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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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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一生概貌

你留意过鸡蛋孵成小鸡时其胚胎的变化过程吗？你了解过哪些

动物有血，而哪些动物没血吗？你晓得海洋中的巨鲸，为何不属鱼类
吗？你知道蜜蜂中的雄蜂，为什么有母无父吗？

如果说，对以上的一些问题，你至今还不大了解的话，那么，早在

２３００多年前，就已经有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了。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古代最博学的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

学家兼科学家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３８４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古希腊斯塔吉拉城（马其顿）。

由于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的御医，因而他要求儿子长大以后，也
能继承自己的医生职业。为此，亚里士多德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父亲

诱导去观察许多复杂的生命现象。从而使自己如饥似渴地闯进了生
命世界的各个角落。

亚里士多德１７岁时，就有幸进入了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
（公元前４２７—前３４７年）主持的雅典学园，并在这里学习和研究了２０
年之久，直到柏拉图死去为止。

从公元前３４５年起，亚里士多德与他的同学狄奥弗拉斯图（约公
元前３７１—前２８７年），在搜集和整理第一批植物标本方面进行了广泛

而真诚的合作。可后来，由于志趣的分歧，亚里士多德则更多地转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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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动物学的研究。他于公元前３５５年，在雅典首创了自己的吕克昂
学园，并主持这个学园达３２年之久。

由于亚里士多德渊博的学识和德高望重的品质，因而使他从公元
前３４３—前３４０年，担任了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前３５６—前３２３年）的
教师，并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

但是，好景不长。亚历山大死后，他却被雅典的反马其顿党派，指
控为同马其顿王宫有政治和私人的牵连，还受到亵渎神灵的控告威
胁。为了不致于遭到像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年）被教会处死
的悲惨命运，他逃往母亲的田庄———卡尔息底斯避难。公元前３２２
年，这位伟人，不幸病死在异乡了。

卓越的贡献

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因为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

科学体系和他对自然现象的具体研究，正好顺应了古希腊奴隶制社会
大变动的历史潮流，结果，他竟成了人们崇敬的“学问之神”。

难道不是吗？尽管他已死了，但人们一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会
说“去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吧”。后来，人们甚至把他捧到了至高无
上的地位，凡是他说的话，句句都成了真理。

那么，你不禁会问，亚里士多德究竟有哪些不朽的著作呢？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由于从事多学科的研究，使他在哲学、历史、

政治、文学、伦理学、逻辑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
就。仅就他的动物学研究成果，就有下列五部著作：

《动物志》、《论动物的结构》、《论动物的发生》、《论动物的活动》和
《论动物的迁移》。这就难怪，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把他奉为“学问之
神”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先前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上来，看看亚里士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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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是怎样回答的吧。
“好像一块红血在蛋白的中间。这一点红的跳着动着，然后伸出

两条充满了血的血管，成为漩涡的形状。有一层布满血管的薄皮包围
着蛋黄。然后肢体才伸张出来，最初是很小而且是白色的。”

啊！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鸡胚胎初期的发育过程所作的描述。

像这样翔实的科学记录，对于２３００多年前的古人说来，是多么的难能
可贵啊！

亚里士多德在对动物的分类过程中，发现了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
的区别。因而他把动物分成了两个大类：即有血动物———哺乳类、鸟
类、爬行类、鲸和鱼类；而无血动物———软体类、甲壳类、斧足类和昆
虫类。

“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亚里士多德根据自己的解剖
观察，在人类史上，首先把属于哺乳类的鲸从鱼类家族中划分了出来。

对于雄蜂有母无父的解释，就是现代人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亚
里士多德首先发现了雄蜂之所以成为雄蜂，乃是蜂王孤雌生殖的结
果———“雄蜂是从未受精的卵蜕变出来的”。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研究，还有下面的精彩论断：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角的。”
“反刍动物有一种多重胃，但是牙齿很不行。”
“长毛的四脚动物胎生，有硬鳞甲的四足动物卵生。”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难道不是只有经过长期地
观察、思考和归纳、总结以后，才能得出的英明论断吗？

提出的论点是正确无误的，作出的解释同样是令人信服的。

对于第一个论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野兽有了长牙就可以保
护自己了，何必还要再长角呢？”

对于第二个论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正因为它们的牙齿很不
行，才要靠多重胃来帮助消化。在自然界中，一贯是从这一部分拿掉
后，就会在另一部分加以补偿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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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个论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还十分有趣哩。“这说明动
物是可以分为好多类的。不同类的动物，其生育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如果说，雄的是木匠，那么，雌的不就是木材吗？”

显然，亚里士多德解释的指导思想，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动物器官
的相关性了。

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类的遗传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他曾
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遗传现象：“有一个白种人的女子嫁给一个
黑种人，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到了孙儿那一代之中，却又有黑色的
了。那么，他们白色的子女中，如何藏着黑色的血统呢？”

尽管这个问题，一直到２０００多年后，人们才由孟德尔（１８２２—

１８８１年）所创立的遗传基本规律中找到了答案，但发现这个现象的亚
里士多德，同样是了不起的创举啊！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有这样渊博的学识呢？这与他特别喜欢亲自
动手去做实验，并善于分析研究有密切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一生
中，他至少解剖过５０种不同类型的动物，从而弄清了它们各不相同的
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把５４０多种动物，按照它们的不同形态和结
构特征，划分为１１大类，并写入了他的生物学著作之中，从而开创了
人类首次对动物进行详细分类的先导。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宗教的压抑，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
包含着一些唯心主义的成分。比如他认为：

“人是用心脏思考的。”
“一切能自由行动的动物，都是有灵魂的。”
“被动的、有机的质料（物质），通过形式的活力，可以变成有机的

生命。通过这种方式，露水、湿泥、干木和旧的肌肉就会产生出蠕虫、

昆虫、蛙类、蝾螈和其他动物。”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把一切生命过程都解释成目的性的唯心观点，

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动物本能的认识。他曾这样写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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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燕子靠自然界筑窝，蜘蛛靠自然界织网是为了某一种目的，

植物生出叶子是为了结出果实，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出，某种东西具有
什么性质，它是如何产生的，哪种原因在起作用而且一切其余事物都
是为了目的而存在，所以目的事实上就是原因。”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不就把目的论引进了生物学吗？要知道，

这种唯心主义的精神支柱，竟被宗教势力所利用长达２０００年之久，直
到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以后，才驳倒了这种错误观点。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伟大业绩，直到今天，仍旧铭刻在人们
的心中。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语来歌颂他：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贝尔纳（１８１３—１８７８年）赞扬他：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最博学的人。”

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年）也
尊称他：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这就怪不得在由德国数十位教授和博士所共同编著的《世界著名
生物学家传记》中，首位所介绍的就是亚里士多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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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耐

苦尽甘来

格斯耐于１５１６年３月２６日，出生在瑞士的苏黎世城。由于他是

一位贫穷的毛皮匠的儿子，所以，他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当格斯耐１５岁那年（１５３１年），他的父亲在卡

帕尔的一次会战中不幸阵亡了。从此，年幼的格斯耐，失去了继续上
学的机会。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格斯耐被迫滑向苦难深渊的
时候，他的叔父收养了他。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格斯耐的叔父是一位植物学爱好者，不仅有
渊博的学识，而且还采集和珍藏着许多植物标本。这些耳濡目染的熏

陶，对于格斯耐后来从事自然科学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诚然，格斯耐叔父的经济状况，同样是入不敷出的，他又怎能再有

重新上学的奢望呢？不料，格斯耐的奋发精神却帮了他的大忙———他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茨维英利奖学金，从而使他于１５３１年，重新得

到了在苏黎世继续学习的机会。接着，他又去斯特拉斯堡上学；后来，

又到法国布尔日留学深造。

按照当时的奖学金规定，凡是享受国家的奖学金者，都必须把宗
教神学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然而，作为一个从小就立志于自然科学
研究的格斯耐来说，又怎能因此甘心情愿被绑住自己的手脚呢？所

以，他一到法国，就被那早已迷恋的医学和自然史强烈地吸引住了，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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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宗教神学当成为应付差事的“副业”。

１５３４年，他终因不务神学“正业”而被取消了享受奖学金的权利。

至此，他不得不放弃学习，并回到苏黎世去教书度日了。

又是时势造就了英雄。十五六世纪早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形成，也使被禁锢了几百年的自然科学，其中也包括亚里士多
德的生物学理论在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因而也迫使占统治地位的
教会势力，去批判经院哲学的权威和阿拉伯文的著作。在这种新形势
下，格斯耐不仅第二次获得了奖学金，而且也使他实现了梦寐以求的
对医学和自然史的学习研究。

科学巨著

从格斯耐到蒙彼利埃和巴塞尔学习开始，他就逐步走上好运了。

因他于１５４１年在巴塞尔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被委任为卡罗里
努穆大学的自然史讲师。紧接着，他开始了科研工作，到意大利搜集
地中海地区的动、植物标本，翻译了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等文
版的所有著作的目录，计有２０卷之多，并于１５４５年出版，定名为《万
有书目录》。这是一种多么艰巨的工作啊！

如果说，《万有书目录》是格斯耐初出茅庐的成名之作，那么，他后
来的《动物史》则是蜚声世界的鸿篇巨制。

１５５１年至１５５８年期间，格斯耐出版了《动物史》的头四卷，而第五
卷问世，却是在他去世后２２年的１５８７年。又过了４７年，即１６３４年，

才有人从格斯耐保存的记录中，整理出了《动物史》的最后一卷。由此
可见，这本动物学百科全书的整理问世，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啊！

曾有人评论《动物史》这一巨著，乃是对后来的动物学，尤其是分
类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长达数百年的巨大影响！如他把四足类动
物，区分为家兽和野兽、无角兽和有角兽；以及大兽和小兽等等。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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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若对《动物史》来个粗略剖析，不是同样有益于读者吗？

翻开《动物史》的目录，首先印入人们眼帘的，是它的结构方面，有
着严格的次序性。

它的第一卷，包含有各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动物名称。当然，还
有格斯耐自己所造的动物名字在内。

第二卷，包含有动物形态学、动物解剖学、动物地理学和动物生态
学的资料。在这卷里，格斯耐把自己的许多观察，作为他这部著作的
基础。

第三卷，是论述与动物有关的疾病。同时，对生物学和生理学的
对象，也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四卷，则是论述动物行为生理学和感觉生理学的对象。

对实践家至关重要的，还是第五卷。因为这卷，是专门论述人们
在狩猎、驯服以及饲养动物方面，应采取怎样的方法和措施，才能获得
更大的成效。

那么，后来被别人所续补的第六卷呢，则是研究与上述提到的所
有动物有关的饲料和药物。

从《动物史》以上各卷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内容看来，不正好说明
格斯耐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吗？格斯耐为了把动物
名字、动物寓言以及迷信名称等内容表达确切和生动有趣，他总是不
知疲倦地工作着和思考着。

不仅如此，即使当他描述自己并不相信的虚构动物时，他的词汇
也是极为优美和富于想象的。所以，在《动物史》里，既有生着７个头
的水蛇，也有传说的水鬼妖魔和独角怪兽。

如在《最大的呼啸鱼》这一章中，他所描写的巨鲸形象。对从来没
有见过鲸的瑞士人说来，是极其危险而恐惧的动物———它能把小孩吸
到海里，它会把渔船弄个底朝天！为此，在他对插图所作的注释里，还
特别向航海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面向鲸的攻击时，应当怎样予以
反击才能使自己脱离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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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开拓者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动物史》中那些令人心醉着迷的插图。

大约１０００幅插图，全都十分精细而优美动人，以至于仅仅是书中的播
图，也足以令人产生强大而好奇的诱惑力。这是因为，格斯耐聘请了
当时最优秀的美术家来制作这本传世之作的插图。

说到格斯耐《动物史》的重大意义时，倒使人们想起了同时代的其他
两本有关动物学的著作：一本是在１５４９—１５５３年间，出版了约恩斯顿以
同样的书名《动物史》的四卷本著作；另一本是１５５９—１６０６年间，出版了
意大利人阿德罗凡狄（１５２２—１６０５年）描述动物界的１３卷本著作。

但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上两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又怎么赶
得上格斯耐的《动物史》———一本划时代的“动物学百科全书”呢？

由于《动物史》具有百科全书的巨大价值，因而它一问世，就很快被
翻译成德文版本。如福尔译本就是一例，以便有利于在民间广泛流传。

格斯耐在自然科学方面学识渊博，除了动物学外，他还精通植物
学。他对植物界作了一个类似《动物史》的描述，并汇集了大约１５００
幅优美的播图，其中包括对各种花瓣的比较和分析图解。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植物学著作的出版，竟是在格斯耐
死后近２００年之久的１７５３年由施米德尔发表的。

此外，在格斯耐的最后一部论著里，还首次详细地分析了化石的
种类和成因。

从格斯耐的品德而论，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和值得仿效的楷模。

他提出了科研工作的准则；他总结了著书立说的方法；他指明了一部
伟大的著作，对于图书馆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他阐明了人生的意义，

不是索取而是奉献。

一点不假，格斯耐说到了也做到了。

１５６５年，他在一次同毁灭性鼠疫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怕自我牺牲，

全力以赴去医治他的病人，终于染病在身，并于１２月１３日不幸病逝。

格斯耐终于以４９岁的短暂年华，换取了动物学史上一块闪闪发
亮的指路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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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

发现微生物

“充满煤烟、灰尘的车厢，是个‘活动的监狱’。”“我‘最大的优点’，

是‘保护指甲干净’。”

这是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１８３３—１８９６年）卫生习惯的片断。

原来，烟尘及指甲中，藏着大量令人生病的病原微生物。尤其今
天，“生水里有‘小虫’，喝了肚子疼”的道理，以及“不随地吐痰”、“饭前
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早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普通常识了。

然而，这种简单道理，要是在３００多年前，莫说一般人们，就连赫
赫有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也全然不知。

本来，这无孔不入的微生物，何时何地不在与人们打交道？甚至
在我们体内到处安营扎寨，自由钻进钻出哩。可是，由于人们不能用
肉眼看见它们，因而几千年来，人类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微生物这东
西存在。

那么，是谁第一个发现了这“小人国”里的捣蛋“居民”？

他，就是列文虎克！如果要歌颂他对人类的大功大德，那就必须
从他发现“狄尔肯”的前因后果说起。

“狄尔肯”，原是拉丁文 Ｄｉｅｒｋｅｎ的译音，意即细小活泼的物体。

这是列文虎克第一次发现微生物时，给它们取的奇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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