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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好！
你喜欢搞发明吗？
你一定渴望搞出自己的发明来，我猜你在想这个问题时，一定想知

道如何进行发明。
发明有无定法呢？ 也就是说，是否有几种固定的或经典的发明思

路或规律，使得我们只要掌握了它就能搞出发明来呢？ 显然没有。 当

然，毅力、科学的思维能力、探索精神等这些品质是任何一个发明者不

可缺少的，但发明的思路、方法就不敢说有定规定则了；否则，这个世界

上就不会只有一个爱迪生了。 不过，搞任何一项发明都是要依据科学

知识，并遵循科学规律的。
现在你看到的这本《发明总动员》就是作者集十几年来的经验总

结出的发明的方法和对发明的看法。 本书中介绍的许多发明思维方法

别具一格，作者的思维角度大胆奇特，对发明实例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总之，作者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将发明技巧、发明思路和发明过程一一

展示在你面前。
关于发明的方方面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探讨，发明的思路和方

法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发明总动员》一书中的观点、方法，甚至

论证推演，都带有作者个人思维的明显特点，大家可以思考探究，可以

提出异议和争论。 出版这本书，只是希望它能带给你启发，或者为你提

供一个思考的对比文本，并无他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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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鬼如魅　 发明，在你心目中也许是一个神秘的词，也许是一个神

秘的梦。 它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不像语文、数学和外语那样，可以有

老师讲解、传授，还做实验、做作业什么的。 它似乎天生是课外活动之

一，是业余制作之类，是科技周活动之类的点缀。 “发明”，像金庸武侠

小说中常用的一个词———如鬼如魅。
艺不压身　 但是，发明又很重要。 走出校门之后的你会更感到它

的重要。 你会发现，它常常出现在生产、科研乃至各种需要创造力的地

方。
面对一个不被列入功课表的学问，一个迫切需要的学问，我们该怎

么办？ 当然惟有努力学好它。 “艺不压身”，千年的古训告诉我们，凡
是有用的技艺，别管它是否属于考试科目，都应统统学习之，统统掌握

之。 发明之“艺”是会令你受用终身的！
发明课在南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曾经突发奇想，在南开大学开

设了一门公共选修课———实用发明学。 回忆当时授课的情景，至今仍

令人激动不已：一个班 ２５０ 多人听课，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 讲者兴致

勃勃地列举一个个发明实例，听者时不时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 考

试时，试卷一人一个样，每张卷子都有学子们独特的构思。
一种台上台下师生交融的课堂气氛，一种视作业为乐趣、为自我表

现机会的素质训练，一种视授课为商讨、为交流创新体会的教育方式，
时至今日仍难以忘怀。

发明函授在全国　 此间，我也曾应邀在天津的几所中学作过关于

小发明的短期讲座，其课堂气氛亦颇热烈。 参加听课的中学生如今有

的已学业有成，在海外科技界颇有建树了。
此间，我也曾在全国开办过实用发明学函授教育。
当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发明作业”呈现在我的眼前时，欣喜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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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看到了满山遍野那郁郁葱葱的果树。 学员中有的人十分执著，称
自己“视发明为毕生事业”，身居穷乡僻壤而埋头发明创造。 他们的来

信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我普及发明的信心。
本书的教与学　 现提供给你们的这个发明读本主要是用于自学

的。 学生、老师和家长都可以读懂它。 本书中，“发明技巧”介绍发明

的方法；“发明思路”是解剖一些发明实例；“发明过程”介绍从发现问

题到搞出发明的过程中该如何做；“发明乐趣与品格”介绍发明者应具

有的素养；最后一章意在帮助教师讲好本课。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大象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对于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孙振武先生，是他百忙之中为本书做了大量精美

的插图。 另外，裴志明先生和温朝晖女士对本书的立意等也提出了中

肯的、极富创造性的建议。 对此，我心存感激。
在普及发明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姚惠祺先生、苏飞先生、王颉先

生、林雄先生、吴裕成先生、戚永馨先生、金宝玉先生、赵航先生、萧华荣

先生等不同程度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写书难免有错，诚恳欢迎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李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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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你喜欢搞小发明吗？ 发明并不神秘，只要我们勤于动脑，勤
于动手，课余时间多看多想，就可以搞出小发明来。 从今天起，就请

你———跟我发明。
谈到发明，你一定会问：“从哪儿开始呢？”让我告诉你吧———就从

需要开始。 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将来有什么需要，你的亲人、师长、朋友

有什么需要，总之，需要是发明的出发点，也是发明的发动机。
你一定会发现，生活中、学习中，甚至游戏中你都会有许多需要。
发明创造的开端基于需要。 正如美籍华裔教授李跃滋所说：“一

项创新构思的产生，是发现某种需要和得到技术解决办法二者的结

合。”换言之，需要，往往是发明的触媒和原动力。
因需要而产生发明———“需要为创造之母”；因发明而满足需

要———创造是需要的归宿。 也许这就是发明与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

吧。
古今中外的发明实例，为此作了很好的注释。
伞，相传是鲁班之妻云氏发明的。 为使丈夫做工时不受日晒雨淋

之苦，她发明了伞。
在谈到发明动机和意义时，她对自己的丈夫说：“你整天给人家盖

房子，但房子是不能够移动的，一出门，遇到下雨天或炎炎烈日，便无法

遮蔽。 但我这伞却可以携带到千里之外，无论是雨天、热天，都不会失

掉效力的。”
织袜机，是一位英国牧师于 １９５３ 年发明的。 为了让他的未婚妻

因需要而产生发明———“需要为创造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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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织袜女工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他搞出了这项发明。
假领子，是美国的一位名叫汉娜·蒙塔基的妇女于 １８２５ 年发明

的。 为了让丈夫上衣衣领经常保持干净而又不至于总洗衣服，她发明

了这种可以方便地装上、卸下的衣领———假领子。
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布莱泽·帕斯卡于 １６４０ 年发明的。 当时，

尚未成名的小帕斯卡有件苦恼的事———担任地方征税官的爸爸常常要

计算大量税款，即使有他帮忙还是忙个不迭。 为了摆脱这种累人的繁

杂计算，小帕斯卡决心发明一种能取代人工计算的机器。 ２２ 岁那年，
他终于发明了一种计算机。 尽管这种计算机只能做简单的快速加法，
但比起人工计算来还是省事多了。 据说这台计算机如今还保存在巴黎

国立工艺学校呢！
自动扫帚，是美国人比斯尔于 １８７６ 年发明的。 比斯尔原是一家瓷

器店的老板。 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病———灰尘过敏症。 包装瓷器的稻草

中的灰尘一旦飞扬起来，即令他难受无比。 为此，他搞了这项发明。 这

种自动扫帚，可用一个滚筒状的刷子将灰尘甩入垃圾桶中，从而避免了

扫地时尘土飞扬。
开启式浴缸，是法国人皮埃尔·图泽发明的。 当他看到年迈的母

亲洗澡出入浴缸十分不便时，一种责任感牢牢地抓住了他，使他产生了

有必要改造现有浴缸的强烈愿望。 １９７７ 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

望。
“班母”，是木工画线的工具———墨斗线上的一个弯钩的别称。 相

传，鲁班画线时常常要自己拿墨斗的一端而让他的母亲拿着另一端。
“这多麻烦啊！”鲁班想。 为了减轻母亲辛勤劳作之苦，鲁班发明了这

个小弯钩！ 木工画线时只要将它往木料上一挂，就可以一个人独立画

线了。
“班妻”，是木工刨木料时用来顶木料的一个小木橛子的“外号”。

相传，鲁班刨木料时，他的妻子常在一旁帮着扶木料。 这无疑给妻子增

加了负担。 能否不用“手扶”呢？ 鲁班动了脑筋。 他在木料前头的凳

子上钉了个小木橛儿，一试，果然奏效。 从此，木橛儿取代了妻子扶木

料的手，刨木料也可以一个人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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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母”和“班妻”，一个画线用的小钩儿，一个固定木料用的小木

橛儿，虽是两件小东西，却起到了大作用。 鲁班的母亲和妻子因此得到

了解放。
伞，是遮雨的需要；织袜机，是代替手工织袜的需要；计算机，是减

轻手工计算劳动强度、提高效率的需要；自动扫帚，是防止灰尘飞扬的

需要；开启式浴缸，是孝心、是便于父母洗澡的需要；“班母”和“班妻”，
是节省劳力的需要……

由此可见，需要，出智慧；需要，激发明。 利用需要，可以使发明的

思潮滚滚而来。 需要，可以作为一种持久的动力使你在发明的航道上

义无反顾地乘风破浪前进。
同学，你有哪些需要呢？ 想一想：
———蜡笔画要是能涂改，该多好啊！
———削铅笔时要是铅芯不断，该多好啊！
———练打网球时要是不用跑老远去捡球，该多好啊！
———风筝要是能自动躲开树枝和电线，该多好啊！
———电视机要是三面都能看，该多好啊！ （全家人再也不用争频

道了）
———下雨时却发现忘了带雨伞，书包要是能变成雨伞，该多好啊！
……
你需要能涂改蜡笔画的改正笔；
你需要不断铅芯的铅笔；
你需要能自动返回的网球；
你需要智能化的风筝；
你需要能三面同时放映的电视机；
你需要书包式雨伞……
需要，是发明的第一步。 有了需要，你才会去想办法如何满足那个

需要。
需要是一个筐，它内里包着的是你的愿望，你的苦恼，你的爱心，你

的改变现状的跃跃欲试的创新冲动。
需要，是一张帆，它一旦遇到合适的风向和风力，就会带动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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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舟朝着前方飞速远航。
需要，从消费观念、生存观念和发展观念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的意

义广泛的需求。 应当“依据基本的科学原理，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以
丰富的想像力关注人类深层次的需求”（张开逊：《现代发明的特征》，
下同），让发明物“以更好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且“热情关注

人类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和对知识的渴望”。
努力去观察、发现和研究现代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你就会找

到发明的课题，而发明课题恰恰是发明的开端。
光有需要还不够，还应将需要变为可能、变为现实。 这就需要掌握

发明技巧，扫清思想障碍。 下面我们就一步步介绍它们。

练习题
!!!

１ 学习中你有哪些需要？
２ 生活中你遇到过哪些倒霉的事和不方便的事？
３ 你的父母、老师和朋友有需要你帮助他们克服某个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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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怪想法
１

　 　 幼稚的想法，古怪的想法，不合逻辑的

想法，发明课都鼓励。 意在培养求异思维，
培养独特见解。

　 　 同学们，你们常常有一些稀奇古怪、奇妙、大胆的想法吗？
发明，需要我们敢于大胆地设想。 发明，从来不拒绝那些异想天开

的设想。
据说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年幼的时候曾做过一个滑稽的实验。 他

让自己的一个小伙伴服下一种能产生大量气体的药，然后把这个小孩

安排在地窖里，希望他能像气球一样从地窖底下升上来。
当然，后来这个实验以失败而告终，那个小孩肚子疼得直哭，小爱

迪生导演的这场恶作剧得到的是父亲的拳头。
幼稚，付出了代价。 尽管如此，但对一个发明者来说却非常值得。

虽然那个小孩未能“充气”上天，但后来人们发明的热气球、氢气球却

上了天。 可见，“幼稚”是有功劳的。
自行车的前身，是 １７９０ 年法国的西弗拉克发明的两轮坐车。 这种

车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 它既无脚蹬，又无链条和车把，完全靠人

的两条腿“自行”而动。
全凭人走，难道这种车还叫车吗？ 实在幼稚可笑。 然而，恰恰是这

种幼稚可笑的自行车雏形，才启发人们先后发明出了有车把的德耐

（德国人）自行车和有脚蹬、有链条的吉尔（法国人）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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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这种幼稚可笑的自行车雏形培育了新的发明。

　 　 吸人血的蚂蝗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用它吸淤血如何？ ———怪诞

发明一出，立即受到外科大夫的青睐：整形手术用了它，可增加组织移

植的成活率；断肢再植用了它，可降低组织坏死率。 经进一步研究发

现，蚂蝗还能分泌一种“抗凝结素”，用它可以延缓血液的凝固时间，使
手术切下的组织连续流几个小时的血。

吸人血的蚂蝗令人讨厌。 但是用它吸淤血如何？

在拥挤的街道上，在人满为患的大商场内，你可曾想到被人踩来踏

去的地面？ 一位美国人想到了。 美国的罗伊伦德岗是一个很有心计的

人，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巧用机械能的“地毯发电装置”。 当川流不息

的顾客在地毯上走动时，地毯下面的杠杆机构就会被触发，从而带动一

套发电机组运转发电。 瞧！ 貌似无用的机械能被派上了用场！
以上这些怪想法都变成了巧妙的发明。
我们鼓励大家奇思妙想，鼓励大家不断涌现怪想法，其目的就是为

了打开同学们的思路。 不怕“怪”，就怕“无”。 没有想法对于发明来说

才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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