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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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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采里乌斯

生平

在瑞典林彻平地区附近，有一座优美的小村庄，叫威菲松达。它

的周围是广饶的田野，一条小河流过村庄的南面。１７７９年８月２０日，

琼斯·雅各布·贝采里乌斯就出生在这个村庄里。

小贝采里乌斯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他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
了，母亲带着他和２岁的妹妹改嫁给了一位心地善良的牧师。两年以
后，贝采里乌斯的母亲也去世了。幸运的是，自己已经有５个儿女的

继父对兄妹俩就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牧师
并不富有，但不久他仍然尽力筹借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为７个孩子请

了一位博学的家庭教师。

在家庭教师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同时，牧师还非常注意满足孩子

们的求知欲，经常专门为了教育的目的而带领他们去郊游。小河边有
各种各样的植物。清澈见底的水中，鱼儿在游水吐泡，小虾、小蟹在鹅

卵石中钻来钻去。小河边一年四季的景物各不相同。对孩子们来说，

沿着小河旅行无疑是一场非常有吸引力的游戏。贝采里乌斯更喜欢

这种旅行，尤其是继父经常在他观察事物时加以指点与帮助。渐渐
地，他开始全身心地爱上了大自然。有时他就躺在河边软软的草地
上，仰望着天空中的朵朵白云。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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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３年，１４岁的贝采里乌斯进入了林彻平中学。对于那些繁杂
的社会科学课程，他学习并不十分努力；但对自然科学课程，他表现出
了极大的兴趣，经常搜集各种植物、动物的标本，还喜欢去打猎。在
一位刚从西印度群岛作学术旅行回来的新博物学教师的指导下，贝采
里乌斯开始对林彻平地区的动植物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整个中
学阶段，他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天赋好、志向广泛但脾气很急
的年轻人。

中学毕业后，贝采里乌斯希望能够继续深造，继父同意了他的要
求。１７９６年９月，１７岁的贝采里乌斯来到乌普萨拉———瑞典古老的
大学城。随即他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乌普萨拉大学的学生。由于继
父无力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所以他的生活相当艰苦。为了能使自己
的生活状况有所改观，贝采里乌斯就去给别人当家庭教师。虽然收入
相当微薄，但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却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热爱劳动
的品格。为了给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的孩子上课，贝采里乌斯又开始
自学法语、德语和英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自学经历，所以这些语言
方面的知识在他后来利用多国语言研究各种学术著作中起了很大帮
助作用。

１７９８年秋天，大学生贝采里乌斯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样他就有
了较充足的时间去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必为了生计东奔西跑了。

很快，他通过了自己的本专业医学哲学的考试。直到这时，贝采里乌
斯对自己以后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化学，还没有多大兴趣。

最终促使贝采里乌斯将他的精力用到化学方面的是一次考试。

在大学三年级的一次各科考试中，他的化学成绩排在了全班的最后，

要不是其他学科成绩优良，他就很可能被开除了。从此以后，不甘居
人后的贝采里乌斯开始主动地学习化学。此时，这位年轻人开始研读
德国化学家吉坦尼尔的教科书《反燃素化学基础原理》。这是一部通
俗易懂的教科书。贝采里乌斯后来回忆道，正是研读了这本书后，他
对于化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化学实验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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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此时，高年级的大学生每周有三次去化学实验室亲自操作的机
会，对此贝采里乌斯并不满意，他希望参加实验的机会能再多一些。

于是，他常常趁化学老师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进实验室参加实验。他的
行为被老师发现后并没有受到责罚，老师同意这个已经崭露化学头脑
的学生可以随时进入实验室，有时还让他帮助自己制造一些化学药
品。在不断的试验中，贝采里乌斯接触的新知识越来越多。

在一本回忆录中，贝采里乌斯记述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一
次，我正忙着制取硝酸，突然发现放出一种气体。为了弄清这是什么
气体，我就把它收集在玻璃瓶里。我认为这种气体就是拉瓦锡所说的
氧，当我把一根已经失去了火苗、即将熄灭的小木柴放入玻璃瓶中时，

瓶内立刻燃起了一团明亮的火焰。这时，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
喜悦。”

那时，拉瓦锡的氧的学说正深入到化学理论当中并开始代替过时
的燃素论。在燃素论与拉瓦锡学说的拥护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在瑞典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燃素论，贝采里乌斯的老师们都是信
奉旧观点的，而他们的这位学生则接受了拉瓦锡的学说。贝采里乌斯
在实验室里制备了大量的氧，经常当着同学们的面进行在氧气中燃烧
各种物质的实验。对于这些同学来说，这是使他们认识拉瓦锡氧的学
说的最早实验。

在不断的实验中，贝采里乌斯更加深了对化学的兴趣。在当时的
乌普萨拉大学，化学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也很少有哪个大学生想
要专门献身于这门学科之中。但贝采里乌斯此时已深深地爱上了化
学，并开始努力解决自己在研究某些化学现象时出现的难题。１７９９
年的暑假，他是在一家玻璃店里度过的。在那里他向一个意大利人学
习了焊接玻璃和制造玻璃器皿的技艺。这项对于实验室工作极为重
要的技能，在以后总是令他的学生们感到惊叹不已。这一年的冬天，

他给麦地维矿泉水产地的一位医生当助手。１８００年冬，贝采里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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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地维矿泉水进行了化学分析，并以此作为他学位论文的题目。

这时候，在电学方面，意大利人伏打发明了能产生持续电流的伏
打电池。很快，善于接受新事物的贝采里乌斯也制造了一个伏打电
池，并用来研究电流的生理学和医疗的效用。利用这一装置，他成功
地使一位残疾人的一只病手恢复了灵活性。对这些实验的体会成了
他博士论文的基础。１８０２年５月，贝采里乌斯在乌普萨拉大学进行
了公开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因而完成了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所需的一
切。同一年，瑞典皇家医学会任命了刚满２３岁的贝采里乌斯为斯德
哥尔摩医学院医学和药学讲师。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１８０７年，２８岁的贝采里乌斯被任命为化学和药学教授。此时他
所任教的医学院医疗系只有三个教授，因此，每个教授要开好几门课。

贝采里乌斯开的是医学、植物学和药学的课程，不久以后他又开了化
学课。在一开始，他的药学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来听他的化学课
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化学教授们讲课时只注重口
头讲述而通常不进行任何演示和实验。这种化学教学法在许多大学
中是有传统性的。只用口头评说各种物质的性质和组成，却不作化学
反应的直观实验，不仅对于讲授来说是很困难的，就是对于学生们来
说，这样抽象的化学课也是十分枯燥难懂的。因此化学课不受欢迎也
就可想而知了。

贝采里乌斯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他在讲课中大大增加了实验次
数，把直观的化学实验引入了课堂教学之中。不久，他上化学课的教
室就逐渐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他的这种化学教学法也很快被其
他许多大学所采用。

在进行紧张的教学活动的同时，贝采里乌斯也积极地投入到科研
活动中。１８０２年，他进行了电化学的研究。１８０３年２月，他将研究成
果总结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包括了贝采里乌斯以后提出的电化学理
论的全部基本原理。同一年，贝采里乌斯与本国化学家赫新格尔在进
行化合物分解的研究过程中，共同发现了化学新元素铈，同时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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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测定了这种新物质的性质。就这样，在此以前默默无闻的２４岁的
雅各布·贝采里乌斯在化学界出了名。１８０６—１８１８年，贝采里乌斯
与赫新格尔编辑出版了期刊《物理、化学和矿物学丛刊》。这本刊物在
物理学、化学界的影响日益加深，贝采里乌斯也经常在这一刊物上发
表自己的各种研究成果。

在１８０６年，贝采里乌斯自己动手编写了生理化学教科书。就在
这一年，他第一次把“有机化学”的概念引入了教学之中。１８０８年，他
着手编写了《化学教科书》一书，这是日后许多国家的几代化学家都学
过的一部教科书，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１８０７年开始，

在以后的６年中，他还进行了测定各种盐、酸、氧化物与其他物质组成
的基础的研究。

由于贝采里乌斯对科学界与教育界的贡献巨大，在１８０８年，他被
选举为瑞典科学院院士，１８１０年又被选举为瑞典科学院院长。工作
繁重的贝采里乌斯对于这种种的荣誉并没有看得太重，他依然脚踏实
地地进行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贝采里乌斯非常注意了解世界各国最新的
科学研究进展。他积极与外国科学家们进行不断的联系，这进一步扩
展了他科学观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在科学活动的初期，他就已经同
许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法国的贝尔托勒、英国的戴维等人建立了通信
联系。１８１２年夏，贝采里乌斯应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戴维的邀请，访问
了英国皇家学会。通过戴维的介绍，他还结识了学会的许多杰出的
代表人物。在以后的５个月中，贝采里乌斯与戴维进行了共同的化学
研究，取得了许多共识，并且互相纠正了对方的一些错误观点，进一步
加深了他与戴维的学术联系。１８１８年春天，贝采里乌斯由于过度疲
劳而生病了，医生和朋友们都建议他能够暂时停止化学研究，到外国
进行旅行疗养。他听从了劝告，作了长时间的出国旅行，访问了英国、

法国、瑞士和德国。旅行期间，他又结识了欧洲的许多大学者。他在
法国巴黎呆了１０个月，与法国学者们相互交流了研究课题，贝采里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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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从中得到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１８２０年１０月，他回到了斯德哥
尔摩，又开始了新的科学研究。

此时的贝采里乌斯，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学者。他研究的范围极
广，化学上的大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参加研究过。

为了更好地总结当时科学的发展情况，从１８２１年开始，他着手出
版《物理化学进展年报》。直到他逝世，年报一共出版了２７期，这些年
报是１９世纪上半期有关化学、物理学和矿物学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文
摘性刊物。

贝采里乌斯在着手出版年报时，还给自己提出了广泛宣传科学成
就的崇高目标。他认为，他的努力将一定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并有助
于增进人民的福利。他在年报第一期中以科学院的名义写道：“靠这
些关于科学的论文或报告的继续出版，国家的知识阶层就有可能达到
它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更进一步地认识人类知识的进步，更加重视实
用科学的研究，从而更广泛地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普通的，有利
于劳动者的技艺和工艺中去，这样就一定能够促进生产的繁荣和劳动
者生活水平的提高。”

贝采里乌斯给自己提出的第二个任务是，通过这个文摘性刊物把
各国科学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他指出，年报的
出版不仅有利于对已做过的工作进行总结，而且还可以针对某个新的
课题进行研究。

《年报》一共出版了２７期，每期都是厚厚的一本，最多的一期达到

８００页正文。在编辑《年报》时，贝采里乌斯不仅仅只是摘录浩繁的科
学论著，他力求把其中对科学发展最重要的论著挑选出来。他曾经
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从科学园地中采摘的果实，正如同农人的收获一
样，常常是工作、幸运与有利的机遇的共同产物。与前者有联系的只
是在日常收集事实，所以科学向前推进总是缓慢的。科学有时也会迈
出比平常大的步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步伐都是很好地利用了机
遇的结果，有时也是罕见的天才的出色研究的结果。像爱尔斯捷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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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电磁效应；纪比克研究的热电现象；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旋光；密克
尔力特发现物体的同晶现象；德伯莱涅尔发现铂具有在常温下引起气
化合直至发火的性质。这一切都是科学迈出的极为罕见的巨大步
伐。”

在《年报》的编辑中，贝采里乌斯非常重视对所摘述的论著的评
价。他渊博的知识，在科学界巨大的声望，使得他的年报成为那个时
代科学家们大多数著作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在许多年中，各国
的学者都多次证实了他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所以大家都听从他的评
判。许多化学家都是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年报》的出版，这不仅是想了
解科学研究的进展，同时还想要看到自己的研究在科学总的发展中占
到了什么样的地位。

贝采里乌斯非常善于用评判学术著作的办法来促进化学研究的
发展。他鼓励并培养了许多有才能的青年，同时也以有力地批判封闭
了那些碌碌无为者的道路。《年报》就是这样的一份期刊：它不仅概括
了各国化学家们的一切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而且还建立了他们之间
密切的学术联系。《年报》的出版，成了１９世纪下半期一系列文摘性
和批判性刊物的先声。但所有这些刊物当中没有哪个起到了像《年
报》这样的巨大组织作用，它联合了全世界化学家共同努力。

贝采里乌斯作为一位一流学者，有着极高的声望，这样就把许多
学者，尤其是许多青年学者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多年来，贝采里乌斯
经常邀请一两个有前途的青年化学家到自己的实验室来工作一段时
间。这无疑是为他们提供了上最好的科技大学的机会。他们在贝采
里乌斯的实验室里学习到了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他还把设计简单仪
器并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得最精确结果的技能，无私地传授给了这些青
年人。

贝采里乌斯为自己的祖国培养了摩山德、阿尔维森、叟夫司昌等
一大批化学家。同时他也是各国许多化学家共同有的老师：他们学习
他的化学教科书，研读他的年报，积极与他通信，听从他的建议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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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他亲手教的学生成为栋梁之材的有德国的魏列尔、罗兹、密克尔
力特、麦那斯；瑞士的勃兰塔穆尔；俄国的盖斯、斯特卢威等等。对于
在他实验室里工作的青年人来说，贝采里乌斯不仅仅是一位知识渊
博的老师，而且还是一位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生
活的父亲。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赶超自己，每当学生们取得
新的科研成果，他就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兴奋。学生们一有新的研究成
果，最先想到的也是先让贝采里乌斯知道。在他的指导下，阿尔维森
发现了锂元素，叟夫司昌发现了钒元素。

由于科研、教学工作过于繁忙，贝采里乌斯经常感到疲劳，周期发
作的头痛症也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所以在１８３２年，他辞
去了讲课与医学院教授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了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与
卫生学会会员的职务。尽管减少了一些正式职务，但为科学奉献了半
生的他还是感到劳累不堪。他给魏列尔的信中提到了这时他的状态：
“在工作中，我已经比早先疲倦得更快了，一疲倦就降低了对工作的兴
趣。假如我为年报一天工作８小时，我就累得其他任何工作都不能干
了。这时我就必须停下来休息。”

１８３５年，在朋友的撮合下，独身了大半生的贝采里乌斯终于成家
了。在妻子贝蒂的照料下，他的生活开始有了条理，科研精力也有所
恢复。但长期与化学药品为伍的他，在长年累月的化学实验与研究过
程中，身体受到有害物质的损害。所以渐渐地，他进行实验有了困难。

到１８４１年，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除了进行一些简单的、几天就
可以完成而且不需要记住复杂细节的实验外，他再也无力进行其他的
研究了。在１８４３年，贝采里乌斯进行了他自己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
实验研究，这次是研究磷与硫酸和硒的化合物。在实验中发生了事
故，贝采里乌斯中了硒化氢毒，一度丧失了嗅觉与味觉。从此之后，他
只得完全放弃实验操作，把自己所剩不多的精力投入到出版年报与修
订自己所著的《化学教科书》上面了。

１８４５年，贝采里乌斯的健康状况大大恶化，头痛症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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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卧床不起了。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在一次发病之后，他的两腿完全瘫
痪，他甚至已经没有力气去提笔写字。但他仍然为继续他所开创的研
究工作给自己的学生们作了安排。

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凌晨，贝采里乌斯逝世，享年７０岁。应他生前的
要求，他被葬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一处平民公墓里。

原子论的研究与元素符号

１９世纪上半期化学的发展，有许多是依靠理论的概括而得到的。

这段时间化学中理论思潮的主流是原子论，原子论使人们能够确定零
散的实验材料与理论概念之间的联系，同时使到那时为止在科学中已
积累起来的大量实际材料得以系统化。

这一时期，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与化学原子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
联系，像道尔顿、阿伏伽德罗、安培、吕萨克、杜马、热拉尔、格梅林、劳
伦等人。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为原子分子学说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但最善于把原子论与零散的化学知识联系起来的还是贝采
里乌斯。

要巩固和发展原子论，就必须把当时已知元素的原子量测定出
来，贝采里乌斯把这项任务看成是当务之急。他说过：“我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里，用改进了的研究方法对许多重要元素的原子量进行了
仔细的检测。”

在此之前，英国人道尔顿已经测定了许多元素的原子量。但是，

由于道尔顿用以测定原子量的实验材料不够充足，而且有的操作方法
也不够正确，所以大多数原子量测得并不精确，这就会在实际应用中
产生不少的偏差。贝采里乌斯通过实验认识到了这一点，进而他认
为：只有最精确地测定尽可能多的元素，当然首先是最常见的元素的
原子量，原子论学说才有可能推广到其他学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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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采里乌斯清楚地认识到，化学原子论的发展并不缺少理论观
念，缺乏的是可靠的、大量的实验数据。所以他就从基础出发，着手去
分析各种盐、酸、碱以及氧化物。这些研究对于化学原子论的进一步
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人评价道：“贝采里乌斯从１８０７年开始
的并从１８０９年以更大力量继续进行的勤奋而且持久的研究，对于原
子论的进一步发展并将其应用到化学各部门来说，贡献要比同时代的
其他科学家所作的都要大。”

从１８１１年起，贝采里乌斯在进行了大量基础实验与工作后，开始
遵循着道尔顿的基本观念为正式测定一切元素的原子量进行了更大
规模的系列实验。

１８１４年，贝采里乌斯公布了他测定元素原子量的方法。他认为
气体元素的密度一定与它们的原子量成比例，所以就采用了盖·吕萨
克的化合体积定律来测定“元素体积重量”，这是此时他对原子量的称
呼。在日记中他写道：“盖·吕萨克发现，气体或者是以等分化合，或
者为一种气体的量将是另一种气体的量的倍数。如果在这些观察中
把‘体积’和‘质量’两词换成‘原子’和‘分子’两词，并把化合的气体想
象成化合的物体，那就会发现一个对道尔顿假说正确性的直接证明。

盖·吕萨克其实没能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这一重要的发现，并得出普遍
的规律，而仅仅满足于对气体化合的一般定律的发现，这是应该加以
提高的。”贝采里乌斯是最早应用盖·吕萨克的气体反应体积简化定
律来测定元素原子量的科学家之一。

贝采里乌斯测定了各种元素的同体积的重量，并把它们与作为比
较数据的氧的同体积重量进行了比较。在论证这个选择时他写道：
“把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与氢的原子量比较，那就无法提供任何优越性，

而且看来还最可能引起诸多不便，因为氢是极轻的气体，在无机化合
物中又很少见到。相反，氧却包含了一切所需要的优点，而且可以说
是整个化学所围绕的中心。它是一切有机体和大多数无机体的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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