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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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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

早期的生活

１７１７年酷暑的一天，一艘满载甜酒的荷兰三桅帆船正朝北美殖民

地驶去。船要到波士顿的时候，天色急变，海湾里波涛汹涌，白浪滔
天。三桅帆船摇晃得很厉害，船员们紧张地盯着海面。突然，一个红

发水手指着右舷远处，惊叫起来：“伙计们，快看！”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一只小木船在浪涛里沉浮着，像一
片落叶，随时都可能被吞没，上面隐隐约约还有几个孩童在挥手。情

况看来十分危急，三桅帆船立刻改变航向，顶着风浪向小船驶去。大
约一刻工夫，小船清晰可见。大家意外地发现，小船上有四五个赤膊

的孩子，个个精神抖擞，喜笑颜开，丝毫没有呼救的意思。为首的少年
约莫十一二岁，又黑又胖，正稳坐船头，“一、二、一”地指挥着伙伴们划

桨。
“孩子们！快上大船，太危险啦！”荷兰水手大声地喊着。“没关

系，你们自己当心吧！”浪涛中传来小“水手”们快活的回话。

巨浪一排排涌过来，只听见小“船长”一声“加油”，孩子们划得更

勇猛了。小船在波峰浪谷间一起一伏，仿佛在向大海挑战。风卷着漫
天乌云，大海咆哮着。海水像小山一样从头顶盖过，小家伙们却拼命
地划着、划着，脸上洋溢着和大海搏斗的无穷乐趣。三桅帆船上的人

都为这群勇敢的孩子们惊叹不已，有的担心，有的赞扬，还有的挥着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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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致意。一位水手打赌说，驾舟的小黑胖子，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世界
上最优秀的船长。

这黑胖蛮勇的小“船长”，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后来没有像
那个荷兰水手预言的那样当船长，却成了美国开国时期最伟大的科学
家、政治家和作家。

１７０６年，富兰克林出生在波士顿。他的父亲为人和善，能歌会画，

是个虔诚的新教徒。他原是英国染匠，１６８５年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从
英格兰远渡重洋移居北美殖民地，以制造蜡烛和肥皂为业。富兰克林
同胞兄弟姊妹共１０人，他排行第八，是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出生的
时候父亲已经５１岁，是“老来得子”。

富兰克林从小聪明好学，８岁进公校读书，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父亲曾经想让富兰克林受高等教育，把他培养成神学家，但是家累太
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富兰克林只上了两年公学、一年私塾就辍
学了。１１岁的富兰克林成天在家帮老父剪烛芯、擦印模，在店里打杂。

波士顿东临大西洋，是个风景优美的港口。富兰克林在海边长
大，很喜欢游泳、潜水，船也划得很好。他常常率领一群小伙伴，驾着
帆船在海上追波逐浪，大家推他当“船长”，听他指挥。大海的熏陶，使
富兰克林从小酷爱自由，养成不怕风浪、不畏强暴的性格。他这时最
大的理想是去航海。父亲很了解儿子的心愿，但是富兰克林有个哥哥
远航海外，多年没有下落。由于担心他重蹈覆辙，所以一直不准他离
家。为了给富兰克林挑选一个合适的职业，父亲操了不少心。他带富
兰克林去学过砌砖、制刀、铜匠等手艺，可是都没有学成。他想让富兰
克林继承家业，但是富兰克林对它偏偏毫无兴趣。怎么办呢？他后来
发现儿子很爱读书，小家伙一有零钱就向书店跑，特别喜欢读名人列
传、航海小说，于是决定让富兰克林去学印刷。他把１２岁的富兰克林
送到大儿子詹姆斯开的印书店去当学徒。从此，富兰克林和印刷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

印书学徒的生活是艰苦的。詹姆斯性情暴躁，唯利是图。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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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兄弟当作廉价劳动力，排字、背纸、送书、跑腿，富
兰克林样样都得干。据富兰克林《自传》里说，詹姆斯很容易发怒，动
辄“鞭挞交加”。富兰克林容忍了这一切，因为他在这里有机会读到许
多难得的书籍。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躲进阁楼，兴趣盎然地翻
阅刚装订好的新书。他结识了几个其他书店的学徒，也经常带一些畅
销书给他看。借书条件有两个：一是不准玷污；二是期限只有一个晚
上，否则第二天清晨店主查书的时候会以为被偷了。富兰克林为了读
完一本好书，常常彻夜不眠。几年里，他博览群书，从许多文学、哲学
名著和科技读物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其中不少书对他一生的事业有
很大影响，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年）说过：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俊秀，

数学使人严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
辩。所有这些，都能陶冶性格。这段话用在富兰克林身上是非常恰当
的。他攻文学，练写诗，习算学，研究航海术，多有所得。一些启蒙思
想著作，在他心中播下了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种子，对他后来很有影
响。特别是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约公元前４３０—约公元前３５４年）的
《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一书，富兰克林读后很受启发，终生难忘。他
很佩服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公元前３９９年）的辩论法，后来和人争
辩的时候，从不武断下结论，多用谦虚的言辞，在反复诘问中求得真
理。

富兰克林学习勤奋，进步很快。他学诗不久就写了几首俚曲，赢
得不少小读者。富兰克林从此就希望将来当个诗人。父亲知道后大
泼冷水，告诉他说“自古诗人多是乞丐”，富兰克林这才打消了当诗人
的念头。有一次，他写信同友人辩论妇女教育问题。信被父亲看见，

指出信中说的虽然在理，但是文章松散拖沓，不能切中要害。富兰克
林听后，心中折服，发奋练笔。正像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富兰克林下了一番苦功夫研习散文，果然很
有成效。他当时见到一本英国出版的《时评报》很有文采，就用它做作
文范本，反复朗诵，细心揣摩。为了加深印象，他先把报中好文章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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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几天以后又从诗歌改写成散文，有时还把原文次序颠倒，自己来
编写。不出半年，他的文笔大有长进。富兰克林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
作家，“下笔千言，势撼山岳”，是和这段努力分不开的。

当时，正好詹姆斯筹办了一份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新闻》，是北美
第二家报纸。报上常登一些文学小品，很受读者欢迎。１５岁的富兰克
林也很想一试。他断定哥哥如果知道是他写的稿子绝不会采用，于是
用另一种笔迹抄出来，不署名，半夜里悄悄放在印刷所门口。第二天
早晨，詹姆斯发现匿名文稿，请一些常在报上写文章的朋友评定，都一
致称赞是佳作。有位诗人还断言它出自名家手笔。文章印出来以后
反响热烈，富兰克林喜出望外。以后他经常匿名投稿，都在报上发表
了。时间一长，詹姆斯感到纳闷，很想见见这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名
家”是什么模样。他在半夜里悄悄躲在印刷所门后，当他发现写稿人
竟是富兰克林的时候，大吃一惊。詹姆斯并不欣赏小兄弟的文才，他
所算计的只是生财之道。这个印书店老板不但不付稿酬，还要富兰克
林继续无偿提供稿子，而日常劳役丝毫不减少。富兰克林本来就富有
反抗精神，加上詹姆斯平日一贯以店主自居，不顾手足之情，对他要求
过分，兄弟俩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终于决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富兰克林决定脱离印刷所，另寻生路。当时他和詹姆斯的合同没有
满，不能脱身，而且詹姆斯通知波士顿所有的印刷厂，都不得收留富兰
克林。富兰克林几经周折，才摆脱了控制。

１７２３年１０月一个薄雾的早晨，富兰克林瞒着老父与詹姆斯，在一
位朋友的协助下，悄悄搭上一艘去纽约的商船，告别了波士顿。这时
富兰克林正好１７岁，他把全部财产———多年积累的一捆藏书变卖了
作为路费。

船启锚离港。富兰克林凝神望着波士顿的城郭渐渐远去，在心里
默默地说：“再见，印刷所！再见，故乡！”在波士顿，他度过了少年时
代，学到了启蒙知识，也种下反抗暴戾的种子。现在，他要自己去闯路
子了！在蓝色的波涛里，船鼓帆南下，看着飞翔的海鸥。富兰克林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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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旷神怡，感到一种获得自由的喜悦。他的心潮也如同海涛一般在
翻滚。

不寻常的经历

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船抵达纽约。

富兰克林在这里人地生疏，奔走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工作。后来他
辗转到当时北美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费城。那时，纽约、费城之间
陆路交通不便，他是从水路去的。船先是沿海南下，当转向内河的时
候，突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船上旅客险些遇难。后来大家登上一个
小岛才得救。这次旅程，一路上历尽艰辛，饱受磨难。等最后乘另外
的船抵达费城港口的时候，富兰克林浑身湿透，蓬头垢面，衣袋里只剩
一枚银币。他买了三只长条形的大面包，手里拿一只，腋下夹两只，一
边吃一边走，模样十分滑稽。当时恰好有个少女在窗前看到富兰克林
的狼狈相，感到很好笑。富兰克林发觉后，自惭形秽，也跟着笑了起
来。那姑娘名叫丽德，长得端庄秀美，是小康人家的女儿，后来成了他
的朋友。

富兰克林凭着印刷技能和文才，在丽德的帮助下，很快在费城一
家印刷厂找到工作。两年以后，他和丽德定了终身。但是小伙子生性
好动，渴望干一番事业。不久，富兰克林在同事的鼓动下，怀着挣一笔
钱办印刷业的向往，远渡大西洋，到了英国。可是英国并不是他想象
中的天堂。他在伦敦混了１８个月，一个钱也没有赚到。富兰克林先
后在两家印刷厂当排字工，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他生活在最下层，和
各种人物结交，议论时局，诋毁宗教，探讨学问，生活放荡不羁。在伦
敦的贫民窟里，富兰克林尝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艰辛，也学到许多书
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思想和性格上受到很大的磨炼。英国当时正处
在工业革命前夕，排字、印刷已经有明确分工，富兰克林在印刷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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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上也增长了一些新知识。

由于生活颠沛，放浪形骸，富兰克林在伦敦渐渐忘了同丽德的婚
约。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只给丽德寄过一封短信，并且说不知哪天才
能回去，不料因此铸下大错。１７２６年１０月，富兰克林两手空空回到费
城，丽德在绝望之下已经另嫁他人。富兰克林后悔莫及。他无家可
归，只好进费城一家印刷厂重新当排字工人。他用在伦敦学到的新技
术自创字模，制成了一种新式铜版印刷机。不久，他因为不堪厂主的
剥削，和友人合伙开设印刷厂，年轻的富兰克林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正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初期，美国还没有
诞生。

当时北美大西洋沿岸十三州是英国的殖民地，政治上受英国统
治，经济上也受英国控制，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
级要求参加政权和保卫财产，人民群众也起来反抗殖民主义的统治和
压迫，整个北美正处在觉醒的前夜。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北美出
现了统一的市场，费城、纽约、波士顿等地也发展成繁荣的商业城市。

费城和纽约之间修建了公路，交通发达起来，殖民地和海外的贸易以
及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日益密切。所有这些，都为北美资
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富兰克林生活在这种资本主义上升的大
变动时期，又来自市民阶层，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敢作敢为，顺
应了时代的潮流，因此他的事业发展很快。

第二年秋天，２１岁的富兰克林组织了青年自学团体“共读社”。参
加的多是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有工人、鞋匠、技师、诗人以及自学成才
的数学家等。他们每星期五在旅馆集会，每人轮流提出议题，展开讨
论，内容涉及科学、政治、文学、哲学等。富兰克林是“共读社”的中坚
和领袖，他要求大家不问职业和宗教信仰的差别，互相敬重，以探求真
理为己任，不意气用事，不进行诡辩。一个２１岁的青年能够表现出这
样的才干，是很难得的。富兰克林日后成为美国开国时期最著名的社
会活动家和科学家，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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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厂里兢兢业业，苦心经营，再加上“共读社”社友们多
方支援，他的印刷业渐渐兴旺起来，不久又创办了一份报纸《宾夕法尼
亚新闻》。富兰克林的印刷技术和散文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报纸
发行不到几个星期，就以印工精良，文笔清新、泼辣闻名，销路很好，受
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这样一来，富兰克林既发展了印刷业务，又有了
舆论阵地，一举两得。１７２９年在两位挚友的资助下，富兰克林开始独
自经营印刷厂。当时费城市民要求增印纸币的呼声很高，反映了新兴
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银行和大资本家坚决反对，两种意见相持不
下。富兰克林在“共读社”里以纸币为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他把大家
的意见归纳起来，写了一篇《略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在报上发表，

文中引证１７２３年宾夕法尼亚省一度发行纸币，刺激了商业繁荣、就业
不断增加的事例，极力赞助市民的要求。这篇文章一发表，舆论急剧
变化，增印纸币的声势大壮，反对的意见被击败。

议会最后通过了增印纸币的提议，为了表彰富兰克林宣传的功
劳，决定把印纸币的特权授予他的印刷厂。这件事给富兰克林带来了
莫大的收益，他不但获得政治声誉，而且还清了债务，在经济上自立起
来。新纸币发行以后，收效显著，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费城的商业、建
筑和人口都随着增加，富兰克林的印刷所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年，２４岁的富兰克林成了家。巧的是，他娶的不是别人，竟是
过去的未婚妻丽德。原来丽德当初受女友撺掇，误嫁给一个叫罗泽斯
的陶器商，婚后发现他另有所欢，品行不端。丽德整天悲伤，郁郁寡
欢，生活很不幸。她后来与罗泽斯断绝夫妻关系，两地分居。富兰克
林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悔恨交集，前去看望丽德。两人一见面，泪如
雨下。那时罗泽斯由于挥霍无度破了产，已经远逃西印度群岛。富兰
克林冒着风险与丽德举行婚礼，最终破镜重圆。丽德贤淑温柔，勤俭
持家。她与富兰克林结婚以后，把家庭与印刷所事务料理得井井有
条，富兰克林从此在事业上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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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图书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比喻创业的艰苦就像

架着车，穿着破衣去开辟山林一样。富兰克林的事业也是这样开始
的。当时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很落后。美国民族正处在摇篮
里，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科学。富兰克林在婚后不久，倡导创办了北
美第一所图书馆。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当时富兰克
林只有２５岁。

起初，这件事是在“共读社”上提出的。社友们每次讨论的时候，

都感到手边参考书籍不够。富兰克林灵机一动，建议大家把自己的藏
书搬到社里来，让社友们共同浏览。第二天，一座小“图书馆”就成立
了。书架上大小图书，琳琅满目，大家翻阅起来很方便。可是好景不
长，因为没有专人管理，随便拿取，图书有减无增，没多久“图书馆”就
瓦解了。这个尝试虽然失败了，却给人很大启发。他们总结经验教
训，由富兰克林主持，用“共读社”名义发起募捐，请一位著名律师协
助，成立了费城图书馆，也是北美第一座民办图书馆。首批读者５０
人，按规定每人先交纳４０先令开办费，以后每年再捐１０先令。图书
馆成立以后，从海外购来一批图书，每周开放一次，捐款者可以自由借
阅，但是要按照规定期限送还。费城图书馆成立以后，读者越来越多，

有人把家里的藏书也捐赠给图书馆。消息传开，各地纷纷仿效，也建
立起图书馆来，大大促进了北美开创时期的文化传播。几年以后，依
靠政府的资助，把图书馆改成公立的。从此，图书馆就成为人们进行
学习和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机构。

富兰克林既是图书馆的创始人，又是最热心的读者。不论刮风下
雨，他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去看书。他曾经说：“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

我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酒楼茶肆或者哪种无聊的游戏上。”富兰克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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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名言，直到今天还是人们的座右铭：“你热爱生
命吗？那么请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一天，图书馆从国外买来一捆装帧别致的新书。富兰克林很有兴
趣地翻阅起来。但是当他打开书的时候却皱起了眉头：书里全是他不
懂的外文。富兰克林这时已经２７岁，他下决心要掌握外语。那时，欧
洲有大量劳苦群众为了逃避赋税、战祸到美洲来谋生，学外语的条件
很好。富兰克林先学法文，三个月左右就能够看书了。接着，他又学
意大利文。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一位朋友。那小伙子是个棋迷，每天
课后都要拉着富兰克林下几盘，常常耽误学习。富兰克林不愿浪费时
间，就想了个办法，他和对方约定，每次只下一盘，胜者为师，或对话提
问，或文法造句，可以随意命题，考核对方。谁不守约，就取消下次对
弈。两人棋艺本来不相上下，所以互有胜负。富兰克林就用这个办法
把那个小伙子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切磋琢磨，进步很快，不
到半年意大利文就过关了。

外语学习常常有相通的地方，富兰克林在学会法文和意大利文以
后，乘胜前进，紧接着又学会了西班牙文，可以直接阅读塞万提斯
（１５４７—１６１６年）的原著。有一天，富兰克林心血来潮，想试一试难度
最大的拉丁文。他幼年曾经在学校学过一年拉丁文，有些基础，只是
多年没有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出乎意料的是，他拿来一本拉丁文
书浏览，由于通晓了几国文字，融会贯通，居然十有八九都可以读懂。

富兰克林又惊又喜，从这里他体会到，所有的学问只要勤学苦练，入门
之后，循序渐进，就一定会有成效。

几年以后，富兰克林作了费城的邮政代表。他整顿邮务，改革市
政，发起成立救火会，热心社会福利事业。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致力
研究科学技术。富兰克林注重实验和观察，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价
值，认为科学和技术应当造福人类。这个观念导致他后来在科学技术
上作出重大贡献。

富兰克林最早的科学活动，是发明新式火炉。这种火炉结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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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使空气进入炉膛前先经过预热，可以增高炉温，节省燃料。新火炉
试制成功以后，他的一位开铸铁厂的朋友仿制出售，深受市民欢迎。

宾夕法尼亚省长很赏识这项发明，要给富兰克林专利权。富兰克林婉
言谢绝了，他认为应当把自己的发明贡献给社会，不能用来谋取个人
的私利。

富兰克林这种通过科学和发明为他人服务的哲理，对后来美国的
科学史发生了深刻影响。１７３４年，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建了美国第一个
科学团体“北美增进有用知识哲学会”。他的科学活动从此进入盛期，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电学研究。

在电学领域垦荒

尽管我国商代甲骨文就有雷电的记载，古希腊人也早发现琥珀的

静电特征，然而人类认清电的本质，驾驭它来为我们造福，不过是近两
百多年的事。富兰克林诞生时，电学几乎还是一片荒地。在这以前，

对电学作过探索的学者寥寥无几。我国东汉的王充（公元２７年—公
元９７年）算是一个，他在《论衡》里解释过雷电。不过王充主要是哲学
家，没有对电作进一步研究。到了１６世纪，英国的一位御医威廉·吉
尔伯特（１５４０—１６０３年）发现除了琥珀外，其他多种物质摩擦以后也能
够吸引轻的东西，他首先使用了“电”的名称。但是电究竟是什么，这
位御医也只好摇头了。以后，在１７世纪整整１００年间，电学只有一项
发明，那就是奥托在１６５０年用硫磺制成一台简陋的静电启动机。这
台仪器很原始，起电的时候要用手来摩擦。１８世纪以前的电学，不过
就是这样。

到了富兰克林时代，电学才走出襁褓。

１７４５年冬天，电学界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德国的克莱斯特
（１７００年—１７４８年）和荷兰的马森布罗克（１６９２年—１７６１年），几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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