终于提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计数方法，即以“一万”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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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单位，在此基础上继续计数１个一万，２个一万，３个一万……直
到一万个一万，得到万万这个数，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亿”的数，用现在
的计数方法可表示为１０８、阿基米德将这个数作为第一级的数，称为
“首数”。在首数这个单位中又进行万万倍，得到１０１６，称为“二数”，又

将“二数”万万倍，得到１０２４，作为“三数”，……在这个方法上依此类

推，就可以简便地表达出无穷大的数。这就是阿基米德在《沙粒的计
算》一书中告诉大家的，“用我的方法，不但能表示出占地球那么大的
地方的沙子的数目，甚至还能表示出占据整个宇宙的沙子的总数。”这
种计数方法突破了当时最大的数“一万”的局限，大大简化了计算办
法，使思路更容易集中、更清晰。后人在“亿”这个新的计数单位的基
础上，又发明了“兆”作为新的计数单位。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我们对未
知世界的了解，又引进了“光年”这一新的计数单位表计算宇宙间星与
星的距离。“光年”即光（３０００００公里／秒）运行一年的穿行距离，一光
年等于几乎１０万亿公里。这么庞大的数字，能这么简单地用“光年”

表示出来，并进行计算，正是得益于阿基米德《沙粒的计算》中所提出
的思路和方法。

从王冠得到启示

阿基米德发明的“阿基米德杠杆”、“阿基米德螺旋”一直指导着人
们的生活实践，阿基米德被叙拉古的人民尊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
头脑中装着无数个问题，他的生活就是在不断探索问题、研究问题、解
决问题中渡过的。

叙拉古每年一度的祭神节快要到了。一天，国王亥洛将一纯金的
金块发给叙拉古最有名的、手艺最高的金匠，让他给国王制作一顶金
王冠，以便在祭神节那天装点服饰。几天以后，金王冠送来了，它金灿
灿、亮闪闪，那上面的花纹珠络，都是精缕细刻，可谓巧夺天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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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看到如此漂亮的王冠，心里非常高兴。但国王转念一想：金子是
世界上最具诱惑力的东西了，如果王冠中掺假，那就大大逊色了。他
焦躁地掂了掂王冠的重量，仔细观察每一处细小的零件，看不出有什
么破绽，于是就将金匠叫来，问道：“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金子有多重吗？

你如果胆敢掺假，小心你的脑袋。”金匠从容不迫地说：“陛下，小人怎
么敢弄虚作假，那块金实在是全部用在王冠上了，如若不信，请称重
验证。”国王依他所说，派人拿秤来称了王冠，果然王冠的重量与国王
给金匠那块纯金的重量相等。但其他的大臣又提出其他的疑问：如果
金匠在王冠里掺银子，分量不是也一样吗。国王想，对呀，如果王冠外
面是金的，里面掺银，不是也看不出来吗？又不能将王冠的所有零件
全部拆开重新验证。在场的大臣谁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苦无
良策的国王于是想到了大科学家阿基米德，于是派人把这个全国最聪
明的人请来，让他在不损坏王冠的条件下，弄清楚王冠里面有没有
掺假。

这次可把阿基米德难住了。几天来，他茶饭不思，苦思冥想，眼睛
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他整天写啊、画啊、算啊，提出许多假设，又不断
地进行规划，一个方案失败了，又出现另一个新的方案。阿基米德相
信，大自然给人们的恩赐从来就不是施舍式的，要靠人类不断地去奋
斗、去争取。的确，灵感总是偏爱勤于思索的大脑。

阿基米德为了解决王冠真假问题已经几天没洗澡，蓬头垢面的。

这天，仆人硬把他拉到浴池边，强迫他去洗澡，然而阿基米德的思路
还在王冠上。当他走到浴池边，一条毛巾从他的肩上滑下来，掉进水
池，满满的一盆水立即溢出一些。他没有在意，一边脱衣服，一边想心
事，一失手，装满油膏的铁罐又掉进了澡盆，水又溢出了不少。他脱完
衣服，跨进澡盆，澡盆里的水开始哗哗地往外流，等到全身都浸入水里
时，才保持稳定，澡盆里仍是满满的一盆水。就像黑夜中划亮了一根
火柴，阿基米德的思路豁然开朗：从澡盆里流出的水不正是我身子浸
入水中的体积吗？如果不是我，而是与我重量一样的金锭放入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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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排出这么多水了。想到这，阿基米德从水中一跃而起，匆匆穿
上裤子，披了条浴巾，像着了魔似的冲出浴室，跑过大街，直奔王宫，口
里不住地喊着：“攸勒加！攸勒加！”（希腊语：我找到了！）

王宫的门卫见一个衣衫不整的人直朝王宫冲来，还以为是疯子，

就横着兵器走过来，要阻止他进去。等到了眼前，一看是叙拉古最聪
明的人阿基米德先生，就恭恭敬敬地让开了路。国王亥洛正在宫里欣
赏歌女们婀娜的舞姿，阿基米德冲了进来，吓得歌女们马上躲了起
来。阿基米德直冲到国王面前，一边喘气一边说：“攸勒加！攸勒加！

陛下，我找到鉴定王冠真假的办法了。”“是吗？快鉴定给我看看。”国
王急切地说。阿基米德让人在国王面前摆上了２个大小完全相同的
盛水罐，与王冠重量相同的金块和２个小罐。盛水罐是锡罐，罐口旁
有管可以让里面的水流出来。阿基米德让人在这２个锡罐里装满水，

然后在一个罐里放下与王冠同样重的金子，罐里的水溢出来，顺着罐
口的管流入有刻度的接水罐中，流出的水在接水罐的刻度为３个刻度
的高度。阿基米德又请国王拿出王冠，小心翼翼地放入另一个锡罐
中，罐里的水很快又溢出来流入接水罐中，但显示的刻度是比３个刻
度的高。因此阿基米德以肯定的语气告诉国王说，这个王冠不是纯金
的，它里面掺有其他物质。国王像看魔术似的看完阿基米德的实验，

睁大眼睛问阿基米德，“这是什么道理。”阿基米德解释说：“任何一个
东西沉入水中，都会排开一部分水，排开的这部分水，就是这个东西的
体积。就好比我今天去洗澡，我身子进入水里，满满一盆水流出来的
部分就是我身体的体积。我的身子大，流出的水就多，掉进水里的毛
巾和铁罐小，流出来的水就少。”国王接着问：“洗澡和王冠有什么关系
呢？”阿基米德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如果王冠是纯金做的，那么把它放
进水里排开的水，就跟没有加工过的黄金放入水里排开的水一样多，

如果金匠在里面掺了银子，由于银子比金子轻，所以假王冠放进水里
排开的水就比真金子排开的水多。”

从理论上讲，这种鉴定方法似乎无可非议，然而，阿基米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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