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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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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光明

篝　火

时光悄悄地流逝。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的增长着才

干，逐渐认识了周围的许多事物，火就是其中之一。

原始人发明用火，是经历了艰苦缓慢的实践和认识过程的。

你看，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电闪雷鸣，雷电击到树木或其他

容易燃烧的物质上，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由于火山喷发或者陨石

坠地，也会酿成森林火灾。

我们的祖先起初是并不喜欢火的。那时候，火对人类总是板

着一副凶狠的脸孔：大火燃起，烈焰冲天，浓烟蔽日，所到之处，一

片焦土。火的破坏性使原始人望而生畏，遇到大火就惊恐万状，逃

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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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遇到火的次数多了，人们就渐渐不以为奇，反而习以为

常了。而且逐渐懂得了火也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大火过后，被烧死

的野兽糊香扑鼻，香美异常，吃起来外焦里嫩；火能使人得到温暖，

赶走寒冷；火还可以用作防御和攻击猛兽的武器，因为猛兽也是害

怕火的。

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改变着原始人对火的认识，他们慢慢地由

怕火而变成爱火。当大火再一次袭来的时候，他们不再一跑了之，

而是勇敢地小心翼翼地把一些还在燃烧的树枝拿回来，并且不断

地给它添加新的树枝———精心地“喂养”起来。于是，由几根树枝

架起的一堆篝火终于燃烧起来了。

当人类第一次围在篝火旁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的时候，该是

一幅多么动人的场景啊！他们兴高采烈，欢呼庆贺，甚至惊喜若

狂。啊，他们终于用自己的劳动战胜了黑暗，赢得了光明！火堆，

这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盏“灯”，这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人工光源。

火愉快地燃烧着，善良地微笑着，它由人类的敌人变成了人类

的朋友。原始人开始只是利用现成的火，后来渐渐想到应当保存

火种———它们把火置于特别的监护之下，由专人负责看管，不让它

熄灭。用火时把火生得旺旺的，不用时让火慢慢地冒着烟。一堆

火种往往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

在我国北京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四五十万年前的北

京猿人用火留下的灰烬堆积物。堆积物很厚，说明他们从天然火

那里取来的火种昼夜长燃不熄。

天然火来之不易，原始人对火种的珍惜也就可想而知了。古

代埃及、希腊、伊朗等国的寺庙或城镇，经常点燃着一堆不灭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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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到了现代，虽然人们在生活中早已不再保留火种，但是，每当

举世瞩目的亚运会或奥运会开幕，总有传递火种和点燃圣火的仪

式，也是古代传统的再次展现吧。

火种既然十分珍贵，那么对于不慎让火种熄灭了的看火者，当

然要给予非常严厉的责罚。

惩罚归惩罚，万一火种熄灭了又怎么办呢？只好到邻近的地

方去借火。人们用寄生在桦树上的一种菌类来引火。这种菌类像

个大蘑菇，点着后能像木炭一样缓慢地燃烧，等到需要火的时候，

只需使劲一吹，它就会着起火来。人们用树枝插在菌类上做柄，然

后拿着这珍贵的火种飞快地跑过来，再点燃自己的火堆。

借火是很费事的，而且也不保险。有时由于离借火的地方较

远，在半路上火种就熄灭了。甚至还可能借不到火，比如一场大水

冲来，人们躲到高处去了，周围是一片汪洋，你到哪里去借火呢？

严酷的现实迫使原始人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摆脱对天然火的

过分依赖，去争取用火的更大自由。

不知又经历了多少万年的实践、探索，原始人终于发明了摩擦

取火的方法。

摩擦取火是利用石块互相撞击迸出的火星来取火，这大概是

一二十万年以前的事。摩擦取火在人类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就世界性的解放作

用而言，摩擦取火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因为它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

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界分开。

从那时以后的若干万年以来，人们一直依靠着摩擦取火来点

灯，甚至直到１８世纪末叶，人们还用火刀打击燧石取火。发明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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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火柴只是近一二百年来的事儿。

我们的祖先终于能够不依赖自然界而自己来取火了。只有到

这时，人类才算初步获得了对热和火的真正支配权，才有可能利用

它去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才有条件去不断发明和改进照明工

具，直到制造出形形色色的现代新灯来。

从火堆到松明

在科学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们根本不了解火的本质和由来，

而人类跟火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于是就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来加

以膜拜。

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火是由一位名叫“燧人氏”的圣人发明

的。而古希腊人说火是由一个叫做普罗米修斯的神从天上偷来

的。他造福于人类，自己却受到残暴的众神之王———宙斯的惩罚。

宙斯把他用铁链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天派一只饿鹰啄食他的

心肝。但是普罗米修斯坚贞不屈，为人类强忍着苦难。

波斯的祆教是一种拜火教，它把火看成是善良和光明的化身，

礼拜圣火是他们主要的宗教仪式。奥林匹克的神庙里至今还保存

着古代的火种，不时有人前往顶礼膜拜。

人类学会用火以后，火的神秘性就慢慢地消失了，但是火同人

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

使用火堆照明持续了几十万年。原始人在野外露宿的时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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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洞窟里穴居的时候用它，学会盖房子搬进屋子里以后还用

它———他们在屋子中间挖一个不太深的方形坑，叫做火塘，就在火

塘里生起火来。

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吃过晚饭以后，一家人围坐在火

塘周围的土台上，男人们修理工具，谈论着狩猎、耕种的事儿；女人

们紧张忙碌，干着缝补、编织的活计；孩子们嬉戏玩耍，认真地倾听

着大人的谈话。

为了做些夜工，即使是在盛夏酷暑的三伏天，人们也得点起火

堆，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在火边忙碌，火堆冒着烟，尽管屋子敞开

大门，屋里还是浓烟滚滚，熏得人涕泪交流。这当然是很不舒

适的。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得知，燃烧一根木棒有

时也能把整个屋子照亮。于是火堆就逐渐被一根点燃着的木棒所

代替。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既可以减少屋子里的浓烟，又能够大大

节省木柴。

点燃木棒也带来新的问题。首先是这根木棒需要竖着放，放

得高一点，这才能把它有限的光芒射开去，让更多的地方照亮。另

外还必须把木棒烧着的一头朝下，斜拿着，否则它会熄灭，正像划

着的火柴必须头朝下才能更好地燃烧起来一样。

当然，把一根沉重的木棒拿在手中，叫它尽情地燃烧，这总不

是个办法。于是，人们又开动脑筋，发明了放置燃烧木棒的架子，

解决了用人手拿木棒的问题。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木棒只要点着就能

燃烧，但并不是同样多的光。含树脂多的木棒燃烧起来比含树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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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木棒明亮得多，而且点燃时间也长。最适合用来点燃照明的

木棒是松木，后来人们就把松木照明称之为“松明”。

松木并非到处都有。怎么办？人们把松木里的“精华”———松

脂提取出来，用其他木棒蘸上一点，结果制成了人造松明。人造松

明发出的光并不比天然松明差，而且使用更方便。

你知道吗？我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一带盛产松木，

当地居民把松明叫做“明子”，在没有电力照明的边远地区，现在夜

晚还往往点着“明子”照亮呢！

如果是晚上出门走夜路，点着的松明就得拿在手里，人们又叫

它“火把”。我国南方没有松明，火把是用干草、枯枝扎成的，上端

放在松脂或者脂肪里浸过。另外也可以利用毛竹，毛竹经过溪水

漂洗再劈成细条，绑扎在一起就是很好的火把。火把燃烧起来火

光熊熊，既明亮，又耐久。

火堆不单用来照明，而且首先是做饭、取暖的热源，一当两用。

只有在发明了松明和火把以后，人类才能够骄傲地宣布：我们终于

有了与热源分家的专门的照明工具了！

灯的诞生

早在用火堆照明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在琢磨着怎样改进照明

的方式：一些人发明了松明和火把；另一些人可能在更早以前就想

到，可以用更简易的办法来取得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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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烤肉的时候，有人看见动物的油脂滴到火堆上会使

火烧得更旺，于是就想：能不能直接利用动物的油脂来点火照

明呢？

这个想法很容易变成现实：在石制的浅碗里盛放一些动物油

脂，然后用火点着试试。结果怎么样？果然可以燃烧发光。就这

样，人类做成了世界上第一盏真正的灯。

最早的灯极其简陋，光有一只盛油的石制灯碗，没有灯芯，点

燃时冒着又浓又黑的烟，带来的光亮却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与

火堆和松明相比，还是更有资格称之为灯的，因为它已具备了灯的

雏形。

考古学家曾在法国的一个洞窟里发掘到一盏这样的灯，它与

燧石的刮刀和鹿角的鱼叉混放在一起，碗底上有一层薄薄的黑色

的东西，化验证明它是燃烧油脂留下来的灰烬。经鉴定，这是新石

器时代的灯，也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灯。

请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吧。每当夜幕降临，星星点点的火光

便在辽阔无垠的大地上出现：有的地方燃起了火堆；有的地方点亮

了松明；还有的地方是原始的油脂灯在闪光。黯淡的火光在浓重

的夜色中吃力地闪烁着、摇曳着，这样的夜景确实是不怎么令人鼓

舞的。

再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情景。入夜，祖国的城市和农村，社会

主义建设的工地上到处灯光闪亮，一片通明，各种各样的灯把黑夜

照耀得如同白昼，人欢马叫，机器轰鸣，千百万劳动人民在为建设

四个现代化的祖国英勇奋斗。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迷人！

同现代灿烂辉煌、绚丽多彩的灯相比，古代那些火堆、松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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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油脂灯之类的照明工具，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但是不要忘

记，路是人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现代先进的灯，也是由过去简陋

的灯一点一点地演变而成的。在较好的灯问世以前，人类不知度

过了多少个昏黑的夜晚！

灯　芯

原始的油脂灯有什么缺点呢？

缺点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冒烟，一点着火就冒出又黑

又浓的烟。你看过电影《屈原》吗？你注意过那里面的灯吧？即使

是在楚王豪华的宫殿里，也没有一盏明亮的灯！那一人多高的青

铜立灯够阔气了，在上端还分成５枝，构成花瓣的形状，５个灯碗

里都烧着油，然而灯光黯淡。在张仪向南后献上隋候之珠时，两张

邪恶的面孔背后，５枝立灯冒着一股股浓烟。后来屈原被关到东

皇太庙里，那里的灯光更昏黯，黑烟也更浓烈了。

这样的油灯为什么会冒很多烟呢？

在斜射的阳光里仔细观察一下，马上就能揭开烟的秘密。

烟是由许许多多固体微粒悬浮在空气里造成的。有的是一些

极微细的小颗粒；有的稍大一些，颗粒后面拖着一条小尾巴；还有

的个儿更大，尾巴也更长。就是这些小东西，和火焰同时产生，跟

空气结伴而行，迅速飞散，到处舞动，干扰人们的视线，阻碍光线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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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燃烧生成的烟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不过主要是一些没

有完全燃烧的炭粒和燃烧过后留下的灰烬。

碳是油脂的主要成分，碳能燃烧，当点燃油脂的时候，其中的

一部分碳同空气中的氧化合，生成二氧化碳，同时发出光和热；另

一部分碳找不到氧结合，就游离出来变成炭粒，并随着油面上升的

热空气流到处飞舞，成为烟的主要成分。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油脂灯冒烟原来是因为油脂燃烧时

空气供应不足的缘故。

空气不有的是吗？怎么产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呢？

地球上的空气确实有的是，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这里所

说的供不应求，主要是指直接与油脂接触的那部分空气。在油脂

一遇到火呼啦一下子燃烧起来以后，火焰会把空气从原来的地方

挤走，于是在油脂燃烧的周围，就显得空气供应不足。

为了减少冒烟，应该想办法让油脂不是一下子都点着，而是一

点一点慢慢地燃烧。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点着

原始油脂灯时代的人们，却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他们只是在实践中

朦胧地意识到，灯冒烟同油脂燃得太快有关系，于是尝试着采用不

少的办法来克服这个毛病。后来终于发明了灯芯。

开始，灯芯是用小木条或者草本植物的茎晾干以后做成的。

南方有一种草叫灯芯草，茎是圆的，挺细，茎里有白瓤，干了以后疏

松柔软，是做灯芯的好材料。还有一种龙须草，也能用来做灯芯。

草木灯芯出现以后，人们还用过麻制灯芯和丝制灯芯，但是后

者既贵又不好用，终于被淘汰了。

讲到棉制灯芯，恐怕少说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起初，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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