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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镜退敌

这还是二千多年前的事儿。

在那时候，希腊和罗马常常打仗。

因为打仗，许多男的牺牲了，希腊只剩下一些老人、

妇女和孩子。

有一年，罗马帝国派军舰又来攻打希腊，那军舰十

分嚣张地向希腊驶来。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眼看就要打

起来了。

站在岸上的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看见一艘接着

一艘的敌船越来越近，急得又哭又喊，一时乱成一片。

就在这时，忽然有个人向着人群大声喊叫：“大家安

静，不要慌！不要慌！”

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阿基米德———希腊的一位很

有名的科学家。

阿基米德站在高高的岩石上，大声说： “大家快回

去，把你们的镜子拿来！快！快！”

大家听说拿镜子来，一时不解。你看看我，我望望

你，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忽然，人群中有人说：“大家听阿基米德的话，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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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快回家拿镜子吧！”

人们像忽然醒悟过来，呼的一下都忙跑回家去，拿

来了上千面镜子。

这时，天上万里无云，灼热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

阿基米德忙着指挥大家拿着镜子，把反射的阳光对

准第一艘军舰的布篷。不一会儿，布篷着火了，随后军

舰也烧了。

接着，阿基米德又指挥大家把镜子对准第二艘、第

三艘、第四艘军舰……都先后着了火。后面的军舰吓得

掉头就跑，不知道岸边手无寸铁的希腊人用了什么妖术。

“胜利啦！胜利啦！”大家围着阿基米德欢呼雀跃，

都夸赞他真有本事！

阿基米德却说：“不是我有啥本事，这是太阳帮了我

们的忙！”

阿基米德说的当然都是实话。原来他运用科学的原

理，用上千面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布篷上，布篷上温度

增高到一定程度，就着火了。

阿基米德运用科学方法击退了来犯的敌人，同时也

赢得了希腊人民的爱戴。

（江苏　朱文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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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勒加”故事

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有一种试验浮力的仪器，叫 “攸

勒加”——— “我知道了”，现在叫做 “溢杯”。据说，这

种仪器是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一位伟大学者———阿基

米德发明的。

关于 “攸勒加”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在现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有一个叙拉古王国，国

王叫亥厄洛。

一次，亥厄洛给金匠一些黄金，要他做一顶纯金的

王冠。不久，金匠把王冠送来了。啊！王冠做得太漂亮

了，上面雕满了精细雅致的花纹。国王喜欢极了，捧在

手里舍不得放下。他正想重赏那个金匠！可一下脑子里

闪过一个念头：这王冠到底是不是纯金的？会不会金匠

在里面掺了银或其他什么金属来骗我呢？

于是，国王叫人称了称王冠，重量不少，怎么办呢？

把王冠掰开来检查吧，亥厄洛又舍不得，这顶王冠做得

太精致了。再说要是金匠把银熔在黄金里，掰开检查也

是没用的呀！于是他把阿基米德请来，要他检验一下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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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个难题，既要检验王冠是不是纯金的，又

不能把王冠弄坏。阿基米德走在路上想，回到家也想，

想得连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阿基米德

想，还是洗个澡，让头脑清醒清醒吧。

浴缸里盛满了水，阿基米德脱下衣服跨进浴缸，许

多水从浴缸里溢出来了。阿基米德躺在水里，觉得自己

身子忽然轻了许多，再看看溢出来的水，他恍然大悟，

立刻跳出浴缸披上衣服冲出门去。在大街上一面跑一面

喊：“攸勒加！攸勒加！”

“攸勒加”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了”。阿基米德知道

了什么呢？他知道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把一个物体浸在

水里时，它所排开的水的体积等于它浸在水里的体积；

物体在水里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水的重量。

阿基米德跑到王宫，请国王给他一块和王冠同样重

的纯金块。然后他把王冠和金块分别放进两只同样大小

的、装满水的罐子里，罐子下各用一个盘子接溢出的水，

再把溢出的水分别量一量。结果，溢出的水不一样多。

阿基米德向国王解释：王冠和金块一样重，如果王

冠也是纯金，它们的体积应该一样大，放在水罐里溢出

来的水也应该一样多。而现在不一样多，这就说明虽然

它们一样重，但体积不一般大，王冠里一定掺了其他

金属。

就这样，博学多才的阿基米德解决了鉴定王冠的难

题，也因此而发现了浮力的秘密。

当然，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归根到底和人们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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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分不开，要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周密的思考，才能成

功。阿基米德的突然醒悟，也是由于他原来对浮力的研

究和不断反复思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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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实验

伽利略是意大利１６至１７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

文学家。他主张研究自然界必须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实验。

通过实验，他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

抛体运动规律。他利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了月球表

面不平、木星的四个卫星、太阳黑子、银河由无数恒星

组成，以及金星、水星盈亏现象等。

伽利略年轻时曾在意大利著名的比萨大学学习。那

时，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奉为权威。伽利略也

喜欢读他的书，他的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见解，常使伽

利略深为叹服，埋头在他的书里，伽利略经常是忘记时

间，忘记周围的一切。

但是，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并不一味迷信，比如对

他的 “物体下落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说法，就表示

不能同意。每当想到亚里士多德说的 “重的东西落地快，

轻的东西落地慢”这句话时，疑问就缠绕着他的心头，

他曾花很多时间考虑这一问题。

他逐渐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话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把一个重的物体和一个轻的物体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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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来做实验，那么从重量上说，因重量增加，捆在

一起的两个物体的下降速度一定要比原来那个重的物体

的下降速度快；可是从物体下落的速度本身来考虑，捆

在一起的两个物体，一个下降速度快，一个下降速度慢，

两个速度则互相牵制，那个重的物体的下落速度，受到

那个轻的物体的下落速度的影响，会放慢下来，这样就

会得出捆在一起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它们的下降速

度要比原来那个重的物体的下降速度慢的结论来。这不

是自相矛盾吗？伽利略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伽利略去找他的老师，把自己的疑问说给老

师听。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有鼓励他多思考问题反而严

厉地批评了他。老师说：“‘重的东西落地快，轻的东西

落地慢’，这是我们的先哲亚里士多德说的，他的话就是

真理，历来都是正确的。”他劝伽利略不要怀疑先哲

的话。

伽利略和老师争辩起来，说：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

话，把一百个一磅重的物体捆在一起，下落时，速度要

比一个一磅重的物体快九十九倍，这可能吗？重的和轻

的物体落地的速度应该是一样快的。”

老师也恼怒了，气愤地对伽利略说：“亚里士多德是

我们的先哲，他的话我们应该确信不疑才是，怀疑先哲，

就是对真理的背叛，是有罪的！”

伽利略好像还要说什么，可是见老师生气了，也就

作罢，但是他心里不服，他想： “不管谁说的话，不对

的，我们就应该大胆地提出来，这是知识赋予我们的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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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过，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话当做千古不变的真理

已有一千多年了。对他的错话，光靠辩论是不能纠正的，

必须用实验来证明。”他在临离开的时候对老师说： “我

会用实验来证明我的看法的！”

很快地，一个消息传遍了比萨大学，也传遍了全城：

“伽利略要在比萨斜塔上做实验，证明亚里士多德的错

误。”倒不是拥护伽利略的人在传播，而是反对、蔑视他

的人在到处这样讲。因为在他们心中，亚里士多德这位

千古哲人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

一天早晨，伽利略和他的两个朋友，带着两个铁球，

其中一个重一磅，一个重一百磅，在众目仰视之中，走

上了５４米高的比萨斜塔。

实验就要开始了。突然，比萨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在

人群中大声喊道：“伽利略疯了！他太不自量了，他今天

会当众出丑的！”

伽利略也在斜塔上喊：“请大家注意，我现在把两个

球同时扔下去，它们会同时着地的。”说完，向围观的人

们做了个手势，便把两个球同时扔了下来。

果然，两个重量相差百倍的铁球，在短暂的时间里，

越落越快，同时落到地上。

顿时，热烈的欢呼声在比萨斜塔下围观的人群中爆

发了：“伽利略是对的。两个球同时着地了！”

伽利略用自己的实验，推翻了向来被奉为权威的亚

里士多德的关于 “物体下落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传

统学说，从而建立了新的落体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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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提出自己学说的时候，可能是忽视了

空气浮力这一因素。比如拿一根羽毛和一个铁球做实验，

因为羽毛受大气浮力影响大，铁球受影响小，铁球落地

速度自然比羽毛要快，于是在不考虑别的因素时，自然

就会得出 “重的东西落地快，轻的东西落地慢”的结论

了。然而在没有空气的真空中，无论是羽毛，还是铁球，

它们下落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

比较简单容易理解的，可在当时，伽利略只是就亚里士

多德学说中某些话的自相矛盾中，就发现了这样大的问

题，并通过自己的实验纠正了传统的错误，这是难能可

贵的。

（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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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表的来历

当你感到身上不舒服去医院看病时，医生往往会先

请你试一下体温表，体温表会把你的病情悄悄地告诉

医生。

体温表成了医生探测病情的得力 “侦察员”。

那么，体温表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三百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科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的一所大学里教书。

有些医生找到他，恳求说：

“先生，人生病时，体温一般会升高，能不能想个办

法，准确地测出体温，帮助诊断病情呢？”

医生的真诚请求，实际上给伽利略出了一道应用题。

为了找到正确的答案，伽利略不停地思索着，观察着，

实验着。

有一天，他给学生上实验课。他边操作边讲解，学

生都听得入了迷。他问学生：“当水的温度升高，特别是

开了的时候，为什么水在罐内上升？”

“因为水到达沸点时，体积增大，水就膨胀上升，水

冷却，体积缩小，又会降下来。”学生作出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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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提问学生，也启发了他自己。像是一把长期打不开

的锁，忽然找到钥匙一样，伽利略高兴地想：“水的温度

发生变化，体积也随着变化。反过来，从水的体积的变

化，不是也就能测出温度变化了吗？”

把问题联系起来这么一想，伽利略完全忘记自己还

在上课，就走回办公室，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做起了

实验。

从想到一个问题，到实验成功，中间还隔着一段很

长的距离，伽利不知略实验了多少次，但都失败了。

这一天，他用手握住试管底部，让管内的空气渐渐

变热，然后把试管的上端插入冷水中，松开握着的手，

他发现，水在试管里被慢慢吸上一截去，再握住试管，

水又渐渐从试管里被压了下去。

从水的上升与下降，已经看出管内温度的变化了。

但这还不能交给医生去使用，因为不仅一根试管跟着一

盆水太复杂，而且也看不出温度变化的程度。

后来，伽利略又做了多次改进，把一个很细很细的

试管装上一些水，排出里面的空气，又密封住，并在试

管上刻上了刻度。

伽利略把自己制出的这个密封试管送给大夫用。大

夫让病人握住试管，果然，从水上升的刻度就能知道病

人的体温了。

世界上第一个体温表就这样艰难地诞生了。

可是，到了凛冽的冬天，一个个体温表都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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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水结冰撑裂的。伽利略又经过几十次实验，终于

发现，可以用不畏严寒的酒精代替水。这就是我们今天

仍广泛使用着的酒精温度计。

（李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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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吊灯与摆钟

在三百多年以前，伽利略也和别人一样，经常到教

堂去做礼拜。他倒不是对上帝特别虔诚，也不是对祈祷

感兴趣，而是他很喜欢教堂墙壁上的绘画和雕刻。那里

还很安静，便于他思考问题。

有一天，伽利略又到比萨大教堂做礼拜，宽敞的教

堂里，男男女女跪满一地，祈祷和唱赞美诗的声音轻轻

飘荡着，挤在教徒中间的伽利略却被悬挂在教堂半空的

一盏吊灯吸引住了。吊灯被门洞里刮进来的一阵风吹得

来回摆动。伽利略那专注的目光也随着一来一往。

那盏吊灯已经挂了几十年了，它在风中来回摆动也

是极平常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人看过了，这有什么值得

注意的呢？其实不然，伽利略却有了新的发现。

“奇怪！怎么每次摆动的时间都相同呢？”伽利略边

看边发出这样的疑问。

吊灯渐渐停下来。这时又有一阵风从门洞刮来，吊

灯摆动得更厉害了。

“不难看出，每次摆动的时间是相同的。但是，如何

确切地肯定这一点呢？”伽利略向教堂的四周看了看，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