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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

放眼２１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
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

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的局面。在严峻的挑战

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人

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就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

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

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广东教育出版社在

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出版了 《迈向２１世纪科
普丛书》等许多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现在，一套大

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

读物 《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又由该社出版面

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

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

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

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

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为纬，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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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

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

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

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反映科学家们独立

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唯实

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

宽容的人文精神，让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

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

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

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密

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

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

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

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古代，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

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产生过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

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

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

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１３亿
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

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

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作提高创新能力的

２／控制论之父



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

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

适应２１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
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

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

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

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

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３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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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
第４２届联合国大会正在进行，各国代表神情严

肃、默默地沉思着。

是啊！人类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怎能不令

人焦虑。根据科学家的观测报告，地球生态圈已进

入新的活跃期，太阳黑子开始强烈地活动，世界范

围内的地震活动高潮即将到来；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６年，
海水突然升温的厄尔尼诺 （ＥｌＮｉｎｏ）现象，相继出
现在赤道太平洋东部、拉丁美洲西岸附近，引起了

世界性的气候灾难；全球二氧化碳剧增造成的 “温

室效应”，有可能引起海水吞蚀大陆的灾难性现象；

人口激增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臭氧层变薄和南

极上空出现的臭氧层空洞，这将会导致地球上物种

的灭绝。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世界的各种灾害明显
增多，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为此，美国科学

院院长普雷斯 （ＦＰｒｅｓｓ）博士，在１９８４年第８届

１　　／



世界地震工程会议上提出了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１０
年”（英文缩写ＩＤＮＤＲ）的设想。第４２届联合国大
会就以此设想为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发言结束，表决的时刻到了。刹那间，铃声大

作，所有的表决器都亮起了绿灯，到会代表以１６９
号决议的形式，一致通过了从１９９０年起开展ＩＤＮＤＲ
在国际上步调一致的活动，希望通过１０年的努力，
将自然灾害降低３０％。

然而就在这个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年，被称为

“吉尔伯特”的飓风以２０千米／时的速度席卷了加
勒比七国，牙买加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一年共发生

了７４起特大洪水、５次旋风、１１次飓风、３４起巨
大风暴、１７次滑坡、１７次地震、１８起旱灾以及１６２
次重大事故，噩耗频传。以后的几年里灾情也没有

得到控制：１９８９年，美国旧金山发生 （里氏）６９
级地震；１９９０年，伊朗地震，４万多人死于非命；
１９９１年，菲律宾火山爆发、孟加拉发生风暴潮灾、
中国发生大面积特大洪涝……面对这些接二连三的

灾难，人们不禁要问：大自然怎么了？人类只能束

手待毙吗？

不能，当然不能！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和高速

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一定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抑制

灾难，渡过危机。人类现在已经有了一件抵御灾害

的法宝———控制论。根据现代控制论，利用诸如电

２／控制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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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计算机、遥感卫星等高新技术，人类完全有可能

避免灾害的发生；或对灾害进行预测和预报。提前

做好治理和防御工作，使损失减少到最低水平。今

天，控制论早已不局限于工程自动化控制理论，而

是发展成为包含生态控制论、环境控制论、能源控

制论、人口控制论、社会控制论、经济控制论等多

学科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为

ＩＤＮＤＲ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其中，生态控制论的研究已经表明：生态系统

内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并不像太阳供给的能量那

样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采取 “竭泽而渔，

焚林而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野蛮方法掠夺生态资

源，大自然必定会施以 “报复”，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在资源问题上是遵守自

然的法则，保持生态平衡；还是一意孤行，追求物

质享受和人丁兴旺，最后遭到大自然无情的 “惩

罚”。

利用系统和信息观点及方法分析、设计、规划

和控制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和反馈

机制，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

利益，是生态控制论的基本任务之一。资源的合理

利用与再循环，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优化，人在新的

生态平衡格局下如何适应和协调，是生态控制论研

究的重点。发展系统组分间的共生和再生关系，加

３引子／



强物质循环能力，提高生态效益……都是生态控制

论研究的目的。

显然，这样的理论为ＩＤＮＤＲ活动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今天我们看到的 “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只有一个地球！”、 “节约每一滴水！”等口号，都

是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具体措施。　
控制论的英文原文为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这是一个在

英文字典里查不到的词汇。但却可以在希腊文中找

到一个与它发音相似的词 χγβεργαω，它的原意为
“舵手”。１９４８年，一位美国人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一
本名为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的书，书中提出了他创立的一门
新的科学理论———控制论。这位美国人名叫诺伯

特·维 纳 （Ｎｏｂｅｒｔ·Ｗｉｅｎｅｒ）， 他 除 了 借 用

χγβεργαω的原意外又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关于在
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所以中文将它翻

译为控制论。控制论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因为

它打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以及自然科学

各学科之间的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找到了把各门

分支学科统一起来的新的途径、新的综合概念和方

法。控制论把充满不定性和关联性的不完备的客观

世界，用统一的、综合的科学观点和必要的数学语

言进行诠释，揭示诸如信息、通信、系统、控制、

反馈、平衡、稳定、因果、有序、有组织等一系列

重要概念的内在联系和普遍意义，以整体的观点研

４／控制论之父



究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即机器或机构和生物或

活体以及社会经济现象中发生的动态 （运动和变

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控制论的思想方法是唯物

的，分析方法是辩证的，它认为信息过程是认识客

体的前提，控制过程是改造客体的途径。

诺伯特·维纳

正是因为有了控制论，人类实现了工业生产的

自动化，完成了拜访月球的 “阿波罗登月计划”，

并尝试了在太空行走的新感觉……

姹紫嫣红的科学百花园中又盛开了一朵极具生

命力的奇葩，它不断地生根、分蘖、开花，呈现出

勃勃生机。这株奇葩的培育者，美国著名的数学家、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也称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

伯特·维纳 （ＮｏｒｂｅｒｔＷｉｅｎｅｒ），也因此被世人赞誉
为 “控制论之父”。

５引子／



神　 童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哥伦比亚市，密苏里
大学的一所公寓里，年轻的现代语言学教授利奥·

维纳 （ＬｅｏＷｉｅｎｅｒ）的家中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望着襁褓中男婴的粉红色面容，初为人父的利奥·

维纳兴奋得有些不能自持，他拥抱着妻子喃喃地说

道：

“亲爱的，我们该为儿子起个名字了。叫什么好

呢？我一定要为他起个不平凡的名字。……噢！对

了，就叫他诺伯特吧，这是著名诗篇 《在阳台上》

的一个人物的名字。”

妻子温柔地答道：

“好的，这个名字不错，我们就叫他诺伯特·维

纳吧！”

利奥·维纳是一位俄裔爱尔兰人，他也是犹太

名人阿奎巴·伊戈 （ＡｑｕｉｂａＥｇｅｒ）的后代。他身材
矮小消瘦、动作灵活、思维敏捷，深度近视眼镜遮

掩不住他敏锐而聪颖的目光。他从１３岁起就自食其

６／



力，当时沙皇制定反对犹太法，东正教也对犹太人

实行歧视政策，利奥顶着压力艰难地读完中学。中

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华沙医学院，不久又转到柏林

的工学院，但是由于个人的兴趣和一些社会原因，

他放弃了大学课程，中途退学了，并且以后再也没

有上过任何大学。

１８岁那年，利奥·维纳孤身一人移居美国，到
达新奥尔良时，口袋里仅剩下５角钱。在美国，他
当过工人、农民、小贩、乡村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

他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刻苦攻读，不断地拓展自己

的知识面。最后，他当上了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大

学的斯拉夫语教授，并成为一名国际知名的语言学

家。

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小维纳健康地成长起来了。

两岁的时候，母亲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和启蒙

老师。他们经常坐在房前那散发着清香气息的松软

草地上读书。最初时，母亲用温柔的声音为他读吉

卜森的 《森林之书》，讲 《利吉·狄吉·泰维》等

故事，后来母亲逐渐教他识字，在母亲的帮助下，

他们开始一起读书。３岁半的时候，小维纳已经可
以独自阅读了。

书中的世界太有趣、太神奇了，小维纳如饥似

渴地读着。他不仅读 《格林童话》、《天方夜谭》等

儿童们喜爱的故事书，而且还读一些在他那个年龄

７神童／



无法理解的科学读物。但那时，他只是为了读而读，

根本没去在意书中说了些什么。

一晃儿，小维纳已经４岁了。在过生日的那一
天，他收到令他终身难忘的两份礼物———两本书。

一本是博物学家伍德写的 《博物史》中有关哺乳动

物的那一卷。书的印刷质量很差，油墨不均、插图

模糊不清，而且内容也不大适合４岁的儿童阅读。
但小维纳很喜欢，虽然生字太多，读起来很吃力，

可图片很吸引人，小维纳反复翻阅这些图片，直到

长大成人，他还经常阅读这本书。另一本书是儿童

初级科学读物，书中介绍了行星系统、光的性质等

自然科学知识。读着有关行星、卫星、恒星，光的

折射、反射，光的合成与分解的内容，小维纳觉得

这本书就像魔术师的箱子，里面藏着解谜的钥匙，

他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知识，可以揭开大自然

那神秘的面纱。

一年初夏，９岁的表姐奥尔加随祖母来家里做
客，看见有一个能和自己一同玩耍的伙伴，小维纳

可高兴呢。奥尔加大维纳４岁，是一位口齿非常伶
俐的小姑娘。

一日，奥尔加与维纳玩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不！维纳，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上帝会惩罚

你的。”

“什么上帝，我看是你不高兴我这么做。”

８／控制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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