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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工具，因为它不仅安全，而且快捷。

火车之所以能高速运行，要功归于一条条铁路的修筑。要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

条自己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和它的设计者詹天佑，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清朝末年，当时的政府软弱无能，致使中华大地被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竞

相瓜分。后来，清政府想修一条由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但当时的中国贫穷落

后，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修铁路，所以当修路的消息一传出，盘踞在中国的各种

外国势力都想把修路权拿到自己手里，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大赚清政府一笔钱，

还能控制中国的铁路命脉。

正在清政府为无人能承担修路大任而焦急之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詹天

佑主动请缨，要求把修铁路的任务交给他。不过，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再加上没

有名气，很多人都怀疑他的能力，外国人更是自以为是地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

自己修建铁路。

面对各方的压力，詹天佑没有半点退缩，毅然接过了任命书。他信心百倍

地鼓励同事们说：“我们一定要尽快修好铁路，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服输，

为中国人争气。”

在修路的工程中，詹天佑和他的同事们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

从北京到张家口要经过山区，地形十分复杂。为了勘测出合适的路线，詹天佑每

天都带着仪器徒步翻山越岭，勘察地形。由于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

所以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一切只能靠自己。每天晚上，詹天佑和工作人员都

要在灯下绘图、计算，一直忙到天亮。面对种种困难，詹天佑并没有气馁，而是

经常鼓励工作人员：“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会成功的！”

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詹天佑最终勘测出了三条路线。经过比较，他决

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原因是第二条绕道过远不可取，而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

线，因为从北京城南向西修筑，要经过大量皇族贵戚的坟地，阻力太大。第一条

路线，从西直门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

全长 180 多公里。

几个月后，铁路终于破土动工了，人们禁不住欢呼庆祝。但是修到八达岭

一带时，由于那里重峦叠嶂、群山环绕，如果开凿隧道的话，费时费力很不现实，

工程被迫停了下来。但工期紧迫，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这时，詹天佑并没有慌

了手脚，而是仔细考察地形，最后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人”字形铁路，从而创

造了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

京张铁路原计划六年完成，但是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

1909 年 8 月 11 日全线通车。更值得骄傲的是，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

二十八万两。

京张铁路提前通车了！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条自己修的铁路。那些趾高气扬

的外国人，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佩服詹天佑的能力。

詹天佑与京张铁路

多 闻 物 语

詹天佑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做人的志气。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但他

并没有气馁，而是用自己的努力，修筑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让当时不可

一世的外国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冰与都江堰
四川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它的富饶始终与都江堰密切相关。

二千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至今仍对成都平原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的作用，

这已经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它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就是我国战国时期

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李冰。

在都江堰水利工程未修建之前，成都平原上的岷江经常泛滥成灾。当地人

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外地逃生。洪水过后，由于河道淤塞，河水不能畅通，人

们无法灌溉农田，许多地方又会闹旱灾。就这样，岷江两岸的人民不是受到洪涝

灾害就是经受干旱的折磨，生活困苦不堪。

公元前 250 年左右，李冰到四川做官，看到当地的严重灾情，听到民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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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工具，因为它不仅安全，而且快捷。

火车之所以能高速运行，要功归于一条条铁路的修筑。要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

条自己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和它的设计者詹天佑，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清朝末年，当时的政府软弱无能，致使中华大地被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竞

相瓜分。后来，清政府想修一条由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但当时的中国贫穷落

后，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修铁路，所以当修路的消息一传出，盘踞在中国的各种

外国势力都想把修路权拿到自己手里，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大赚清政府一笔钱，

还能控制中国的铁路命脉。

正在清政府为无人能承担修路大任而焦急之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詹天

佑主动请缨，要求把修铁路的任务交给他。不过，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再加上没

有名气，很多人都怀疑他的能力，外国人更是自以为是地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

自己修建铁路。

面对各方的压力，詹天佑没有半点退缩，毅然接过了任命书。他信心百倍

地鼓励同事们说：“我们一定要尽快修好铁路，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服输，

为中国人争气。”

在修路的工程中，詹天佑和他的同事们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

从北京到张家口要经过山区，地形十分复杂。为了勘测出合适的路线，詹天佑每

天都带着仪器徒步翻山越岭，勘察地形。由于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

所以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一切只能靠自己。每天晚上，詹天佑和工作人员都

要在灯下绘图、计算，一直忙到天亮。面对种种困难，詹天佑并没有气馁，而是

经常鼓励工作人员：“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会成功的！”

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詹天佑最终勘测出了三条路线。经过比较，他决

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原因是第二条绕道过远不可取，而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

线，因为从北京城南向西修筑，要经过大量皇族贵戚的坟地，阻力太大。第一条

路线，从西直门经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

全长 180 多公里。

几个月后，铁路终于破土动工了，人们禁不住欢呼庆祝。但是修到八达岭

一带时，由于那里重峦叠嶂、群山环绕，如果开凿隧道的话，费时费力很不现实，

工程被迫停了下来。但工期紧迫，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这时，詹天佑并没有慌

了手脚，而是仔细考察地形，最后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人”字形铁路，从而创

造了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

京张铁路原计划六年完成，但是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

1909 年 8 月 11 日全线通车。更值得骄傲的是，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

二十八万两。

京张铁路提前通车了！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条自己修的铁路。那些趾高气扬

的外国人，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佩服詹天佑的能力。

詹天佑与京张铁路

多 闻 物 语

詹天佑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做人的志气。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但他

并没有气馁，而是用自己的努力，修筑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让当时不可

一世的外国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冰与都江堰
四川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它的富饶始终与都江堰密切相关。

二千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至今仍对成都平原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的作用，

这已经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它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就是我国战国时期

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李冰。

在都江堰水利工程未修建之前，成都平原上的岷江经常泛滥成灾。当地人

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外地逃生。洪水过后，由于河道淤塞，河水不能畅通，人

们无法灌溉农田，许多地方又会闹旱灾。就这样，岷江两岸的人民不是受到洪涝

灾害就是经受干旱的折磨，生活困苦不堪。

公元前 250 年左右，李冰到四川做官，看到当地的严重灾情，听到民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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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的强烈呼声，他下决心要治理岷江。他实地考察水情、地势，制订了规划，

组织上万民工首先开凿玉垒山。当地人民听说后，都踊跃参加。可是有一天，工

人突然跑来向李冰汇报说：“大人，很多人都开始打退堂鼓，不想干了。”

李冰一听大惊，忙问：“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吗？”

工人说：“玉垒山的岩石非常坚硬，大家苦干了一天，所凿面积还没有巴掌

大，工具却损坏了不少。大家垂头丧气，觉得这样干下去，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

月才能把玉垒山凿开，因此很多人都打退堂鼓了。”

李冰赶忙跑到工地去想办法，人们也纷纷为他出主意，可是都行不通，这

可愁坏了大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汉听说后，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给李冰出了

一个主意。

老人说：“玉垒山的岩石都很坚硬，如果单单依靠人工开凿的确很难。但是

如果先在岩石上凿开一些槽线，然后在岩石的四周堆上干草和树枝，点火燃烧，

把岩石加热，等到岩石烧红之后，立刻浇上冷水，这样岩石经受不住剧热剧冷就

会自行破裂，开凿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

其实，老人利用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热胀冷缩”原理。李冰听后，茅塞

顿开，立即吩咐大家照着做，果然工程的进展加快了。

李冰非常感激老人，他激动地对老人说：“多亏了您，老人家。”老人说：“不

敢当，大人治理岷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呀。”

从此以后，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信念，那就是一

定要治理好岷江，为了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苦。

在修筑都江堰的过程中，李冰他们还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都被他们一一

克服了。李冰和当地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劳动，终于建成了都江堰。

都江堰既能够把雨季的洪水分流，也能在干旱时让人们灌溉农田，连现代人都

说它的设计巧妙，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还注意组织一年一度的岁修。他提出的岁修原则是“深

淘滩，低作堰”，意思是挖泥沙要深些，堰顶不可筑得太高。后来，人们把这六个

字刻在为纪念李冰而修的祠堂的石壁上。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实验胚胎学家，也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

要创始人。

童第周年少时由于家庭贫困一度上不起学，直到 17 岁的时候才在哥哥的资

助下开始读书。后来，他又在亲友们的资助下，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比利时

的首都—布鲁塞尔求学。在布鲁塞尔，童第周拜当时很有名的生物学家勃朗

歇尔教授为师，研究胚胎学。

当时，勃朗歇尔教授门下有好几个外国留学生，由于中国国力弱小，科技

落后，那些外国留学生都很看不起中国人，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很蔑视

中国人。他们还公开向中国人挑衅，说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国人也都是弱智的国

民。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傲慢态度，童第周心中充满了愤懑。在一次公然受辱之

后，童第周终于忍不住对那个出言不逊的外国人说：“你说我们中国人笨，那么

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我代表中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拿

到博士学位？”

从那以后，童第周更加勤奋地学习。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实验室、图书

馆里。研究胚胎学需要经常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而实验的成功与否对于能

否毕业有很大的关系。童第周为了能在实验中顺利剥除卵细胞膜，自己在课余

时间悄悄地练习了上百次。

有一次，勃朗歇尔教授要求大家把青蛙的卵膜剥下来。我们都知道卵子是

一种细胞，细胞本身就是很小的东西，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见，而剥除卵细胞的

膜，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实验中，学生们在显微镜下一个个很小心地剥离着卵

多 闻 物 语

都江堰建成后，一直发挥着分洪减灾和引水灌溉两大作用，为成都平原

带来了繁荣和兴盛。这都是得益于李冰及当地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艰辛劳动。

童第周剥除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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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的强烈呼声，他下决心要治理岷江。他实地考察水情、地势，制订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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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既能够把雨季的洪水分流，也能在干旱时让人们灌溉农田，连现代人都

说它的设计巧妙，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还注意组织一年一度的岁修。他提出的岁修原则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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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始人。

童第周年少时由于家庭贫困一度上不起学，直到 17 岁的时候才在哥哥的资

助下开始读书。后来，他又在亲友们的资助下，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比利时

的首都—布鲁塞尔求学。在布鲁塞尔，童第周拜当时很有名的生物学家勃朗

歇尔教授为师，研究胚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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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傲慢态度，童第周心中充满了愤懑。在一次公然受辱之

后，童第周终于忍不住对那个出言不逊的外国人说：“你说我们中国人笨，那么

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我代表中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拿

到博士学位？”

从那以后，童第周更加勤奋地学习。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实验室、图书

馆里。研究胚胎学需要经常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而实验的成功与否对于能

否毕业有很大的关系。童第周为了能在实验中顺利剥除卵细胞膜，自己在课余

时间悄悄地练习了上百次。

有一次，勃朗歇尔教授要求大家把青蛙的卵膜剥下来。我们都知道卵子是

一种细胞，细胞本身就是很小的东西，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见，而剥除卵细胞的

膜，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实验中，学生们在显微镜下一个个很小心地剥离着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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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可是由于青蛙卵实在太小了，而在卵子外面包着的那层膜又像蛋白一样软

滑，所以很多学生都失败了。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着牢骚，抱怨教授出的题目太难

了。只有童第周一个人在一旁一声不响地完成了实验，最后成功地把青蛙的卵

膜剥了下来。

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又让童第周重新做了一次演示实验。这一次，教授

让所有学生都来观看童第周做实验的全部过程。只见童第周在显微镜前小心翼

翼地把青蛙卵取了出来。他先用一根针在卵上刺一个小洞，使卵子里的液体流

出来，这样原来鼓胀的圆圆的卵子就变成了扁圆形；然后，他又用小镊子在卵

子两边轻轻一挑，卵膜就从卵子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整个实验过程中，童第周

的操作异常熟练，就像一个灵巧的绣花姑娘，心细手准。

童第周成功剥除青蛙卵膜的实验，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因为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能够成功完成这个操作实验。勃朗歇尔教授由衷地夸

赞说：“童第周真是好样的，中国人真棒！”

四年后，童第周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荣获博士学位的

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对大家说：“有人

说中国人很笨，而我就是一个中国

人，现在我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

证明了中国人不仅不笨，而且

还很聪明。”童第周的发言

赢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

而那个当初说中国人

笨的外国留学生，

则 羞 愧 地 低

下了头。

多 闻 物 语

童第周刻苦学习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辛勤劳动

换来的。要攀登科学的高峰，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李春与赵州桥
河北省流传着一首儿歌叫做《小放牛》，歌中唱道：“赵州石桥鲁班爷爷修，

玉石的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歌中所唱的

赵州石桥，就是至今仍存完好的、举世闻名的单拱石桥—赵州桥。

说起赵州桥，还有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赵州桥是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

师”的鲁班修建的。据说，赵州桥修好后，由于精美奇特，轰动远近，最后竟然

连八仙都惊动了。八仙中的张果老和神仙柴王爷打赌，要测试一下鲁班修建的

桥是不是结实牢固，于是张果老骑着小毛驴，驴背上的褡裢里装上了太阳和月

亮；而柴王爷的推车上则装上了四座大山。两位神仙化作凡人一起走上了桥，

石桥立刻被压得摇摇晃晃。

鲁班看到桥就要塌了，就纵身跳入河中，用双手托住了桥身。等张果老和

柴王爷过了桥之后，赵州桥不但没有损坏，经过他们这一压，反而更牢固了。只

是在桥面上留下了七八个驴蹄印和柴王爷推车轧的一道沟，桥腹上还增添了鲁

班的两个手掌印。

其实，赵州桥并不是鲁班修建的，它的设计者是我国隋朝著名的桥梁工匠

李春。

相传李春是赵州人，精通桥梁设计，但是这种说法还没有证实。而李春设

计的赵州桥，确实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最宏伟的石拱桥。在一千四百多年的历

史岁月中，赵州桥经历了无数次洪水的冲击、地震的摇撼以及多次战乱和风化

腐蚀，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这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据专家测算，赵州桥选择的建桥地点非常合理。在当时科技水平还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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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可是由于青蛙卵实在太小了，而在卵子外面包着的那层膜又像蛋白一样软

滑，所以很多学生都失败了。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着牢骚，抱怨教授出的题目太难

了。只有童第周一个人在一旁一声不响地完成了实验，最后成功地把青蛙的卵

膜剥了下来。

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又让童第周重新做了一次演示实验。这一次，教授

让所有学生都来观看童第周做实验的全部过程。只见童第周在显微镜前小心翼

翼地把青蛙卵取了出来。他先用一根针在卵上刺一个小洞，使卵子里的液体流

出来，这样原来鼓胀的圆圆的卵子就变成了扁圆形；然后，他又用小镊子在卵

子两边轻轻一挑，卵膜就从卵子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整个实验过程中，童第周

的操作异常熟练，就像一个灵巧的绣花姑娘，心细手准。

童第周成功剥除青蛙卵膜的实验，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因为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能够成功完成这个操作实验。勃朗歇尔教授由衷地夸

赞说：“童第周真是好样的，中国人真棒！”

四年后，童第周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荣获博士学位的

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对大家说：“有人

说中国人很笨，而我就是一个中国

人，现在我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

证明了中国人不仅不笨，而且

还很聪明。”童第周的发言

赢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

而那个当初说中国人

笨的外国留学生，

则 羞 愧 地 低

下了头。

多 闻 物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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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来的。要攀登科学的高峰，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李春与赵州桥
河北省流传着一首儿歌叫做《小放牛》，歌中唱道：“赵州石桥鲁班爷爷修，

玉石的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歌中所唱的

赵州石桥，就是至今仍存完好的、举世闻名的单拱石桥—赵州桥。

说起赵州桥，还有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赵州桥是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

师”的鲁班修建的。据说，赵州桥修好后，由于精美奇特，轰动远近，最后竟然

连八仙都惊动了。八仙中的张果老和神仙柴王爷打赌，要测试一下鲁班修建的

桥是不是结实牢固，于是张果老骑着小毛驴，驴背上的褡裢里装上了太阳和月

亮；而柴王爷的推车上则装上了四座大山。两位神仙化作凡人一起走上了桥，

石桥立刻被压得摇摇晃晃。

鲁班看到桥就要塌了，就纵身跳入河中，用双手托住了桥身。等张果老和

柴王爷过了桥之后，赵州桥不但没有损坏，经过他们这一压，反而更牢固了。只

是在桥面上留下了七八个驴蹄印和柴王爷推车轧的一道沟，桥腹上还增添了鲁

班的两个手掌印。

其实，赵州桥并不是鲁班修建的，它的设计者是我国隋朝著名的桥梁工匠

李春。

相传李春是赵州人，精通桥梁设计，但是这种说法还没有证实。而李春设

计的赵州桥，确实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最宏伟的石拱桥。在一千四百多年的历

史岁月中，赵州桥经历了无数次洪水的冲击、地震的摇撼以及多次战乱和风化

腐蚀，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这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据专家测算，赵州桥选择的建桥地点非常合理。在当时科技水平还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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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李春凭借自己丰富的建桥经验，大胆使用了天然桥基，直接把桥建筑在

河床的粗沙层上。解放后，现代的桥梁专家利用精密仪器测量后发现，自建桥至

今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赵州桥两边的桥基下沉水平差只有五厘米。这充分说明

李春选择的桥址非常符合科学原理。

赵州桥不仅坚固耐用，而且非常精美。以前人们建造桥梁的时候，往往是

在水中铸造桥基，再在桥基上建造桥身。但是那样的桥基常常由于洪水的冲击

而毁坏，而李春设计的赵州桥，则充分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他没有在河水中直接

铸造桥基，而是设计了一种单孔坦弧敞肩的形状，用单孔石桥横跨过洨河。这

样，不仅增加了排水的功能，还方便了船只的来往。

在建桥的过程中，赵州桥的施工方案也极为科学巧妙。充分考虑到洨河水

文情况和施工进度的矛盾，李春大胆采用了纵向并列砌筑法，不仅保证了桥梁

的坚固，而且极大地加快了施工进度。经过一千多年的考验，事实证明这种施工

方案是十分科学、极有成效的。

苏步青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在微分几何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成绩卓

著，不少成果被许多国家的数学家引用。

苏步青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但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于是，父

亲下决心要让他上学。苏步青 9 岁的时候，父亲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让他上了

县城的小学。

初次来到县城上学的苏步青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因此一有时间他就到

多 闻 物 语

赵州桥的传说美丽动人，不仅赞扬了李春修建赵州桥的高超技艺和

过人智慧，同时也为赵州桥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苏步青的故事

县城中玩耍，对自己的功课却是敷衍了事。由于过度贪玩，在期末考试中，他得

了班上的倒数第一名。这一下，可把小苏步青的自尊心给伤害了，他拿着成绩

单，自己偷偷躲在一棵小树下哭了好半天。而这时，班主任也找到苏步青，循循

善诱地给他讲道理。想到父亲省吃俭用让自己到县城读书，小苏步青暗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习。

从此，苏步青发愤读书，再也不贪玩了。假日，他回家放牛时，还骑在牛背

上背古诗。到了期末考试时，他的学习成绩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而且，在以后

的每次考试中，他的成绩都是第一。对于他的转变，老师们都非常欣慰，认为他

是一个有恒心的好孩子。

苏步青上中学时，有一天，古文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知不知道我国有哪

些著名的史书。很多学生都能说出《史记》和《汉书》，但是对于编年体的《资治

通鉴》，知道的人却不多。苏步青不仅能讲出《资治通鉴》的编辑年代、体例，还

能讲述其中的很多故事。同学们都很佩服苏步青渊博的才识，就送了他一个“文

人”的称号。

少年时代的苏步青曾立志要当一个文学

家，但是后来受到一位从日本归国的杨老

师的影响，最终把兴趣转移到了数

学上。这位教数学的杨老师，

在课堂上经常给学生们讲

述世界列强倚仗着船

坚 炮 利 对 我 国 进

行侵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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