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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家，人们给这个职业下的定义就是那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作专门深入地研究并有相当成就的人。有许多人会很好奇，科学家

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实际上，那些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会被人叫作科学家，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都在这个范围内。当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达到

一定的程度，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有关部门或者行业内部认可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称号———“科学家”。所以，人们认为，研究数学的数学家、

研究物理的物理学家、研究化学的化学家以及研究哲学的、文学的等，

都属于“科学家”的范畴。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智慧的运用促使人类不断进步，智慧是人

类进步的原动力。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外在表现，

而人类文明进步常常源于科技的进步。科学代表着人类对大自然的征

服，也给人类带来了高品质的生活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蒸

汽机的诞生、电能的利用、阿波罗的登月等都让人类发出“科学真伟

大”的感慨，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也被人们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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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刚能称为“人”的时代，人的生存技能仅仅是比其他动物

高一些，人类对于地球、社会及人类发展的改变能力还很小，只能是

遵循自然生存法则，适应大自然的安排。当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地

球上出现了国家，随着国家的社会体系连续完善，且随着人类智慧的

进步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随着加速进步，自然就对人类生存环境的

影响逐渐加深。

人类走过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火器时代这一

历程后，除了种群增加外，生存活动也从简单的狩猎扩展到农业、牧

业，渐渐地又发展了工商业，荒原变成了良田，动植物成为了附属品，

甚至它们的遗传特征也能被改变。今日的科学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能

力，这种能力还在急速增强，在这个时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学家自然是走向未来科技领域的风云人物。

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群体，科学家的使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也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的促进人类更轻松、安全地获取生存物质资料

的使命转变成如何让人类生存的环境变得更舒心。在人类的生存环境

中，衣、食、住、行是首要的条件，下面的文中我们会讲述未来科学

家的使命，从人类的生活条件论起，看未来科学家如何为人类的生活

创造出高科技产品，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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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科学家身上就担负着重要使命，他们的研究能让人们

更轻松、更安全地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料，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时代

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正是有了科学家的参与，原本沉缓的前进才不

断变得愉悦而快捷。

在科学家的参与下，一些危险被人们提前得知，所以能提前避让；

一些潜能被挖掘出来，所以能很好利用。因此，这些科学家们既有专

门的本领，也肩负着特别而重大的责任。

那些走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为科学的发展进步建立了不可磨

灭的功勋。他们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科学史的革命，为人类的科技进步

树立一个又一个崭新的起点。因为有了爱迪生，我们的夜晚不再受制

于黑暗和油烟；因为有了牛顿，我们才知道苹果落地居然蕴含着如此

深奥的科学原理。

这些体现着人类智慧的特殊人群创造和推动了科学的传承发展，

为人类的进步点亮了一盏盏明灯。而未来科学家的使命不仅仅是传承

发展科学，更多的是把这些理论的科学实践化，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让所有的人都沐浴在科学的惠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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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

张衡，字平子，公元 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省

南阳市城北），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和文学家，他

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认识到了宇宙是无限的，创造了世界

上最早的天文仪器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

张衡学富五车、博才多能，同时还具有充沛的创造力。他在科学

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在天文历算方面贡献更大。

张衡在年龄很小的时候便对探索天文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

去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情况。《辞海》中有述：是他首度正确解释了月食

现象；同时他还通过观测和记录在中原地区所能看到的 2500颗星星，

绘制了我国第一幅较为完整的星图。他还曾亲自设计候风地动仪、漏水

转浑天仪。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在大约公元

138年，候风地动仪显示出了它的实用性。在陕西曾经发生过一次地

震，张衡就是用这个候风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下来；浑天仪是由张衡后

来改进的，这种仪器相当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地球仪，原本这个仪器是

由另外一位科学家发明的，但是，张衡将其进行了改进以后，效果更为

显著了。他所发明的候风地动仪是他的地震学代表之作，并为世界所瞩

第一节 了解中国古代
著名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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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比欧洲相类似的仪器问世早 1700多年。

《灵宪》是张衡最为著名的天文学作品，它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

学上的成就和发展。这是一部阐述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

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重大理论的天文巨著，它代表

了张衡研究天文的成果。

张衡是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他集科学家、文学家、

发明家于一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也给整个人类历史留

下了的宝贵财富，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华佗

华佗，字元化，别名 ，沛国谯具（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其生卒

年月没有确切的记载。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华佗大约是在公元 145

年出生，卒于大约公元 208年。他年轻时即“游学徐土，兼通数经，

晓养性之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

华佗被后世的人尊称为“外科鼻祖”，主要是因为他的医术很高

明，更多地体现在他很擅长外科手术。这在古代的中国实为罕见。除

此之外，华佗还精通内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疗法，特别是针灸疗

法，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神奇的。在科学知识还没有完全被普及的

中国古代，用一根针就能够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太不可思议了。华佗

为我国医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麻沸散是公元 2世纪左右华佗最伟大的发明，千百年来它与华佗

的名字紧密相连。西方医学家使用乙醚或笑气进行全身麻醉大约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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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9世纪的 40年代，相比较于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可以推知，西

方的麻痹医学技术要比中国迟了大约 1600多年。麻沸散对后世的医学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的中药麻醉均是在其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同

时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华佗还发明了“五禽戏”，这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锻

炼和舒展的医疗体操。

以应用自如的医疗理论，加上医疗实践的不断总结和提高，使华

佗的医术日益炉火纯青。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华佗

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他除了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和儿科以外，还

会使用得当的方法、简捷的医疗技术，临症施治，不但可以精确地诊

断，而且疗效神速，因此，他被誉为“神医”。

华佗对麻沸散的发明为人类战胜疾病痛苦提供了新的医学技术，

同时也为医学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这不仅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大发

明，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一项杰出贡献，为此他是当之无愧的“外科

鼻祖”。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约生于东汉和平一年（公元 150年），卒于建安二

十四年（219年）。东汉南郡涅阳（今河南邓县穰东镇）人。我国古代

卓越的医学家，被中医学界奉为“医圣”，是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

人之一，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医学著作

被古今医学界奉为经典，当今滋阴补肾的经典组方“六味地黄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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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源于 2000多年前张仲景的“金匮肾气丸”。

张仲景一生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并写出了著名的医学著作《伤

寒杂病论》 （又被称为《伤寒卒病论》）。这部书共包括有十六卷，包

含有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内容，这部书可谓他最大的医学成就。他将汉

代以前的医学精华系统地总结，并结合了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

将这部著作完成。这部著作在公元 205年左右写成，在世间大为流传。

后世学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

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是中国医学学习的源泉。在

《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

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自成书以后，

直至今日，一直拥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已经大约 2000多年的时间过去

了，这本书的成就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损，依然被公认为中国

医学方书的鼻祖。“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这是医学学术界对

这部医学著作的评价。也因此，这本书被誉为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

作。《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被并称为“中医

四大经典”。

从东晋咸和年间起，张仲景即被称为“医圣”。它的一些医学成

果，为中国的中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创造了“六经”分证、中

医诊断病情的“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加之“辩证施

治”的原则，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领域的突破。

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是张仲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伤寒

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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