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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的全球性科学技术发展高潮和

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初现端倪之时，湖南教育出版社的

《科学家谈物理》、 《科学家谈生物》、 《走近化学》、 《化

学·社会·生活》等丛书陆续出版，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原

创学科科普中，其内容的新颖、作者阵容的强大、语言文

字的生动堪称首屈一指。这套学科科普凝聚了当时物理

学、生物学、化学领域的大家们的远见卓识和汗水心血。

以“大科学家写科普”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细腻别致的情

怀，为当时的青少年———21 世纪的主人们在接受基础教育

的同时，扩展科技视野，了解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提供了

一条最权威、最前沿、最贴近的通道。大家们字里行间所

流露出来的对科学世界的向往与痴迷、对科学事业的热爱

和虔诚，也深深地感动和影响了一代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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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之后，我们选择以 “中国原创科普经典”的

名义再次整理出版这套科普则有着非凡的意义。其一是原

创的弥足珍贵。这么多大科学家的学识、思想、精神汇聚

于此实属不易。时至今日，这其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我

们，但他们的所著所言却是具有恒久长远的生命力的。这

些原创于今时今日的我们，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

经典的不可复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套科普所

展现的有些内容也许不是如今最前沿的知识，但它所记录

的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或几步，它已经成为

经典。因此除了将某些符号和计量单位与现在的规定接轨

外，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动，选择尽量保留它的原貌。其三

是精神的代代传承。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们不仅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科普知识，更自然由衷地表达着对科学的热爱与敬

畏，这些精神的甘露润物细无声。我们真心期待 21 世纪的

青少年朋友们也能悉心来感受和传承，向伟大的科学和伟

大的科学家们致敬!

需要说明的是，时隔多年，有些作者如今已经离世，

有些作者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中。

如果有作者或作者的家人、朋友获悉我们再版这套书的情

况，请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并付酬致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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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大家熟识的宏观物体为起点，联系微观分子，

由简及繁、通俗易懂地向读者展示了客观世界最普遍的性

质之一———对称性。恒定与发展是我们周围发生着的气象

万千的客观世界的基本矛盾。对称性则跟平衡一样，是客

观世界恒定性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在美国的远景教育规

划———2061 计划中，对称性被列为未来的中学生应掌握的

科学通用概念。尽管本书讨论的对称性是很有限的———限

于有限物体的外观对称性，但读者仍可从中获得一些考察

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另外，边练边学，也是本书力图向

读者推荐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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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世纪即将过去，日益临近的 21 世纪的脚步声已经

清晰可辨。世界各国为迎接新世纪而制定的种种规划即将

逐一付诸实施，新的全球性科学技术发展高潮和随之而来

的激烈竞争已初见端倪，“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世纪之交

的科技发展与竞争态势的最佳写照。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

在未来的竞争中迎接挑战，把握机会，继 《科学家谈物

理》、《科学家谈生物》等丛书之后，湖南教育出版社又推

出了一套《走近化学》丛书。这套丛书，对于帮助今天的

青少年———21 世纪的主人们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同时，扩展

科技视野，了解化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明确化学家的任

务和责任，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这一

远见卓识，理所当然地得到中国化学界的广泛响应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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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国化学会的积极参与和丛书编委会的组成，则保证

了这套科普读物出版计划的顺利实施。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 茫茫宇宙中浩瀚的物质世

界，在化学家看来，不过是千百万种化合物的存在与组

合，而且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十种常见元素所组成。它们之

间的差别，仅在于元素的种类、原子的数目和原子构建成

分子 (或构建成晶体等) 时方式的不同而已。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 化学反应，其机制几乎是各

有千秋，而且对反应条件又极其敏感，以致对于一些化学

现象，人们有时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化学反应

所遵循的最基本的物理定律，却屈指可数，简单明了。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 它为其他学科和新技术的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在社会对新技术成就的一片

赞扬声中，它却甘于默默无闻。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 它和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与

渗透日益深化，新的化学分支学科层出不穷，但是化学的

理论基础却离不开化学元素论、元素周期律、化学键理论

和物质结构理论。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 除非你已经学会透过宏观现

象辨析原子、分子行为的思维方法，并熟悉化学所用的语

言和语法规则，否则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化学和人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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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密不可分，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化学却显得那

么的陌生和遥远，以致有些人在充分享受化学对现代物质

文明所做的种种贡献的同时，会不公平地把现代文明社会

中的失衡与灾难的责任，归之于化学!

统计资料表明，世界专利发明中有 20%与化学有关;

发达国家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中，化学与化工专家

占一半左右; 化工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依靠化学的进步，

而化工产品的产值和出口比例在国民经济中一直保持着领

先的地位。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化学在社会发展和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中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这套《走近化学》丛书的任务是，通过向广大

青少年读者介绍生动有趣的化学现象、引人入胜的化学成

就和辽阔无垠的化学前景，消除广大读者对化学的陌生感

和因此产生的畏惧心理。作者们在字里行间有意或无意流

露出来的对科学世界的痴迷和对科学事业的虔诚，都会引

起读者的共鸣。你会和作者一样，产生出一种在知识海洋

中遨游时清风拂面、心旷神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快

感，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进一步的培育，使自己的志趣

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这套丛书取名为 《走近化学》，

正是呼唤我们向化学走近!

编委会衷心感谢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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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及中科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张青莲教

授慨允为丛书题词。衷心感谢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著名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教授代表中国化学会为丛

书作序。对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担任责任编辑和编委

的李小娜、阮林，以及中国化学会的领导及办公室工作人

员为丛书所作的指导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如果这套丛书能够有助于你摆

脱常年在题海和应试的桎梏下产生的几丝无奈，为迎接明

天而主动地学习，从而使你的生活与学习走向一片更加灿

烂与广袤的天地，我们将会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们坚信，

科学可以使人变得更加聪明而坚强， “欲与天公试比高”

将是 21 世纪中华青少年的风采!

《走近化学》编委会

( 宋心琦执笔)

199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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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 世纪已经随着寒冬过去，21 世纪和明媚的春天一

起悄然地来到了人间。温暖的春风，不仅吹绿了沉睡的大

地和柳树的枝头，也捧出了 《走近化学》丛书的第三辑。

它将成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和 《走近化学》丛书编委会以及

第三辑的作者，在新世纪之初的第一个春天奉献给青少年

朋友们的礼物。

《走近化学》丛书从 1995 年开始编写和出版，到 2001

年完成第三辑，前后经历了 6 个年头，但是却跨越了两个

世纪，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个世纪。这也许有

时间上的巧合，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步伐是如此

的匆匆。科学技术和社会进展的脚步正在飞快地前进，在

丛书出版之初大多数科学家仍然感到陌生的一些领域，已

经成为 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先锋。人们日常词汇中新近

增加的和媒体上出现频率急剧增长的一些名词概念，诸如

纳米技术、DNA测序、克隆等等，四五年前还只为部分科

学家所专有，如今已经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进入了平常百

姓家，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在这种形势下，《走近化学》丛书编委会的专家教授

们都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但是我们想到，科学技术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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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事业，与之相关的科

学普及工作也将是一项永恒的工作。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

多的出版社能够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手，把为青少年朋友

们出一些质量更高、内容更加符合读者需要的科普精品，

及时地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和新动向，当做新世纪

赋予的时代的责任。希望通过我们的科普工作，使我国有

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早地立志并真正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

主人。

《走近化学》丛书在编写和出版的几年里，一直得到

化学界很多专家学者与朋友们的帮助，他们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批评和意见，也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热情支持和

鼓励。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李小娜和阮林二位编辑，为丛书

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她们不仅为丛书的选题殚精竭虑地

提出过许多重要的建议，而且所做的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

对于丛书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有关心过丛书和为

丛书的顺利出版做过努力的朋友们，请接受丛书编委会和

我个人由衷的谢意和新世纪的敬礼。

宋心琦于清华园

2001 年 3 月 1 日



00 1

序 言

由中国化学会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约请著名化学家撰写

的《走近化学》丛书，是我国近年来为满足青少年读者了解化学和学

习化学的需要而出版的一套科普丛书。其内容覆盖面之广，作者阵容

之强，是多年来罕见的。丛书的选题不仅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实

际，更着重于作者和读者之间思想和体会的交流。加以文字流畅，内

容新颖并富有趣味，我相信它必将成为广大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对于

有志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少年，则更有启迪和激励的作用。

21 世纪即将来临，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的中国，在未来几

十年里世界高新科技的发展与竞争中，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化学

不仅会和其他学科一样，保持着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势

头，而且和生命、信息、材料与环境等科技领域的相互渗透也会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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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化学和应用化学的水平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质量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化学基础知识也将成为充实新世纪公民

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走近化学》丛书的问世所起到的积

极作用，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也一定会受到广大青少

年读者的欢迎。

《走近化学》丛书涉及现代化学的多个侧面，介绍了人们在这些领

域内的最新成就，反映了作者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精辟见解。它将有

利于广大青少年读者开阔视野，激起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提高他

们对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对于有志于从事科学

技术工作的青少年读者则更能起到启蒙的作用。当然，科学技术事业

的发展，要依靠千百万科学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与杰出科学家的殚精

竭虑和艰苦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由丛书中所展示的前辈

科学家所经历过的失败与成功的史实中吸取经验，以增强我们积极参

与国际科学技术领域竞争的信心和力量。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在新的世纪里，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历

史责任已无可推卸地落在今天青少年一代的肩上。年轻的朋友们，先

进的科学技术像明日的朝阳一样，将由你们用双手高高托起!

199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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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 hear: I forget; I read: I remember; I do: I understand。这是出生

在英国的著名美国化学教育家亨利·阿姆斯特让 ( Henry Armstrong，

1848—1937) 的名言，广为流传。这是真理，是许许多多人的经验总

结。这句话对于我国青少年，尤其珍贵，因为我国基础教育普遍存在

一个致命弱点，喜欢坐而论道———说得多，做得少。其实，许多科学

知识，要想真正懂得，非亲自动手不可。不做，难似上青天; 做，豁

然开朗，奥妙尽在其中。做与不做，有天壤之别。许多科学发现和技

术发明，坐而论道是出不来的。不久前谢世的中国核弹先驱，三次与

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说过: ……首先要敢于

大胆设想，只有这样，才能创出新路，但光有新思路还不够，最重要

的是“干”，要自己动手做实验，验证自己的想法。说的就是不要坐而

论道，要做。

我一直想为提高我国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做些实事。可

我不是中小学教师，每天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牵肠挂肚好些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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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难以成真。如今这本小册子倒可了却我一个心愿。事情是这样的:

前年接到宋心琦先生一个电话，要我参加湖南教育出版社 《走近化学》

这套丛书的写作，还为我预报了个书名: “对称性”———宋先生着实消

息灵通，知道我给大一学生讲过 “对称性”，引起了学子们的极大兴

趣———好吧，我就写对称性，这正好是一个非动手做才能掌握的有趣

知识。我愿试试，能否在帮助中学生学点对称性这个现代科学重要基

础知识的过程中，让青少年亲身体验亨利·阿姆斯特让老先生的箴言。

书店里有没有现成的为青少年写的关于对称性的科普读物? 到书

店转转。一个书名跃入我眼帘——— 《可怕的对称性》。对称性 “可

怕”? 好吓人啊! 不! 对称性可爱! 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我下定

决心，要为那些想通过亲身实践掌握似乎很难懂的科学知识的青少年

写一本课外读物，要让他们边读边做边享受，把读变成乐趣，把做变

成游戏，使他们在边读边做中渐渐地去发现，渐渐地去享受科学之美。

让我们在可爱的对称世界里漫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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