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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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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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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伯阳

魏伯阳（约公元１００—１７０年），中国东汉时期的炼丹

家，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一说名翱，号伯阳，后人称

他“云牙子”。魏伯阳出身缙绅之家，而性好道术。葛洪

《神仙传》记其与弟子３人入山炼丹的故事。著《周易参

同契》３卷。把《周易》、黄老、炉火三家参照会同而契合

为一，为后世道教中丹鼎派所宗。由于化学起源于炼丹

术，故此书在世界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英国人李约

瑟称之为“全球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著有《周易参同

契》。魏伯阳是一位最早留有著作的炼丹家。

《周易参同契》中记录的关于炼丹的化学知识和观察

到的化学事实主要有：

（１）水银容易挥发，也容易跟硫黄相化合。《周易参

同契》里记载：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

…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此处“河上姹女”指水银（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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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芽”指硫黄。意思是汞易挥发并能跟硫化合成不易挥

发的硫化汞，汞便被硫制服住了。

魏伯阳像

（２）氧化铅能被炭还原成铅。《周易参同契》中有“胡

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之句。“胡粉”是碱式碳酸铅，在

火中先分解成氧化铅，然后被还原成金属铅。

（３）几种不同的金属可以组成合金。《周易参同契》

中记载的“故铅外黑，内怀金华”就是指汞和铅成合金

之意。

（４）从汞矿石可以制得红色的硫化汞。《周易参同

契》记为“采之类白，造之则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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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黄金很不容易氧化。书中描写道：“金入于猛火，

色不夺精光”。

（６）物质起化学作用时的比例很重要。书中指出：

“若———分剂参差，失其纪纲，———愈见乖张”。

然而，由于当时炼丹术已经和道教相结合，披上一层

神秘的宗教外衣，所以《周易参同契》中还有很多神秘荒

诞和隐秘莫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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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洪

葛洪，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字稚川，号

抱朴子，人称“葛仙翁”。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２８３
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３６３年）。晚年，他隐居在

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到去世。他

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

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是一

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

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

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

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

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

《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

便实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

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

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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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

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

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葛洪像

葛洪的父亲曾在东吴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

之后，他又作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

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

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从师

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他女儿嫁给了

他，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葛洪一生著书很多，除上

述《肘后备急方》《抱扑子》之外，还有《金匮药方》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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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煎方》一卷，《玉函方》《葛氏单方》等，可惜均已

散佚。

葛洪治学讲求学以致用，他敢于对之前的医学家，诸

如张仲景、华佗，以及对《黄帝内经》的一些看法提出异

议，认为他们的著作篇幅浩繁，一些治法不适于一般群

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作了大量工作，广搜民间简、便、

验、廉的治法，多用“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

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得到

了充分的反映。

葛洪一生精于炼丹术，炼丹是化学制药的萌芽。据

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４世纪的战国时期，我国就有炼丹

方士，秦、汉时，炼丹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葛氏总结了秦、

汉以前炼丹术的经验，并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化学原理。

他接触的化学药物是比较多的，仅其著作中提到的就有

汞、硫、铝丹、雄黄、雌黄等二十多种矿物药，还有很多不

纯的无机物，如石胆（碳酸钙）、矾（明矾）、石膏等，对每味

药的化学特点、产地、药用价值，进行了解释；并通过长期

地观察和实验研究，认识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看到，葛洪曾做过汞

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

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

汞，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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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

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

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

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

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

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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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括

沈括，字存中，出生在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官

僚家庭。他的父亲沈周（字望之）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

过地方官。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沈括

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年），他自幼勤奋好读，在母

亲的指导下，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后来他跟随

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

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

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

人的才智。他二十四岁开始踏上仕途，最初做海州沭阳

县（在今江苏省）主簿，以后历任东海（在今江苏省）、宁国

（在今安徽省）、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等县县令。三十

三岁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

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

研究天文历算。宋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兼任提举司

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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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像

馆检讨，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做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上的

便利条件，他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

的学识。１０７５年曾出使辽国，进行边界谈判，次年任翰

林学士，权三司使。

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

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

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

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熙宁

九年（１０７６年），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被诬劾贬官，出

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一带）。三年后，为抵御西夏，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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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延路经略安抚使。因守

边有功，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升龙图阁直学士。但是不

久又遭诬陷，降职做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哲

宗元佑二年（１０８７年），沈括花费十二年心血编修的《天

下州县图》完成，被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次年，定居润

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在此安度晚年。

晚年的时候，沈括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

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１０９５年）逝世。他一

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

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

了。《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

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

音乐、艺术等共６００余条。其中２００来条属于科学技术

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沈括在化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出任延州的

时候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他利用

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首先创造了用

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他已经注意到

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还预料到“此物后必不

行于世”，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另外，“石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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