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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

代。这就向我们青少年朋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树

立终生学习的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得上时代，才不至于

在竞争中被淘汰。

人经历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作为

学生，求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读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治愚；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

以使人增长知识；读书，可以使人增长才干；读书，可以使人高

尚；读书，可以使人升华。读一本好书，就犹如经历了一次生

命的洗涤，就犹如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净化。

青少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也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青

少年从小培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乃至

人的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都会受益无穷。可是，书海浩瀚，穷一

生之力也不可能读完。因此，青少年应该学会有选择性地去

读，万不可随便拿起一本书就乱读一气。同时，现在市场上的

各种书目层出不穷，且质量和内容都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



下，青少年的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接触到思想混乱或不健

康的书籍。所以，在对待眼花缭乱的各类书籍时，青少年一定

要慎重选择，小心辨别。

《学海导航》丛书也正是应广大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本

套丛书融合了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是一部优秀的百科全

书。本套丛书编写思维缜密，结构严谨，注重学习方法的培

养，注重在学习的过程中教育人启迪人，是你迷茫时指点迷津

的益友。希望这套丛书的问世能够切实解决读者朋友们遇到

的种种难题，真正起到导航的作用，让读者在心灵享受的同

时，获得真正的人生感悟。

一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在漫

长的人生之路中，每个人都会背着装有人生信条的行囊前行。

人生信条不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如果没有了自信，行程中

就会多走不少弯路；如果没有了勤奋，征途上就会遭受失败的

打击；如果没有了友谊，旅程中就会出现孤独的困扰；如果没

有了健康，路途上就会经受病痛的折磨……

青少年在成长的岁月中，面对社会的喧哗和骚动，面对生

活的诱惑和困难，面对学校和社会的差距，难免会感到无所适

从，不懂得在自己的人生行囊中放置什么，舍弃什么。本书就

的为了能让青少年在复杂的社会中学习一些切实可行的道理

和方法，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失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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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篇

　　１．鲁班———能工巧匠　／３

　　２．扁鹊———医学祖师　／７

　　３．张衡———东汉科学家　／１０

　　４．祖冲之———南北朝数学家　／１５

　　５．孙思邈———医学高超的“药王”　／１７

　　６．沈括———北宋卓越科学家　／２０

　　７．郭守敬———元代杰出科学家　／２３

　　８．黄道婆———杰出的纺织技术家　／２６

　　９．李时珍———卓越的医学家　／２９

　　１０．徐光启———明朝科学家　／３３

　　１１．詹天佑———中国铁路工程先驱　／３７



２　　　　

　　１２．竺可桢———气象学奠基人　／４３

　　１３．茅以升———著名的桥梁专家　／４６

　　１４．华罗庚———人民的数学家　／５１

　　１５．苏步青———东方几何学家　／５４

　　１６．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　／５８

　　１７．李四光———地质学家　／６３

　　１８．屠守锷———火箭技术专家　／６６

　　１９．邓稼先———“两弹元勋”　／７１

　　２０．童弟周———现代生物学家　／７４

　　２１．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７７

　　２２．钱伟长———力学家　／８２

　　２３．韦钰———第一女博士　／８５

　　２４．陈景润———世界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
第一人　／８７

世界篇

　　２５．泰勒斯———科学之祖　／９３



３　　　　

　　２６．亚里士多德———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９８

　　２７．哥白尼———伟大的天文学家　／１０２

　　２８．培根———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　／１０６

　　２９．伽里略———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　／１１１

　　３０．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奠基人　／１１５

　　３１．富兰克林———美国电学研究的先驱者　／１１８

　　３２．瓦特———蒸汽机发明家　／１２２

　　３３．高斯———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　／１２６

　　３４．道尔顿———近代化学之父　／１２９

　　３５．舍勒———化学家的典范　／１３３

　　３６．戴维———创造科学记录的人　／１３７

　　３７．法拉第———伟大的物理学家　／１４２

　　３８．达尔文———进化论的奠基者　／１４６

　　３９．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创立者　／１５１

　　４０．巴浦洛夫———世界生物学家领袖　／１５６

　　４１．爱迪生———发明大王　／１５９



４　　　　

　　４２．爱因斯坦———相对论创立者　／１６３

　　４３．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　／１６６

　　４４．居里夫人———最早荣获诺贝尔奖的女性　／１６９

　　４５．巴斯德———近代微生物的奠基人　／１７６

　　４６．诺贝尔———炸药大王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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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鲁班———能工巧匠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
等。因为他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古时通用，所以后
世称他为鲁班。鲁班生于鲁定公三年（公元前５０７年），卒
年不详。

鲁班生活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是我国奴隶社会
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是我国古代一位
优秀的手工业工匠和杰出发明家。相传他在机械、木工工
具、土木建筑等方面有多项创造发明，留下了许多动人的
故事。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被土木工匠们视为“祖师”，
受到后人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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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出生在鲁国一个世代以工匠为生的家庭。家庭的影
响和熏陶，使他从小就喜欢上机械制造、手工工艺、土木建筑
等古代工匠所从事的活动。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他本人不
断地努力，鲁班逐渐掌握了古代工匠所需要的多方面技能，积
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的能工巧匠。

相传有一年，鲁班接受了一项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任务。

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鲁班就让徒弟们上山砍伐树木。由
于当时还没有锯子，他的徒弟们只好用斧头砍伐，但这样做效
率非常低。有一次他在上山的时候，由于不小心，无意中抓了
一把山上长的一种野草，却一下子将手划破了。鲁班很奇怪，
一根小草为什么这样锋利？于是他摘下了一片叶子来细心观
察，发现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这些小细
齿非常锋利。他明白了，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

后来，鲁班又看到一条大蝗虫在一株草上啃吃叶子，两颗大板
牙非常锋利，一开一合，很快就吃下一大片。这同样引起了鲁
班的好奇心，他抓住一只蝗虫，仔细观察蝗虫牙齿的结构，发
现蝗虫的两颗大板牙上同样排列着许多小细齿，蝗虫正是靠
这些小细齿来咬断草叶的。这两件事给鲁班留下了极其深刻
的印象，也使他受到很大启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于是他们
立即下山，请铁匠们帮助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然后到山上
继续实践。鲁班和徒弟各执一端，在一棵树上拉了起来，只见
他俩一来一往，不一会儿就把树锯断了，又快又省力，锯就这
样发明了。大多数人只是认为这是一件生活小事，不值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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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小怪，他们往往在治好伤口以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而鲁
班却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和正确的想法，很注意对生活当中
一些微小事件的观察、思考和钻研，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方法，甚至获得创造性发明。

鲁班在长期的木工实践中，需要经常与木头打交道，发现
了许多可以进行改进的技术问题。如怎样才能使木板既平整
又光滑，在鲁班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影响
了木工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鲁班根据工作需要，经过反复多次
试验，发明了刨子。有了这种工具，就可以把不平的木头刨
平，把不光滑的木料刨光滑了，对提高木工技艺很有帮助。其
他如钻（打孔的器具）、铲、凿子、墨斗（木工画线用的）和曲尺
等，传说都是鲁班发明的。其中曲尺，后人称之为鲁班尺，是
木工用以求直角的，至今仍为木工所使用。

史书记载，鲁班还发明了石磨。相传在６０００年以前人们
就开始用石头将谷物压碎或者碾碎，４０００多年以前，人们发
明了一种称之为“杵臼”的碾米工具。这种工具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称之为“杵”，它是一个用木头或其他材料做的律
枪；另一部分称之为“臼”，它是在石头上凿出一个圆坑。操作
时将米放在“臼”中，然后用“杵”捣。这种装置比起直接用石
头来碾碎谷物已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比较费
时，每次只能舂少量谷物；比较费力，它全仗手工操作，时间一
长难免腰酸背痛。因此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简单的机械装
置，以代替手工操作。鲁班后来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启发下，经
过他的刻苦努力，鲁班终于发明了一种更为简单实用的磨粉
工具。他用两块比较坚硬、厚实的圆石谷凿上密布浅槽，合在
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之转动，就能够把谷麦磨成粉末，这就
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的石磨。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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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鲁班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发明创造了多种简单

机械装置。如鲁班曾对古代的锁进行了重大改进。锁在我国
奴隶社会的周代就已经出现，其形状象一条鱼，构造比较简
单，安全性比较差；经过鲁班改进后，其形状、结构均有较大变
化，锁的机关设在里面，外表不露痕迹，只有借助配好的钥匙
才能打开，具有很强的安全性和实用性，能够代替人的看守。
史书记载，鲁班曾用竹子做成一只木鸟，能够借助风力飞上高
空，三天不落地，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还有一种传说，说鲁
班曾制成机动的木车马，这辆木车马由“木人”驾驶，装有各种
机关，能够在路上自动行走，一直到汉代还在流传。在兵器方
面，钩和梯是春秋末期常用的兵器。鲁班还曾将梯改造成可
以凌空而立的云梯，用以越过城墙攻占城池，非常有效。在雕
刻和建筑方面，鲁班也有很多发明和贡献。

古书记载，鲁班曾在石头上刻制出“九州图”，这可能是我
国最早的石刻地图。《列子·新论·知人篇》中记载了鲁班雕
刻凤凰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学到鲁班刻苦钻研、勇往直前的
精神。传说有一次，鲁班雕刻一只凤凰，当他还没有雕成时，
就有人看了讥笑道，你刻的凤凰一点都不像，脑袋不像脑袋，
身体不像身体。鲁班听了非常生气，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和停
止工作，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他人的讽刺。因此他
更加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最后终于将凤
凰刻成。史书还记载，他曾制作了安装门环的底座，也深受人
们的欢迎。

鲁班被人们视为技艺高超的古代工匠的化身，成为我国
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



７　　　　
扁鹊———医学祖师

扁鹊（公元前４０７—公元前３１０年），战国时医学家。
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卢（今济南市长清县）人。扁鹊是
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
献。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
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
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
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扁鹊”一词原本为古代传说
中能为人解除病痛的一种鸟，秦越人医术高超，百姓敬他
为神医，便说他是“扁鹊”，渐渐地，就把这个名字用在秦越
人的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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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
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
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
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在总
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
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种
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
高超。

扁鹊曾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

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
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
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
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

扁鹊的望诊技术出神入化，真是“望而知之谓之神”的神
医了。在中医的诊断方法里，望诊在四诊当中居于首位，十分
重要，也十分深奥，要达到一望即知的神奇能力更是非同寻
常。相传扁鹊名声过大，因而受到秦国太医李谧嫉妒而被其
害死了。永济一带群众感其恩德，自发结伴前往秦国运回其
尸骨，葬于虞乡。

中医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但从
内容上看应该是《黄帝内经》成书以后问世的作品，成书于汉
代。其内容深奥，是中医学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之一。因此，

古人将该书托名秦越人所著，也表示扁鹊在人们心目中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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