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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冒险家之子

1833年10月21日， 一个婴儿出生于北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
哥尔摩。 当他呱呱坠地之时， 恐怕没有人能想到， 这个小家伙在
不久的将来会声震寰宇———这个词用在这里非常恰当， 因为使他
出名的不是别的， 正是人类社会在那个时代所能制造出的最强
大、 最骇人也最暴烈的东西———炸药。 准确地说， 叫做硝化甘
油， 俗称黄色炸药， 以区别于中国人古老的发明———黑色火药。

靠着这样东西， 他获得了令人称羡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达到
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也由于这样东西， 他数次面临破产和被控告
的危险， 甚至失去了亲人， 还被人指责为战争的帮凶和危险的制
造者。 面对着这一切是是非非， 他在自己人生的最终时刻豁达大
度地贡献出全部财产， 用来推动和平， 更用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
展。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就是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认识他
的。 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现代社会中优秀的人所应有的特
点： 积极进取， 敢于冒险， 脚踏实地， 然而最重要的是： 慷慨正
直 。 他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Nobel， Alfred Bernhard， 1833—1896)。

时至今日， 诺贝尔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 以他名字命名的
奖项———诺贝尔奖，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奖金。
它共分6个奖项： 和平奖、 化学奖、 物理学奖、 文学奖、 医学奖
和经济学奖。 世界范围内的精英人士无不以获得诺贝尔奖为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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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殊荣， 各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也大都以诺贝尔奖的颁发情况
为研究重点热点的风向标。 毫不夸张地说， 倘若诺贝尔奖可以估
算无形资产的话， 其价值绝不低于可口可乐、 F1之类的世界品
牌。 它不仅仅是一项奖金， 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那
么， 这项奖金的设立者的生平， 到底如何呢？

让我们先从诺贝尔的先辈说起。 诺贝尔这个姓氏是一个古老
的瑞典姓氏， 其来源大概是这个家族最初居住的教区的名字 “诺
贝利叶斯 （Nobelius）”。 这个地方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南
端， 波罗的海岸边， 属于瑞典王国的斯科纳省。 若干年后， 其家
族的先辈则移居到瑞典中部， 与那里的农民和市民阶级通婚。

这个家族曾经出过一两位瑞典历史上的名人， 其中最著名的
一位是奥洛夫·卢德伯克 （1630—1702）， 杰出的瑞典科学家， 他
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祖父的曾外祖父。 他学识渊博、 精力充沛、
见识过人， 对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学、 物理学、 天文学、 生物
学、 医学和建筑学等诸领域都有研究， 还具有文学、 艺术和音乐
方面的天赋。 他担任过乌普萨拉大学的校长， 厉行改革， 亲自教
授上述各自然学科的课程， 甚至还教授过炮兵技术和烟火制造
术，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 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名声最大的一
位诺贝尔， 是不是从他的这位先祖身上继承到了特殊的卓越品质
和兴趣爱好。

卢德伯克大概是这个家族中仅次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伟
人， 在当时， 他的名声不仅仅限于瑞典国内， 还远播到整个欧洲
大陆。 使他如此名声大振的， 是两项至今仍不能忽视的重大贡
献。 其一是他于1653年发现了淋巴系统， 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里
程碑式的重大发现， 意义不可估量。 其二是他于1679至1702年间
出版了历史考古学巨著 《大西洋》， 在其中他发掘出了一批极具
史料价值的瑞典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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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奥鲁夫， 他有一个
爱好音乐并孜孜求学的儿子彼得·奥鲁夫逊。 正是这位彼得成了
卢德伯克的女婿。 他在1670年代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波罗的海
海滨乡下， 到瑞典北部的乌普萨拉去学习。 1682年， 他进入乌普
萨拉大学法律系学习， 并将名字改为拉丁文： 皮特勒斯·奥莱·诺
贝利叶斯 （Petrus Olai Nobelius）。 他学习刻苦， 对音乐又很热
爱， 很容易就进入了当地的中产阶级社交圈子。 获得法律学位之
后， 他被任命为乌普萨拉附近一个县法院的法官。 1696年， 他与
那位大名鼎鼎的卢德伯克的女儿温德拉结了婚， 使自己的家族中
有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血统。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母亲就一
直声称： “只有我的儿子阿尔弗雷德， 才继承了卢德伯克的智慧，
才配得上他那样的天才。”

皮特勒斯和温德拉的孙子， 是当过外科医生和地方卫生官员
的老伊曼纽尔·诺贝利叶斯 （1757—1839）， 他是阿尔弗雷德·诺
贝尔的祖父。 他在世的时候， 家庭已经渐渐败落了。 在战争期间
作为军医服役的时候， 他把姓氏改为诺贝尔。 那是1775年的事
情。 也就是说， 诺贝尔这个姓氏， 首次出现在世界上了。 他的儿
子就是小伊曼纽尔·诺贝尔 （1801—1872），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的父亲。 要了解我们的主人公阿尔弗雷德， 就必须先了解他的父
亲， 因为从小伊曼纽尔身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种不屈不挠、 敢
于冒险的勇气， 以及非同寻常的充沛精力、 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
力。 正是这些特质， 造就了一代伟人。

小伊曼纽尔·诺贝尔出生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海港城市耶夫
勒， 他也是一位大人物， 上面已经说了， 他的身上继承了祖辈相
当多的科学研究的天赋和冒险进取的精神。 然而， 他可能对自己
这些特质的来源不甚清楚， 恐怕也不太关心自己的这个姓氏的来
源， 因为他的父亲老伊曼纽尔留下的是一个破败贫困的家庭，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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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拮据， 小伊曼纽尔在童年时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14岁就
早早地离开家乡， 跟随母亲的几名当海员的亲属上了一艘货船，
四处闯荡。 先后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国家和远东的一些地方， 大大
开阔了眼界。 他先是在船上当服务生， 后来在埃及上岸， 开始了
在异乡打拼的日子。 他虽然从小没读过书， 但是头脑却不愚笨。
加上吃苦耐劳、 敢于拼搏的性格， 他很快学会了一整套建筑技
术， 按照现在的话讲， 从一名毫无技术含量、 只能出卖体力的
“农民工” 成长为了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 后来， 他被埃及总
督看中， 后者雇佣他从事高级的建筑工作， 在不算太长的时间
里， 伊曼纽尔从中获得了三样东西： 他人生中的第一笔财富、 建
筑师的名头和更加精湛的建筑技艺。

1818年， 17岁的小伊曼纽尔·诺贝尔在经历了三年的海外冒
险后，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继续保持着对绘画艺术和建筑的热
爱， 从事建筑工作。 无巧不成书， 正在这时， 国王查理四世出
巡， 路经耶夫勒。 市民们准备了很多仪式欢迎国王， 小伊曼纽尔
也不甘落后， 他听说国王曾经对罗马的凯旋门赞不绝口， 就煞费
苦心地仿造了一座凯旋门来向国王致敬。 这一举动让国王和他的
随从大臣们既惊讶又赞叹不已， 于是， 小人物的命运在国王的关
注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当地建筑师的资助下， 小伊曼纽
尔在耶夫勒学习了一年建筑学， 后来又进入了斯德哥尔摩建筑工
程学院建筑系深造。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 他先后获得了3次奖励，
还兼任了机械系的设计员和助教工作。 学院里良好的环境为他提
供了做实验、 搞发明创造的条件， 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基础
知识不牢的缺憾， 更激发了他的天赋和激情， 使他毕生保持着对
发明创造的欲望， 并将其传给了儿子们。

学业完成以后， 小伊曼纽尔在斯德哥尔摩扎下根来， 开始了
自己的设计师和建筑商生涯。 先是与别人合伙， 有了本钱以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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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单独经营。 他设计过 “活动木房”， 建造浮桥， 制造各种各
样的机床， 并于1828年发明了 “诺贝尔机械运动”， 这是一种将
循环运动改为前后运动的新方法， 在此基础上， 人们造出了有10
个滚轮的碾压机。 这一发明使他名声大噪。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爱情和婚姻也在悄悄地开花结果。
1827年， 小伊曼纽尔与斯德哥尔摩南方的斯莫兰省一个小康之家
的女儿卡罗琳娜·安德烈特·阿尔赛尔 （1803—1889） 结婚， 婚后
他们生活在斯德哥尔摩一座两层楼的房屋里， 卡罗琳娜操持家
务， 小伊曼纽尔经营企业， 搞发明创造。 两个儿子先后降生， 罗
伯特·诺贝尔出生于1829年， 路德维希·诺贝尔出生于1831年。 一
家人过着宁静幸福的生活。

然而一切都在1832年的冬天被打断。 一场大火吞噬了他们的
家， 小伊曼纽尔当时外出不在家， 卡罗琳娜怀有身孕， 牵着两个
孩子逃出火海， 眼看着全家的财产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说来也
怪， 诺贝尔一家似乎与烈火和爆炸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 家庭的
兴衰荣辱， 一直与其有关。 自然， 这是后话了。

这场大火直接导致了小伊曼纽尔的破产， 债主频频逼债， 一
家人搬进了郊区的一座破旧的石头小房子， 这座房子现在坐落于
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北方街9号。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在这里
呱呱降生的， 他是这个刚刚经历磨难的家庭的第三个儿子。 然而
全家人都不会料到， 更大更多的磨难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

小伊曼纽尔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 精力充沛， 富于男子汉气
魄， 深受卡罗琳娜的爱慕。 卡罗琳娜也是一位贤妻良母， 她知书
达理， 乐观开朗， 并且善于持家。 夫妻俩相敬如宾， 婚姻持续了
45年。 然而由于小伊曼纽尔的不安分， 总是想冒险， 为了将自己
异想天开的想法付诸实践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在商业上的收入常
常被用于搞发明创造， 而不是用来改善生活。 因此一家人的境况

5



总是在小康和贫困之间摇摆。 火灾只是开始， 从阿尔弗雷德降生
以来， 这个小家庭就总是充满着忧虑、 债务和灾难。 小伊曼纽尔
的实验和冒险往往具有危险性， 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批评也逐渐多
了起来。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他们常常搬家， 越搬越穷。
夫妻俩有过8个孩子， 只活下来4个， 其中活得超过21岁的只有3
个儿子： 罗伯特、 路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 这3个孩子都从父亲
那里继承了勇气和激情， 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优良的品德， 也都在
童年忍受着家庭的贫困和颠沛流离的生活。 路德维希在晚年的回
忆中曾经说起，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只有7岁的他跟哥哥罗伯特
一起， 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样， 站在街头卖火
柴。

小伊曼纽尔做实验搞发明的念头没有因破产而打消， 1835
年， 在妻子娘家的帮助下， 他开办了瑞典第一家橡胶制品厂。 可
是， 当时的橡胶生产工艺非常落后， 生产出来的各种橡胶制品质
量很一般。 橡胶是航海家们发现新大陆之后从南美洲带回来的，
这种新物质是热带雨林中的橡胶树的乳汁凝固而成， 外观呈乳白
色或黄色， 当地的土著用它来做实心的橡胶球扔着玩， 或者把双
脚浸泡在橡胶乳汁里， 等乳汁凝固后就成了一双天然的胶鞋。 欧
洲探险者对此十分惊奇， 把这种树带回了欧洲。 但是后来人们发
现， 这种白色橡胶性能不稳定， 夏天发粘， 冬天又冻成了硬片，
一掰就碎。 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得以转变， 美国人固特
异无意中发明了橡胶硫化法， 就是在橡胶乳汁中加入硫磺， 凝固
后橡胶的性能大大改善， 就是现在应用广泛的黑色橡胶。 可是在
小伊曼纽尔开办橡胶制品厂的30年代， 硫化法还没有发明， 橡胶
的应用范围十分狭窄。 人们一般只是把橡胶溶解在煤油中， 涂覆
在帆布上， 制成防雨布。 小伊曼纽尔正是用这种防雨布来制造各
种衣物、 被褥、 军用物资和渡河浮筒等等。 但由于质量不好，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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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直不受欢迎， 企业的生存难以为继。
小伊曼纽尔于是转向自己一直喜欢的领域去寻求希望。 他在

自己简陋的住房后面搭起一个小棚子， 弄来各种仪器， 开始进行
各种各样的实验， 试图改良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 提高其爆炸性
能。

小伊曼纽尔的眼光是不错的， 这也是时代必然的选择。 当时
的欧洲， 工业革命已经从1640年的英国开始在两百年的时间里蔓
延到了整个大陆， 机器大工业生产基本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作坊，
社会生产力飞速提高， 经济快速发展。 这种情况下， 对于便利交
通的渴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 蒸汽机的发明提供了强大的机械
能， 人们制造了蒸汽轮船和蒸汽机车， 后者就是最初的火车。 火
车运输量大， 效率高， 是促进资源运输、 拉动经济发展的法宝。
人们把原料和产品运输到各地， 也打破了许多边远偏僻地区的封
闭状态。 在工业革命的历史上， 火车的重要性怎么夸张也不过
分。 有了火车就得有铁路， 于是欧洲各国掀起了修筑铁路的热
潮。 另外， 为蒸汽轮船开挖运河、 为马车修筑公路、 为冶金发掘
矿山的工程也在纷纷展开。 然而当时欧洲在筑路和运河矿山开挖
的技术上还十分落后， 人们面对大自然的伟力造就的崇山峻岭、
险滩急流， 还没有什么好方法来快速开凿挖掘。 人力实在是太弱
太慢了！ 一条运河、 一条隧道建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在当时根
本不是什么稀奇事。 这种蜗牛般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人们
急需找到能够像蒸汽机代替人力畜力一样， 代替人工来征服岩石
的东西。 这样东西就是炸药。 可是来自中国的黑色火药威力不够
大， 欧洲各地的科学家们都在寻找制造新的威力更大的炸药的方
法。

1837年的一天， 小伊曼纽尔家后院的小棚子发生了剧烈爆
炸。 没有人伤亡， 小伊曼纽尔正在为新配方取得初步成功而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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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烈。 然而邻居们却不这样看。 爆炸！ 太可怕了！ 人们愤怒了，
纷纷指责小伊曼纽尔不顾家人和邻居的死活。 小伊曼纽尔的兴奋
与邻居的愤怒形成了鲜明对照， 给年幼的阿尔弗雷德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 而这一印象， 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又不断得到重复和
强化。

市政府出面禁止小伊曼纽尔继续他那恐怖的实验， 小伊曼纽
尔想靠发明炸药重振家业的希望又破灭了。 起码在瑞典国内是不
可能的。 政府的这一举动也无可厚非， 除了小伊曼纽尔这样疯狂
的冒险家， 有谁愿意住在一个炸药桶旁边整天提心吊胆？

这个时候， 债主们又源源不断地上门追讨， 还威胁要告上法
庭， 把他投入监狱。 梦想遭遇障碍， 现实又是如此残酷， 小伊曼
纽尔只好抛妻弃子， 离开瑞典， 经由芬兰到俄罗斯去继续他的炸
药实验。 因为之前俄国人的商业代表团在访问斯德哥尔摩时曾经
对他的事业表示过兴趣， 并邀请他去俄国发展， 为俄国军队提供
新型炸药。

就这样， 家里的顶梁柱走了。 父亲离开家的时候， 阿尔弗雷
德才4岁。 母亲开了一家杂货铺， 出售蔬菜、 牛奶等食品来维持
生计。 两个哥哥在寒冬外出卖火柴的经历， 就是这一时期发生
的。 一家人过着两地分居、 贫困缠身的生活。 然而， 父亲的事业
正在进行， 只要坚持， 只要努力， 还是有希望的！ 这种贫困和希
望交织的生活， 虽然艰苦但是不失和谐的家庭， 对孩子们来说是
一种最好的洗礼。 3个孩子逐渐长大， 成为了父亲的左右手。 阿
尔弗雷德是最小的一个， 他的童年， 就是在这种清贫度日和帮助
家庭创业的艰苦奋斗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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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经磨难的童年

19世纪无论对于欧洲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动荡不
安、 充满苦难的世纪。 欧洲列强在全世界范围的殖民侵略给亚非
拉各国的古老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欧洲大陆内部也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动荡。

欧洲经历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四五百年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经
济制度已经初步完善和巩固， 然而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水
平却发展很不平衡， 最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
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 俄国却还维持着残酷愚昧的封建农奴制
度； 英国、 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欣欣向荣， 德国
以及北欧各国却还处于刚刚摆脱蒙昧的阶段。 然而无论哪个国
家， 都笼罩在一股渴望变革、 否定传统的躁动不安的气氛中。

以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为代表的各种政治浪潮此起彼伏， 经
济上的不稳定也成为常态， 使得人们中存在着普遍的焦虑， 尤其
是在农业歉收和流行病大暴发的年份， 普通老百姓几乎到了民不
聊生的地步。 大批中下层人民向刚刚建立不久的美国移民， 想在
那里寻求一片新的天地。 欧洲各国中处于落后地位的那些国家更
是深刻地感受到了 “不发展就灭亡” 的压力。 俄国的彼得大帝早
在1697年就痛感于俄国的落后愚昧， 知耻后勇， 发愤图强， 曾亲
自 “微服私访”， 隐姓埋名到英国和北欧较为发达的国家去学习
造船技术， 回国后更是励精图治， 进行各种改革， 1721年宣布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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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帝国。 此后100多年， 俄国一直在奋起直追， 取得了不小的
进步。 但由于封建专制力量过于强大， 沙皇始终不愿意放弃专制
统治， 相较西欧各国而言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些差距时刻刺激着
俄国统治者的神经， 尤其是在1812年被法国入侵， 亲眼见识了拿
破仑军队的厉害之后， 这种刺激更强烈了。 虽然最终天下无敌的
拿破仑在莫斯科被严酷的天气和过长的战线拖垮， 俄国最终取得
了第一次卫国战争的胜利， 但法国军队优良的装备和严正的军容
还是让俄国统治者羡慕不已。

在这样的背景下，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父亲离开瑞典到俄
国， 在政府的资助下发展自己的炸药事业， 就不足为奇了。 小伊
曼纽尔是怀着愤愤不平和怀才不遇的心情走的， 他显然认为， 自
己的祖国没有为自己的天赋提供良好的发挥环境。 在1833年的税
务注册簿上， 他的经济状况为 “贫穷的”， 并且被当做一个 “艺
人” 来收税。 他屡次向瑞典政府请愿， 希望政府官员能够纡尊降
贵地倾听一下他的关于制造炸药和地雷的设想。 然而这些努力一
次也没有获得成功。 这个坚忍不拔的男人不能忍受放弃理想、 屈
服现实的生活， 但是对家庭的责任使得他犹豫再三。 家境已经如
此窘迫， 倘若自己离开， 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注定要承受更多的
磨难。 但是不离开， 在这种不受重视的环境下， 大概一辈子也不
会有出头之日。 小伊曼纽尔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最终， 在妻
子和妻子娘家人的支持下， 他离开了。 日后他在回忆录里这样解
释离开的原因： “我这么做， 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 并且为我的
刻苦努力争取勇气。”

而留在瑞典国内的一家子人， 则在动荡不安和焦虑中艰难维
持着生计。 卡罗琳娜的蔬菜牛奶店收入有限， 尽管她非常勤奋地
埋头苦干， 却仍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长子罗伯特曾经回
忆道： “我最辛酸的记忆之一是这个时期的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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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给了我一个三分钱的小硬币， 要我去买晚饭吃的东西， 而我
却把这个可怜的小硬币弄丢了。”

小阿尔弗雷德也已经4岁多了，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帮家
里什么忙。 很多伟大的人物有着弱不禁风的童年： 艾萨克·牛顿
早产了几个月， 出生的时候像一只小老鼠， 能装进一个烧杯； 爱
因斯坦身体羸弱、 性格古怪， 曾经被老师认为是弱智； 爱迪生童
年贫困不堪……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 他出
生的时候就纤弱多病， 大概不比牛顿强到哪里去。 父亲甚至觉得
他活不了多久———在他之前， 夫妻俩已经有一个孩子夭折了。 母
亲看着这个瘦小得出奇的孩子， 又是爱怜又是叹气。 家里经济状
况不好， 父亲对小棚子里那些瓶瓶罐罐的兴趣要比对他的照顾
多， 只有母亲默默地关怀着这个小家伙。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也是身体最弱的， 母亲对他倾注了最多的关爱和照顾。 即便如
此， 小阿尔弗雷德还是经常卧病在床， 被病魔折磨得几乎夭折。
在成年以后， 他在自己写的诗歌里对童年的回忆， 都是 “我的摇
篮好像灵床， 忧虑的母亲多年看护在旁” 以及 “我濒于死亡， 直
到抓住生命之光， 死前之苦方不再绵长”。 阿尔弗雷德对母亲的
恩情念念不忘， 他在诗歌里也写道：

只有母亲的亲吻让小脸儿笑开了花，
笑容里流露出天真和欢喜。
这种欢乐掀不起汹涌的波涛，
泪水也不会浸透着辛酸。
到了成年人平静的日子，
断了奶， 却断不了慈母亲切的关怀和温暖。
我俩一起欢呼仙境般的未来，
用希望之光照亮美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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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希望之光啊，
是稚嫩的灵魂深处的火焰。

在阿尔弗雷德成年以后， 他最感激的人就是母亲。 他发家致
富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母亲寄去丰厚的生活费。 他还经常买礼
物送给母亲， 也常常回去看望她。 尤其是在父亲去世以后， 他和
两位哥哥约定， 每年母亲生日的时候， 兄弟三个不论多忙， 也不
论身在世界何处， 都要赶回斯德哥尔摩一家团聚， 为母亲祝寿。
从母亲给他的回信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多么幸福， 为有
这么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

我的好儿子又给我寄来了3000克朗， 这可叫我怎么消受
得起呢？ 亲爱的阿尔弗雷德， 你的这些丰厚的礼物令人感激
不尽， 你的慷慨使我能够给那些一贫如洗的穷苦人家一些微
薄的资助。 因此我也就没有把钱存进银行。 你该不会怪我
吧！

在另一封充满幸福语调的信中， 母亲这样写道：

妈妈感谢你的这么精美的礼品， 这么珍贵的东西使我这
寒碜的小房子和简陋的家具都相形见绌了。 亲戚和朋友们看
到你送来的礼物还有鲜花， 都称赞不已。 我不说他们也知道
是谁送来的， 因为只有你， 亲友们都知道你是最善良的， 我
为你感到骄傲……

能够使母亲幸福， 是阿尔弗雷德一生最大的心愿。 母亲在他
的童年教给了他善良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些是他以后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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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功的关键。
可是现在， 谁都没有估计到将来的幸福生活， 一家人过得辛

苦极了。
父亲走了以后， 家里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小阿尔弗雷德只

能尽量不给家里添麻烦。 他体弱多病， 面色苍白， 性格内向安
静。 因此， 他的童年不像一般孩子那样活泼调皮， 充满无忧无虑
的欢乐游戏， 而常常是扮演着一种 “局外人” 的旁观角色。 大概
正是这种沉默静思、 在脑海里独自驰骋的童年经历， 才使得他有
着与两位兄长不尽相同的沉稳性格和敏锐的判断力吧。

1841年， 父亲离开家4年之后， 8岁的小阿尔弗雷德进入了斯
德哥尔摩的圣雅各布高级卫道小学， 开始了自己的学业生涯。 从
1841年到1842年的几个学期， 是这个未来的大发明家所受的唯一
的学校教育。 有谁能想到， 这个只读过不到两年书的阿尔弗雷
德·诺贝尔， 能掌握那么广博和实用的知识， 能掌握好几门外语，
还能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呢？

初进学校， 母亲很为阿尔弗雷德担心。 担心他多病的身体承
受不了繁重的学业， 担心他被其他学生欺负， 担心他脆弱敏感的
神经受不了老师的严厉批评。 但是不久， 这些担心都被证明是多
余的。 虽然小家伙性格内向不合群， 很少说话， 也不跟别的同学
一起玩， 但也没招惹什么是非。 他要么勤奋地学习， 完成学校布
置的作业； 要么就常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 严肃的表情跟他的年
龄完全不相称。 他表现得忧郁和孤独， 但这都不比他的专注和勤
奋更令人注目。 小学保留至今的档案表明， 阿尔弗雷德在读期
间， 所有的功课和品德操行都得了最高分， 全校82名学生中只有
包括他在内的3名学生获得了这样的成绩。 优异的表现是阿尔弗
雷德勤奋学习和善于思考的明证， 也是对母亲辛勤劳作的一份慰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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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后的诗中， 阿尔弗雷德同样描绘了自己当时的处境：

当男孩子们正在嬉戏，
他孑然一人，
忧郁地与孤影待在一起。
如此拒绝童真的欢乐，
一心牵挂着未来的时日。

在母亲心里， 这孩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全部特点： 固执、 勤
奋、 渴望求知、 不知疲倦。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他废寝忘食
也要钻进去。 而他与父亲的不同之处则在于， 他更擅长精细和深
沉的思索， 在活力四射的行动之前总是有深思熟虑的计划。 母亲
隐隐觉得， 哪怕自己的丈夫远在天边， 吉凶未卜， 眼下的这个孩
子也是自己最好的安慰， 也很有可能是未来家庭的希望。

母亲的预感是对的， 但母亲和孩子们都没有预料到， 短暂的
学校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父亲从离家之初就不断写信回家， 报告自己的近况。 如今喜
讯终于传来， 经过几年的挣扎， 父亲终于在俄国的圣彼得堡站稳
了脚跟， 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立刻来信要妻子带孩子们去跟他
会合。

小伊曼纽尔1837年离开家之后， 先是去了芬兰， 在那里的图
尔库生活了两三年， 从事过建筑师、 营造师和各种实验员的工
作。 时至今天， 那里还有一些他主持建造的房子。 后来他辗转到
了圣彼得堡， 在那里继续自己的事业。 当初在瑞典的时候， 他就
在研究各种使用炸药的地雷和水雷，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瑞
典当局和军队对此都不感兴趣， 令他十分失望。 如今他在以前的
研究基础上加以改进， 并通过一次爆炸效果演示， 成功地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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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政府的注意。 在1841年的一封家信中， 他这样兴奋地写道：

我现在正在研制水雷和地雷， 进展得很顺利。 令人欣喜
的是， 我最近结识了一位俄国将军， 这个人很有眼光， 是个
内行。 他对我的试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答应为我向军政
部提出建议， 邀请我为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一次关于地雷和
水雷的全面试验。 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说不定我能得到
一大笔资金， 到时候， 我也许还有能力开个小厂呢。

接下来的一封更加令人兴奋：

太棒了！ 我为军政部准备的试验极其成功， 把那些军官
老爷都镇住了。 许多高级军事专家都赶来观看， 连大名鼎鼎
的迈克尔大公爵居然也亲临现场！ 可见俄国军方对我的研究
的高度重视。

我设法使一连串的地雷同时爆炸， 爆炸声势浩大， 一瞬
间就把一大片土地都给毁了。 你们没能亲眼看到我的成就真
是可惜。 如果敌军派来的先遣队触及我的地雷的话， 至少五
十个人会一下子当场毙命。

不久， 小伊曼纽尔得到了来自政府的一大笔资金。 他用这笔
资金建立了一家翻砂厂， 还有一家机械厂———“官方批准的奥加
里夫与诺贝尔铸造车轮厂”。 这家工厂除了制造俄国军队所需要
的地雷和水雷之外， 还制造过相当有名的 “诺贝尔型轮轴切削车
床”， 以及其他各种机床。 另外， 俄国最早的中央暖气热水管，
也是以诺贝尔的设计为基础， 在这家工厂制造的； 后来世界各地
的各种暖气系统， 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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