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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REN DE QING SHAO NIAN SHI DAI

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前287-前212年）是西西里岛叙拉古人的后

代，父亲是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学识渊博，为人谦逊。

他11岁时，借助与王室的关系，被送到古希腊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

亚城，跟随欧几里得的学生埃拉托塞和卡农学习，后来他和亚历山大的

学者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他算是亚历山大学派的成员。阿基米德在这

里学习和生活了许多年，他在学习期间对数学、力学和天文学有着浓厚

的兴趣。他在学习天文学时，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星球仪，并用它模拟

太阳、行星和月亮的运行及表演日食和月食现象。为解决用尼罗河水灌

溉土地的难题，他发明了圆筒状的螺旋扬水器，后人称它为“阿基米德

螺旋”。

毕业后阿基米德回到了叙拉古。那时希耶隆二世制造了一顶金王

冠，但是，他总是怀疑金匠偷了他的黄金而在王冠中掺了银。于是，他

请来阿基米德鉴定，条件是不许弄坏王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不同的

物质有不同的比重，阿基米德冥思苦想了好多天，也没有想出好的办

法。有一天他去洗澡，刚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时，水便漫溢出来了，而

他则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上浮。于是他忽然想到，相同重量的物体，

由于体积的不同，排出的水量也不同……他不再洗澡，从浴盆中跳出

来，一丝不挂地从大街上跑回家。当他的仆人气喘吁吁地追回家时，阿

基米德已经在做实验了。他把王冠放到盛满水的盆中，量出溢出的水，

又把同样重量的纯金放到盛满水的盆中，但溢出的水比刚才溢出的少，

于是，他判断出金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由此，他发现了浮力原理，并

在名著《论浮体》中记载了这个原理，人们今天称之为阿基米德原理。

在埃及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有人用杠杆来抬起重物了，不过人们

不知道它的道理。阿基米德潜心研究了这个现象并发现了杠杆原理。他

推断说，只要能够取得适当的杠杆长度，任何重量都可以用很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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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来。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

球。”叙拉古国王听说后，不客气地说道：“你这种话等于白说，因为

你不可能去证明它。”“那是因为我无法到地球以外去站着，否则它就

会被证明出来。不过可以找一个比较重的东西代替地球。”“那行啊！

在我的船队里，就有一艘三桅的新船，它正在沙滩上放着等着你一个人

去把它送进大海呢！”

阿基米德要独自一人挪动大船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那一天围观的人

多得一眼望不到头。阿基米德不慌不忙地来到了大船边，指挥人把一个

螺旋似的东西固定在船坞上，然后将一套套的绳索和轮子从大船连到了

这个螺杆上。等那些人把这一切都忙完以后，阿基米德双手摇着手柄，

大船终于缓慢地离开了造船架，一点点地向大海挪动了。突然阿基米德

停了下来，他向国王招了招手，示意国王来试一试，国王会意地来到了

阿基米德身旁，阿基米德让他握住手柄，国王在阿基米德的指导下摇了

摇手柄，并没用多大的力气，船就动起来了。

人群更是兴奋不已了，国王放下了手中的手柄，举着阿基米德的手

说：“大家听着，从今以后，阿基米德说什么大家都要相信。”

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1929-2004年）的全名是：拉赫曼·阿卜杜勒·

拉乌夫·阿拉法特·古德瓦·侯赛尼。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地地

道道的巴勒斯坦家庭里。阿拉法特只有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

就离开了人世。

阿拉法特从7岁起开始上学。他聪明过人，理解能力很强，深得老

师的喜爱。他的老师为纪念死去的战友亚西尔，便给他改名为亚西尔·
阿拉法特，激励他长大继承巴勒斯坦革命先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

事业。

阿拉法特小时候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少年。他经常模仿军人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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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带有军事色彩的儿童游戏。他是个“孩子王”，放学之后便把小

伙伴们集中起来进行操练。他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俨然一个指挥员，

向小朋友们发布命令。当大姐英阿姆看到这一情景时，便亲切地叫他

“将军”。“训练”结束后，阿拉法特把大姐给他的糖果分给小伙伴们

吃。有时候，阿拉法特在院子里搭上一顶帐篷，晚上就睡在里面，体验

军人的生活。

随着岁月的流转，阿拉法特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一个富有强烈爱国

主义思想和正义感的青年，较早地参加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

的学生运动。

1950年，阿拉法特进入开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在这段时间里，

他结识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并成为纳赛尔的崇拜

者。1952年上半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从此他

投身于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中。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为了巴勒

斯坦事业只好四处奔波。他是世界上空中飞行最多的领袖人物，被称

为“空中总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曾这样说：“我这一辈子在

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还多。因此，飞机既是我的祖国，又是我

的坟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巴勒斯坦地区成为世界有名的“火药

库”，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阿拉法特参加了这4次中东战争。他不仅是

这些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后来阿拉法特由空中总统变为“笼中鸟”，失去了行动自由，他被

软禁在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的官邸中。这座官邸多次遭以色列空

袭、炮击和坦克破坏，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碎石瓦砾。阿拉法特的活动空

间很小，除了办公和会客外，他还住在这里。

和平是阿拉法特一生的追求。阿拉法特曾有一句名言：“我带着橄

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为了

表彰阿拉法特为和平作出的贡献，199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他“博瓦尼和平奖”。1994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外长佩雷

斯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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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1890-1969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丹

尼森。他自幼家境贫寒，其他的6个兄弟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1911 年，艾森豪威尔报考美国海军学院，却因超龄而未被录

取，后经该州参议员推荐，进入美国西点军校。西点军校这一届毕

业生将星闪耀，168 名毕业生中有 56 人晋升为将军，因此被称为

“将星云集之班”。艾森豪威尔1915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得少尉军

衔。

艾森豪威尔的母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不愿让自己的儿子从军，

却又不便阻拦。

但是，19世纪末期美洲的战事不断，从军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神

圣而新鲜的事，许多同学都去法国参战了，他却被留在国内从事训练工

作，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任职。1916年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少校。他

创办了美国陆军的第一所战车训练营。

巴拿马地区司令康纳少将看中了这位年轻人的军事才华，便邀请

他到巴拿马服役。在巴拿马服役的3年中，他受到了康纳的特殊栽

培，军事知识和技能大有长进。后来，康纳又保送他进入陆军指挥参

谋学院受训。艾森豪威尔学习认真，训练刻苦，于1926年以全校第一

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又经康纳介绍而赴法国进行战场考察。

1927-1928年，艾森豪威尔在陆军军事学院深造，之后任陆军部助理

部长办公室任职。

艾森豪威尔是格兰特总统之后第二位职业军人出身的总统。在美军

历史上，他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曾获得很多个第一。在美军

历史上，共授予10名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晋升得“第一快”；他出身

“第一穷”；他是美军统率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他第一个担任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统帅；他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

0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MING REN DE QING SHAO NIAN SHI DAI

长的第一人；他的前途是“第一大”——唯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

将。

艾森豪威尔是个戎马半生、战功卓著的美国总统。现代战争需

要各方面的知识和人才，要使各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而不互相摩

擦、自我消耗，就要有人从中协调。艾森豪威尔在具体战役指挥上

可能不如巴顿、蒙哥马利，但在协调各方面关系上极具才能。他以

坚定、镇静而又平等待人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和支持。他还善

于发现人才，所以蒙哥马利、巴顿、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将，都能

为他所用。

爱 迪 生

爱迪生（1847-1931年）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米兰

小市镇。父亲是荷兰人的后裔，母亲曾当过小学教师，是苏格

兰人的后裔。

爱迪生7岁时，父亲经营屋瓦生意亏本，将全家搬到密歇根州休伦

北郊的格拉蒂奥特堡定居下来。搬到这里不久，爱迪生就患了猩红热，

病了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造成他耳聋的原因。

爱迪生8岁上学，但仅仅读了3个月的书，就被老师斥为“低能

儿”而撵出校门。从此以后，他的母亲是他的“家庭教师”。由于母

亲的良好的教育方法，使得他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博览

群书，而且一目十行，过目成诵。8岁时，他读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最重要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的著作和许多重要的历史书籍，到

9岁时，他就能迅速读懂难度较深奥的书了，如帕克的《自然与实验

哲学》。

爱迪生对于自然科学的最早兴趣是在化学方面。10岁时他就酷爱化

学，他搜集了二百来个瓶子，并节省每个小钱去购买化学药品装入瓶

中。11岁那年，他实验了他的第一份电报。为了赚钱购买化学药品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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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他开始了工作。12岁的时候，他找到了在列车上售报的工作，辗转

于休伦港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之间。他一边卖报，一边兼做水果、蔬菜

生意，只要有空他就到图书馆看书。

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刚满14周岁的爱迪生买了一架旧印

刷机，利用火车的便利条件，办了一份小报（周刊）——《先驱报》，

来传递战况和沿途消息，第一期周刊就是在列车上印刷的。他一人兼任

记者、编辑、排字、校对、印刷、发行的工作。小报受到欢迎，他也从

紧张的工作中增长了才干、知识和经验，还挣了不少钱，得以继续进行

化学试验。他用所挣得的钱在行李车上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但不幸

的是，一次他在火车上做实验时，列车突然颠簸，使一块磷落在木板

上，引起燃烧。列车员赶来扑灭了火焰，也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然

后把他赶下了火车，那时爱迪生才15岁。

后来爱迪生又在一个小站上找到了一份卖报的工作。有一天，一节

混合列车上的货车脱了钩，不远处一个小男孩正在铁轨上玩耍。正在卖

报的爱迪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救出了男孩。小男孩的父亲是这个车站

的站长，对此感恩戴德，但由于无钱可以酬报，愿意教他电报技术。发

报技术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先进的，爱迪生很快学会了这门技术。也因为

这一门技术使爱迪生踏进了科学发明的门槛。

到1868年，他终于发明了一台自动电力记录器，这是他的第一个发

明。后来他又发明了两种新型的电报机。1877年他发明了碳精电话送话

器，使原有的电话声音更为清晰；此外他还发明了留声机。人们都称他

为“魔术师”。

由于爱迪生的刻苦钻研，一生中他成功地获得了一千多项发明，因

此而获得“发明大王”的称号。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879-1955年）生于德国乌尔姆一个经营电器

作坊的小业主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

006



MING REN DE QING SHAO NIAN SHI DAI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母亲波林·科克是一位钢琴家。

爱因斯坦从小不很聪明，3岁时还不会说话，父母亲都为他着急，

他们带他去医院检查，可医生也表示没有什么办法。就在父母忧心忡忡

之中，爱因斯坦突然说话了。

6岁那年，父亲给爱因斯坦买了一个磁针，他一下子对这个东西发

生了兴趣。他手里拿着罗盘左右地晃动，针也跟着他的晃动左右摇摆，

但当一切都停止下来的时候，针还是指向原来的方向。“爸爸，这个针

为什么老是指向那个方向呢？”“那是磁力吸引的原因，因为磁力的吸

引所以它老是指着北方。”“什么是磁力呢？”父亲被爱因斯坦的问题给

问住了。

爱因斯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就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一家小学里去

念书，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很死板的老师，他经常要

求学生背诵课文，背不下来的学生总是被罚，爱因斯坦因为拒绝背课文

而经常受到惩罚。

10岁那年爱因斯坦进了路提波德中学，这所学校的纪律更加严明，

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学校和老师的管教，爱因斯坦更感到压抑。他渴望能

得到一点轻松的东西。有一天，他与叔叔雅哥布聊天，谈到了代数。

“究竟什么叫代数啊？”爱因斯坦问叔叔。

叔叔解释道：“代数这个东西，就是懒鬼算术，凡是不知道的东

西，都把它叫做X，然后我们一步步地来找X，一直到找到X为止，找

到了X，我们的题目就解出来了。”

从此以后，爱因斯坦常常听叔叔讲趣味数学题，因此他对这种藏有

X的数学开始着迷了，他一放学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桌子上计算。

有一次他花了整整3个星期，终于把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证明出

来了。他把结果拿给叔叔看，把他的叔叔吓了一跳。他真没有想到爱因

斯坦是这样好学和聪明。

这以后，他开始向别人借高等数学书来看了，在课堂上老师在上面

讲初等数学，爱因斯坦却常常把自己在高等数学中遇到的问题请教老

师，结果把老师搞得洋相百出。出了洋相的老师把他告到了校长那里，

学校认为爱因斯坦故意顶撞老师，弄坏了班上的风气。为了不让再有第

二个爱因斯坦出现，他们只好把这个“故意顶撞老师”的学生给开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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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学校的爱因斯坦靠自学数学和物理考进了瑞士的苏黎世联邦工

业大学。进了大学以后，爱因斯坦本来是想按照父亲的意愿选修电机工

程的，后来他考虑再三，觉得它不合自己的兴趣，又改读了物理学。

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爱因斯坦一直都没找到工作，后来在他大学

时代的朋友格罗斯曼的介绍下，才在瑞士的首都伯尔尼的专利局找到了

一份工作。在伯尔尼9年里，他获得了一生中最大的成就，那就是1905

年，他冲破了常规，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他又在狭义相对论的基

础上创立了广义相对论。

为此，人们把20世纪上半叶看做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时代。

由于在物理学上的卓越贡献，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

学奖。

安 培

安德烈·玛丽·安培（1775-1836年）生于里昂一个富商家

庭，他父亲受卢梭的教育思想影响很深，决定让安培自学，经

常带他到图书馆看书。

安培小时候记忆力极强，数学才能出众。他在父亲的引导下，自学

了《科学史》、《百科全书》等著作。他对数学最着迷，13岁就发表了

第一篇数学论文，论述了螺旋线。

1799年，24岁的安培在里昂的一所中学教数学。1802年2月，安培

离开里昂去布尔格学院讲授物理学和化学，当年4月他发表了一篇论述

赌博的数学理论，显露出深厚的数学根底，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

安培后来应聘在拿破仑创建的法国公学任职。1808年任法国帝国大

学总学监，1809年任巴黎工业大学数学教授。181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

院士。

安培最主要的成就是对电磁作用的研究。当时奥斯特发现电流磁效

应的实验，引起了安培注意，使他长期信奉库仑关于电、磁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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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受到极大震动，他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两周后就提出了磁针转动方

向和电流方向的关系及右手定则的报告，以后这个定则被命名为安培定

则。

接着他又提出了电流方向相同的两条平行载流导线互相吸引，电流

方向相反的两条平行载流导线互相排斥。对两个线圈之间的吸引和排斥

也作了讨论。

安培还发现，电流在线圈中流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磁性和磁铁相似，

创制出第一个螺线管，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探测和量度电流的电流计。

后来他又根据磁是由运动的电荷产生的这一观点，来说明地磁的成

因和物质的磁性，提出了著名的分子电流假说。安培的分子电流假说，

在当时物质结构知识甚少的情况下无法证实，它带有相当大的臆测成

分；在今天已经了解到物质由分子组成，而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中有

绕核运动的电子，安培的分子电流假说有了实在的内容，已成为认识物

质磁性的重要依据。

安培做了关于电流相互作用的四个精巧的实验，并运用高度的数学

技巧总结出电流元之间作用力的定律，描述两电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同

两电流元的大小、间距以及相对取向之间的关系。后来人们把这一定律

称为安培定律。安培第一个把研究动电的理论称为“电动力学”，1827

年，安培将他的电磁现象的研究综合在《电动力学现象的数学理论》一

书中。这是电磁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论著。为了纪念他在电磁学上的

杰出贡献，电流的单位“安培”以他的姓氏命名。

安培在数学和化学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他曾研究过概率论和积分偏

微方程；他几乎与戴维同时认识元素氯和碘，导出过阿伏伽德罗定律，

论证过恒温下体积和压强之间的关系，还试图寻找各种元素的分类和排

列顺序关系。

安 徒 生

安徒生（1805-1875年）的父亲是丹麦富思岛欧登塞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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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穷鞋匠。据说他父母在结婚的时候，连一张床也买不起，

只好把别人家放棺材的木架子抬来，钉上几块木板就算是新婚

的床铺了。

安徒生出生以后，家里的生活更是贫穷了，为了能维持生计，父母

努力干活，有时深更半夜父亲还在替别人缝补鞋子。

父母都觉得安徒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于是就用他们辛苦挣来的钱

送安徒生上学读书。安徒生的学习在班上十分出色，可是没过多久学校

就倒闭了，他只好回到家里。不久父亲也得了一场大病，因无钱医治而

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为了生活，母亲只好忍痛把瘦小羞怯的儿子送

到工厂里做童工。11岁的安徒生被沉重的活计累得头晕眼花，然而他的

歌声救了他。有一次间歇时他唱起歌来，那清脆、响亮的歌声打破了工

地的沉闷，工人们从此不再让他干活，只要他为大家唱歌。小安徒生心

满意足，因为他向来就喜欢在大庭广众下表演，他甚至独自演起了威

廉·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一个工人对他说：“干吗你不去当演员？”

于是，当安徒生14岁受过坚信礼以后，他对母亲安排他做裁缝学徒

的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执拗——他要去哥本哈根当演员。母亲开始不同意

他去，在母亲的心里，哥本哈根是富人的天地，像安徒生这样的穷孩子

是不能到那样的地方去的。但是安徒生决心已定，母亲没有办法，只好

同意他的请求。

他刚来到哥本哈根的时候，找了许多剧院经理，可是没有一家剧院

愿意让一个穷孩子登台表演。这时安徒生身边的钱已经用完了。没有办

法，他只好到一家家具作坊去打工，干了几天，老板嫌他力气太小，又

把他辞退了。

走投无路的安徒生只好在大街上睡觉，他把别人扔掉的报纸拿来当

被子盖在身上。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把一张张报纸叠起来，这时他意外

地在报纸上看到了歌唱家西博尼的地址，于是他找到西博尼的家，请求

西博尼教他唱歌。和安徒生一样是穷人出身的西博尼收留了安徒生，于

是安徒生在西博尼家一边学唱歌，一边学文化。

半年后的一天，安徒生得了一场重感冒，等到他的感冒好了以后，

声带却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再也不能唱歌了，他不得不离开西博尼家的

大门。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一位诗人看上了他的勤奋精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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