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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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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当你站在雄伟的世界地图面前，当你有兴趣的通读有关地理

的著作；你可想到那曲曲折折优美的曲线里面汇集了多少人的艰

辛、甚至是鲜血；你可曾想到你所读的地理书籍中有聚集了多少人

的意志与磨难。

你一定听说过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迪亚士发现的好望

角。你一定还知道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带着和平与友好的思想，走

遍世界的角落。

但是其中的艰辛，你知道的多吗？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如此

的不畏艰险的前进，你了解吗？

在历史发展的１２、１３世纪西方就有人对航海有了特别大的兴

趣；大家所熟知的马可·波罗，就是当时的一位；他的《马可·波罗

游记》为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所通读；一方面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

的兴起，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促使他们不断的利用航海来进行殖

民扩张，这是西方的航海技术空前先进；另一方面也是伟大航海家

的无畏精神，激励他们不断的前行，使人类的许多论点得到了事实

的证明，更加了解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的

进步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本书里我们将看到他们的精

神，他们的伟大人生，同时也要学习他们无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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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

郦道元

一生概述

当你欣赏有些火山喷发的壮观景象时，那高达数百米似喷泉

喷射而出的岩浆，使晴朗的天空为之变色……但是你可曾想到，在

１５００年前，我国山西省大同市的西南也有火山，火山口深不见底，

热气上冲，常常发出像细微的雷鸣般的声响。现在大同附近的火

山早已停止喷发了。关于大同火山当时喷发的情况，是在我国古

代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中看到的，这部书的作者是我国古代杰出

的地理学家郦道元。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县）人，大约出生在南

朝泰始元年或泰豫元年（４６５年或４７２年）。他和他的父亲都在南

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中做过官。他的父亲做过山东青州刺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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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先后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４９３年北魏迁

都洛阳）做过中央官吏，在冀州（今河北冀县）、鲁阳（今河南鲁山

县）、东荆州（今河南唐河县）做过地方官。据史书记载，郦道元为

官素以严猛著称。他在地方做官时，对于地方的治安和文教事业

都非常注重，政绩也很突出。由于他执法很严，官吏都怕他，不敢

为非作歹，盗贼也都逃到其他地方去了。在中央政府做官时，他不

畏权势人物，敢于揭露他们干的坏事，因而不少权势人物都憎恨

他。５２７年，雍州（今陕西西安一带）刺史肖宝夤企图反对北魏政

权，憎恨郦道元的人为了达到除掉他的目的，玩弄了借刀杀人的阴

谋，故意怂恿北魏政权派郦道元去西安一带任关右大使。肖宝夤

果然怀疑郦道元是要去与他作对，于是派部下半路劫杀。当郦道

元赴任行至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时，受到肖部的围困。被

围困在山冈上，而食用的水井在山冈下，被围困后吃水断绝。郦道

元一行虽然在山冈上打井，寻找水源，但打井十几丈深，仍然没有

水，最后水尽力穷，郦道元和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儿子同时被杀害。

临死的时候，郦道元还怒目厉声呵斥叛贼，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精

神。

重要贡献

郦道元在少年时代，就对地理考察有着浓厚的兴趣。十几岁

时，他便随父亲到山东，在那里经常与朋友一起到有山水的地方游

览，观察水流的情景。当时，他们观察了临朐县的熏冶泉水，又观

看了石井的瀑布。瀑布奔泻而下的水流，激起了滚滚波浪和飞溅

３




























Ｗ
Ｕ
Ｗ
Ｅ
Ｉ
Ｄ
Ｅ
Ｋ
Ａ
Ｉ
Ｔ
Ｕ
Ｏ
Ｚ
Ｈ
Ｅ

无
畏
的
开
拓
者

的水花，那铿锵有力的巨大音响，在川谷间回荡。这美丽壮观的景

色，使郦道元大为陶醉与感叹。后来，他在山西、河南、河北做官，

经常乘工作之便和公余之暇，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和调查。凡是

他走到的地方，他都尽力搜集当地有关的地理著作和地图，并根据

图籍提供的情况，考查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以及河流流经

地区的地理风貌。他跋涉郊野，寻访古迹，追溯河流的源头；走访

乡老，采集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然后把自己的见闻，详细

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他掌握了许多有关各地地理情况的原始

资料。

郦道元也非常爱好读书，并以此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中，书

籍是他不可分离的伴侣。他一生中读过许多书，可以说读遍了所

有有关地理的言作。他读书也非常认真，对书中的记载力求弄懂、

弄通，对各书中记述同一地方而有出入的问题，更是有意识的去探

究其原因。大量地读书，使他具有渊博的学识，成为当时有名的学

者。他当时写了不少著作，也都流行于世，可惜后来大都佚亡了。

通过实地的考察和对地理书籍的研究，郦道元深切感到前人

的地理著作，包括《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以及大量的

地方性著作，所记载的地理情况都过于简略。三国时有人写了《水

经》一书，虽然略具纲领，但却只记河流，不记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

情况，而且河流的记述也过于简单，并有许多遗漏。更何况地理情

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情况也不断发生变化。

例如，河流会改道，地名有变更、城镇村落有兴衰等等，特别是人们

的劳动会不断改变地面的风貌；因此历史上的地理著作，已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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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们的需要了。郦道元决心动手写一部书，以反映当时的地

理面貌和历史变迁的情况。

在著书的过程中，郦道元选取了《水经》一书作为蓝本，采取了

为《水经》作注的形式，因此取书名为《水经注》。但是，他并不是图

省力，走捷径，简单地为《水经》作注释，跟着《水经》一书的记述走，

《水经》记什么，他就注什么，而是很花了一番工夫和气力。《水经》

一书记载的河流仅１３７条，文字总共只有１万多字。郦道元在《水

经注》中补充了许多河流，数量比《水经》增加了近１０倍，达１２５２

条，其中有些还是独立流入大海的重要河流。《水经注》共计４０

卷，约３０万字。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

内容远远超过《水经》一书的再创作，书中凝聚着郦道元大量的辛

勤劳动，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郦道元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南北分立对峙的南北朝时期，北

方为北魏政权，南方先后为宋、齐、梁政权。郦道元虽然只是活动

在北魏政权统治的地区之内，其范围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秦岭和淮

河以北的地区，但他的著作并没有受政权和地域的限制，他的视野

远远地超出了北魏政权统治的范围，反映了他盼望祖国早日实现

统一的心情。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全国各

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

朝鲜的坝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

新头河（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今俄罗斯咸海），北

到流沙（今蒙古沙漠）。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

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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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突破了《水经》只记河流的局限。他

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

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城镇、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

等古今情况，并且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和距离的观念。像这样写

作严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无

与伦比的。

从《水经注》中我们可以看到，郦道元以其饱满的笔触，为我们

展现了１５００年前中国的地理地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

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例如从关于北京地区的描述

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历史遗迹、河流以及

湖泊的分布等，还可以了解到北京地区人们早期进行的一些大规

模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像拦河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和人工

渠道的开凿等。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

理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的。科学和经验告诉我

们，地理情况是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强而不断发

生变化的。我们要真正了解和深刻认识今天的地理情况，单靠对

现在的地理状态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了解地理情况的变

化过程及其原因，以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我们为今天的建设

事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注》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是

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

《水经注》中的内容，除了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

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达４３７种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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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还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

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灭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

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这又是我们研究我

国文明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郦道元对地理学的贡献和历史功绩，是值得今天我们所敬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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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

一个雨后放晴的夜晚，停泊在湘水之中的一艘客船上，乘客们

在细雨绵绵的日子过后，看到了皎洁的明月，观赏月光下的山形水

色，精神顿觉爽朗异常。正当乘客们尽兴之后上床休息时，忽然喊

杀声骤起，一群强盗窜上船来，一时间火炬乱晃，刀光剑影交错，大

难降临。这时，只见一个人飞身跳入水中，逆流而行，躲进了别的

船里。

这个跳水的人，年约五十开外，身材修长，看上去精力旺盛，行

动敏捷。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声，号霞客。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出

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他的祖上曾经做过官。在明代，知识分子想

要做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考试所作的文章也得遵循政

府规定的八股形式，超出规定的范围就不会被选取，也就是“落

第”。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走上了死读经书，硬作八股文的道

路。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紧紧地束缚，学术风气也死气沉沉。徐霞

客也受此影响参加过八股考试，但失败了。此后，他便决定不再走

考试做官的道路，决心献身于自己感兴趣的地理考察事业。这样

的抉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很了不起的，这意味着与当时流行

的社会风习相决裂，是要有勇气和胆识的，并且还要承受一些守旧

的人的讥笑和指责。但徐霞客坚定地这样做了，他的家庭，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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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母亲有力地支持了他，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哪能让

儿子像篱笆中的鸡，车辕下马，被困着呢？”

徐霞客从小就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他非常喜欢读地理、历史

和游历探险方面的书，向往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徐霞客

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便专心攻读和研究前人的地理学著作。

但是，他并不是把前人的著述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盲目地相信，而

是在吸取前人知识的同时，进行独立思考。在攻读中，他发现前人

著述的内容，很多是历代沿袭，转抄自较早的地理学著作，很少有

人进行实地的考察。因而，有的地理著作记述错了，还是被照抄照

搬，以讹传讹。前代的人错了，后代的人也跟着错。他对前人著作

中的不少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例如关于长江的源头问题，在

被认为是经典地理著作的《禹贡》中，说是“岷山导江”，后来不少人

都沿袭这一说法，徐霞客提出了为什么长江比黄河长，而长江之源

那么短，黄河之源却那么长的疑问，认为《禹贡》上的说法是解释不

通的。为了搞清祖国河山的真实面貌，徐霞客决定亲身进行实地

考察以释疑惑。

从２２岁起，徐霞客便开始了艰难而伟大游历考察生涯。３０

多年间，他先后４次进行了长距离的跋涉，足迹遍及相当于现在的

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

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律、上海等１９个省、市、自

治区。在４００多年前，交通是很不发达的，徐霞客游历了如此广阔

的地区，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双腿。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赞不绝

口了，更何况他所考察的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和急流险滩。不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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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这从中也可以

看到，徐霞客献身大自然的决心与意志。徐霞客的考察探险活动

持续进行到公元１６４０年，也就是他５５岁的时候。当时，他正在云

南，不幸身患重病，被人送回江阴老家，第二年就去世了。可以说，

徐霞客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徐霞客在游历考察过程中，曾经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上

面说的湘江遇盗，跳水脱险的事，便是发生在１６３６年，他５１岁时

的第四次出游中。这次出游，他计划考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

云南等地。出游不久，就在湘江遇到强盗，他的一个同伴受伤，他

的行李、旅费被洗劫一空，他自己也险些丧命。当时，有人劝他不

如回去，并要资助他回乡的路费，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带着一把铁

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呀！”徐霞客顽强地向前走去。

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

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重重的困难被他踩

在脚下，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

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有时跋涉百余里，晚上寄

居在荒村野寺之中，或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他也要点起油灯，燃

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就这样不懈的坚持，他先后写了２０００

多万字的游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可惜的是，他

的日记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但这仅存的４０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仍然向我们展现了他广

阔范围的考察纪实，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理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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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上帝不会白白给予我们什么，从来也没有不劳而获

的东西，只有你付出越多收获才会愈大。徐霞客艰苦的地理考察

活动，终于结出了它丰硕的果实。

徐霞客通过亲身的考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论证了金沙

江是长江的正源，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关于“岷山导

江”的说法。同时，他还证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

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的错误与混乱

的记载。他认真地观察河水流经地带的地形情况，看到了水流对

所经地带的侵蚀作用，并注意到在河岸凹处的侵蚀作用特别厉害。

他还观察到植物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在不同的地形、气温、风速条

件下，植物生态和种属会出现不同情况，认识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纬

度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对温泉、地下水等，徐霞客也都有一定的

科学认识。

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

地貌的考察。他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

考察的地理学家。

在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描述的是爱士培

尔，时间为１７７４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是罗曼，时

间是１８５８年，都比徐霞客晚了一二百年以上。

我国的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带，是世界上石灰岩地貌分布

最广、发育最完整的区域之一。１６３０～１６４０年，徐霞客在这一带

游历考察了３年，并做了详细的记载，对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分

布、各地区间石灰岩地貌的差异、各种石灰岩地貌的类型及其成

１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