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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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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历程

第一章　科技之光在闪烁

火与人类
人类从开始怕火到能利用火，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的时间。一开

始，人们知道火能够给人以光明和温暖，慢慢地，经过若干年时间，人
们便把火带到洞穴中去了。

现在已经知道的人类用火最早的遗迹是在我国的土地上，当然这
火都是野火，也就是说不是人制造出来的，而是天赐予的，比如雷电、

火山等原因。

云南元谋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许多炭灰，而山西芮城西侯度
遗址也有类似的遗物。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灰层竟厚达６米
之多。

据考古学发现，在龙骨山北坡猿人居住的山洞里，厚厚的灰层中
有烧过的兽骨和石块，有的石灰石甚至已经烧成石灰，在洞穴中还发
现过一块木炭。

周口店的灰烬这么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篝火在当地绵延不
绝地燃烧了有数百年之久。这表明２０万至５０万年前，住在这里的北
京人已经是长期地、很有效地掌握利用人类的天敌和朋友———火。

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火了，自然火又不是随时可得，火的保存
成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虽然人们已经有了一些保存火种的办法，但
是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遭致火种的熄灭，因此，人们不得不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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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工取火的办法。

火的利用，使化学变化成为可能，同时，其他多种自然科学的产生
也都从这里开始。如果从本质上说，火就是能量，就是力量，运用火就
是运用其能量。

自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办法，人类就得到了用火的完全自由。有
了火，人类的食物来源扩大了，居住的范围也扩大了。

火在生产上也给了人类很大的帮助，它可以烧烤木矛的尖端使之
硬化，也可以烧烤枝条使之弯曲制造某种容器，火还是人们用于狩猎
的重要武器。

尤其重要的是，熟食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熟食缩短
了消化过程，使人类获得更多的营养，增强了体质，大大地促进了大脑
的发达。

人类认识火，降服火，使火为人类所用，可以说是人类科学文明史
上的重大革命，也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曲凯歌。

科学从石头开始
在远古时期，由于原始社会的生活十分艰苦，人类改造自然的能

力还很低，更谈不上科学地改造自然，所以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十
分有限。

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主要是从工具的使用过程
中得来的。

原始社会人类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因此也被称为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又分为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磨制石器为标志
的新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是使用石器工具，因为它
用的石料几乎随处可得，取材方便，而且石质坚硬，也不难打制出比较
锐利的尖端和刃口。这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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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人，即智人，就人类的进化水平来说，智人同先
前的人种相比，是更高级的人种了。

大约在一万多年前，人们又发明了石器的磨制技术，即在打出石
器的粗坯之后，再用研磨的方法进一步加工，这样就可以使得石器的
形状更为规整，尖端、刃口更加锋利。

磨制石器的出现表明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人类进
入了“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期，人类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科学技术，

或者说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初端萌芽了。

从此，石器的制作越来越精巧，类型也更为复杂，甚至可以加工相
当坚硬的玉石，制成一些很漂亮的玉器。在这一时期，石器具有五大
特点：

１．种类多；

２．加工精细，制作目的性十分显著；

３．石器不仅是打制，还经过了磨制；

４．用料多样化，不仅有天然生成的燧石，而且还有石髓、玛瑙等；

５．除了制作工具外，还出现了用石器做成的装饰品。

洞穴和蚕丝
春蚕，可爱的小生命，吃的是桑叶，吐出的却是一缕缕细丝，它无

私地将洁白的蚕丝奉献，自己却化成蛹，默默地幽闭在自造的蚕茧之
中，度过虽死犹荣的一生。

蚕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却说远古时代，天地悠悠，气象万千。那时的人们吃都顾不上，哪
还顾着穿。他们穿着十分简陋。

夏天时，他们穿的是用一片片树叶串连起来的衣服。而冬天，则
把捕猎的野兽皮剥下来晾干，往身上一裹，就算是衣服了。

后来，人们发现了麻类植物的外皮可以剥下来，晒干，制成麻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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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编织成麻皮，做成衣服穿。于是，人们便把麻类植物的根和种子成
片地种在一起。

用麻类植物做成的布，比用树叶、兽皮做成的衣服是一大进步。

但是它毕竟很粗糙，于是人们继续寻找新的衣着原料。

后来发现了蚕丝，并用蚕丝织成衣服。

最早的农业和畜牧业
人类由原始采集到集体渔猎，他们还只是从自然界中，取得自己

的生活所需，并无大的奢求。

而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却是人们在自然界中创造了自
己的生活所需。这一革命性的变革，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
器时代早期。

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科学的地区在西亚。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
约一万年前人类在现今土耳其境内种植小麦的证据；在我国余姚一处
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大量被炭化的稻谷，经鉴定是６千年前的遗物。

农业最早是依赖石器工具和火，被称为“刀耕火种农业”。人们先
用石器工具将地面上的树木、柴草砍倒，晒干，然后点火，将柴草烧尽，

最后撒上种子。

古人在种子播种下去之后，便任其生长。待作物成熟后，用石器
工具收割，再以石磨或石碾加工，生产便完成了。

到了新石器晚期，人们又学会制造和使用石耜、骨耜、石犁等农
具，于是农业又发展到“耕锄农业”。

而动物的驯养大约开始于一万多年前，人类最早驯养的是狗，然
后又驯养了牛、羊、猪、鸡等动物。

后来，人们发现畜牧业比种植业更为有利，于是，畜牧业的比重增
大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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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陶器
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人们的生活稳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

用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原先人们所使用的容器，大都是木制或藤条制成的，这样一些容
器有很大的缺点，不能用来盛水等液体，更不能用火烧烤。于是，制陶
技术出现了。

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首先选择那些可塑性和操
作性能好的粘土作原料。经过人工的淘洗和澄滤，成为又细又纯又软
的备料。

然后是制坯，彩陶的陶坯大多是手制。粗坯制成后，嵌入把手。

陶坯制好后，要绘制彩饰，这需要把有各种颜色的天然矿物涂绘在陶
坯上，彩绘通常是红黑两色。红色彩料主要是用赤铁矿，黑色是含锰
较高的土。

最后的烧窑，据现在分析，彩陶的烧成温度大约是９５０°Ｃ。

到了新石器晚期，手工制陶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制坯时广泛使用
简单机械———陶轮，陶器的质地和形状也更加丰富。不仅原来的黑
陶、红陶、灰陶更精巧，还出现了白陶。

利用金属
在人类早期，人们最早认识的金属是铜和黄金，只有这两种金属

最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在自然界中偶有以单质状态存在的，人们很容
易认识它。

金和铜都具有延展性，可以敲砸成形。不过金子稀少，性也太软，

人们更有兴趣的还是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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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河北省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时曾发现两块铜牌。铜质
呈红色，由于所在土层干燥，锈蚀程度不太严重。形状为梯形，上端有
两面穿成的单孔。

从这个遗址出土的其他文物分析，它们属于龙山文化后期的遗
存。铜牌不像是铸造出来的，而很像是敲打出来的。后来又在甘肃威
龙山晚期遗址中发现铜器近２０件，经鉴定，均是人们利用天然纯铜直
接锤锻而成。

人们在采集自然铜的时候，常与自然铜伴生的色彩鲜艳的孔雀石
也很引人注目。把孔雀石和木炭同放在陶器内燃烧也能炼出铜来，最
早的炼铜技术就这样开始了。

治理洪水
传说夏代以前，人们还生存在原始部落，当时有三代领袖，即我们

常说的尧、舜、禹。

当禹袭了舜的天位，做部落领袖的时候，夜间，天上有５颗大星出
现，并像珠子一样连成一串，禹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便召来一些长者，

断定凶吉。

长者们仔仔细细地观察了５天晚上，那五颗大星的尾巴向东移了
移，便立即告诉禹：“北极之外，是一片汪洋，那里水浪滔天，太阳被汪
洋整整泡了５０年才得以重见天日。现在，五颗星的头在北、尾东移，

这说明北极漫天大水已被大鱼和巨龙搅翻了，海水要漫起，五岳三山
可能要受灭顶之灾。”

另一位长者接着说道：“王还是早作准备，大洪水就要到了。”

其实，禹心里早知，洪水将至。因为从尧在位时，洪水已经漫天遍
野，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灾难。尧令鲧去领导治水，鲧便去偷天帝的土
来堵埋洪水，哪知洪水是越堵越厉害，一直治了９年水也未成功。

鲧在羽渊这个地方，听到尧传来处死他的命令，便一头扎进水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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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上来。尧又令鲧的儿子禹继续领导治水。

禹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不在“堵”，而是“疏”，就是挖大沟，凿通山
川，让水顺着这些沟洞流出去。

但要想把这洪水“疏导”走，必须凿通龙门关，要凿通龙门关，必须
从几百里外的积石山开始。于是，禹亲自视察地形，终于弄清了地形。

禹便带领民工开凿龙门关，禹在崇山峻岭中领着人们一干就是１３
年。他发誓：不凿通龙门关，誓不罢休。

这期间，他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脚上长出厚厚的茧，有三次路过
自己的家门，都顾不得回家去看一眼。在历史上留下了“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美名。

经过１３年的努力奋斗，他终于让黄河水流入海，把水利工程从陕
西一带一直建设到浙江，为人类树立了不向自然力屈服，合理运用自
然规律进行奋斗，使人类在自然力威胁下顺利生存和发展下去的
榜样。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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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天纬地东方科学

人类眼望长空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微风轻拂着，像是丝绒拂着人面一样，美妙

得无从觉察，使你几乎不相信那炎炎夏日已经过去。

篱笆、田野、树木、山和原野，呈现出它们的永远变换着的浓绿的
色调。

天空明净无云，太阳照得明亮而温暖，但那飘落的树叶告诉你，秋
天已经来临。

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鸟的歌声和万千只昆虫的呤呤声，充满着
空中，茅屋旁边的园子里挤满了丰富而又美丽的花，在浓露之中闪耀
着，像是铺满了灿烂的珠宝的花床。

这个时候，农人们已经在田间劳作了，他们和打仗冲锋一样，有的
摔掉了草帽，有的脱去了布衫，所有的石镰都闪烁着黄澄澄的颜色，瞬
时，一排排稻谷倒在他们脚下。

就在人们精心劳动之时，天空慢慢起了雾气，山峰的阴影一寸寸
逼近村庄，并且越来越浓。农人们停止手中的动作，呆呆地看着眼前
发生的一切。

周围一片寂静，静得凭蚊子的嗡嗡声都能听出它在什么地方飞。

这时，左边的山峦已完全暗了下来，而右边的树顶和村庄好像都罩了
一层薄薄的玻璃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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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天狗吃日了”，打破了这苍茫的寂静。

人们仿佛刚从梦中惊醒一样，都“噢”的叫开了。他们急忙跑向村庄
……农人们把家中所有能敲响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把所有能活动的人
都动员起来，他们拿着破锅、脸盆、菜罐等器具，敲击着、奔跑着、吆喝
着，试图撵走这吃日的天狗。

半圆的月亮从黑幕中探出窄窄的小脸，那如泣如诉的星星也露出
了惨淡的忧伤，一些树木如似狰狞的巨人站着，树叶的罅隙好像几千
双眨着的眼睛。

这时的人们像疯了一样，满村狂跑着呼唤着，大地在震颤着惊悸
着，万物失去了自己的形状，仿佛等着末日降临一般。

而村东的大庙前，那巫师的长剑直刺天空，唤起了农人对荒野以
外模糊的渴望。巫师喃喃地祈祷声撒在天地的心田中。

慢慢地，天空好像被这有灵性的人们感悟一般，它惺忪地抹抹一
脸的倦意。人们可以看见了一丝亮光，亮光愈来愈大，愈来愈明亮，快
乐的世界重又苏醒过来，那吃日的天狗迫于人们无穷的威力，逃遁了。

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欢呼着人类撵走天狗这一伟大胜利。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自然现象，按照科学来解释它，就是当太
阳、月亮、地球处在同一条直线上时，就出现了我们上面的这种情况，

科学家们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日食。

现在，每当有比较罕见的日全食或日环食发生，世界各地许多人
会怀着极大的兴趣赶往日食发生地，以求一饱眼福。

然而，在远古时期，日食却是一种可怕现象，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日
食是怎么回事，试想，天空突然间黑下来，刚才还是阳光普照的整个世
界一下子被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仿佛世界的末日来临一般，人们
怎么能不感到极端恐怖和惊慌呢？

据说，古埃及的一位国王竟然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死了。上
古时期，每当发生日食，人们便猜想太阳被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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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们为了拯救太阳，撵走那危害太阳的妖魔，不同地区的人
们用不同的方式，来驱赶妖魔。有的用响声惊吓妖魔，有的则把带火
的箭射向空中，以射死妖魔。

而法老和巫师们便大念其咒语，让妖魔受到良心的谴责，并让人
们点起大量的火把以恢复昏暗太阳的光芒。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几
千年。

最早的地图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地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著名的著

作有：谯周的《三巴记）、顾启期的《娄地记》、李叔布的《齐州记》、葛洪
的《幕阜山记》等。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很多，最著名的有地图学家裴秀，他以“一分
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绘制了全国地图，开全国地图研究之
先河。

裴秀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而且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
的地图家之一。他是在１７００多年前，就创立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循的
六条基本规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学理论，对于后世地图的绘制
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２２３年，裴秀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河东闻喜（今山西
闻喜县）人，字秀彦。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８岁就可以写出很出色的
文章。

由于他的才学和品行，大将军曹爽任命他为黄门侍郎，后来，又晋
升为掌管司法的“廷尉正”。

由于他“博学强记，无文不精，孝敬父母，忠于朋友，品格高尚，远
近知名”，深得执掌大权的司马昭的赏识和信任。

公元２５７年，司马昭出兵征讨蜀国诸葛诞，３４岁的裴秀作为参谋
人员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在行军打仗中，由于一时都离不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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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图的作用，给裴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
任务。

通过这次随军作战和实地考察，使裴秀逐渐认识到地图的重要
性，为他后来创编系统的绘图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马炎当了晋国的皇帝后，便任命裴秀为司空。司空，就是掌管
工程的官职，也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裴秀一方面参与国家的军政大事，另一方面
也招揽精通地图的人才，组织他们整理测绘地图等工作。

我国地理学起源较早，远在三四千年的商、周时期，国家已经设置
了专门掌管全国图书志籍的官吏。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地理知识逐渐丰富，大约在春
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部地理名著———《禹贡》。

它以山川湖海作标志，把全国划分为九州，然后分州叙述各地的
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及田赋等级、贡品名目、水陆运输线和名胜古
迹等。

由于它内容丰富，记载详细，因此受到历代重视，也就成了历代各
国的必备之物。到了魏晋期间，由于年代久远，地图上的标记和错误
越来越多。

裴秀在整理期间发现，古代的地图存在着许多缺点，一是没有比
例，二是地理方位也不准确，有的甚至连有名的山川河流也记载不全。

于是裴秀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弥补以前地图的错误，纠正其中的缺陷，裴秀开始研究了我
国历史上第一部地理学著作———《禹贡》。

由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禹贡》中的山川地名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后人在解释考证的时候，往往牵强附会，使得错误越来越多，

造成极大混乱。

裴秀决心要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于是详细考证了《禹贡》所记载的
山岳、湖泊、河流、平原、沼泽，以及古代九州的地理位置和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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