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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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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肩负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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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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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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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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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撰写的这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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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纬，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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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介绍了科

学家们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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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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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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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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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涌现出张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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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个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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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提高创新能力

的战略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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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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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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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最高奖赏·

世人瞩目斯德哥尔摩

每年的12月初，世界各国的目光都注视着瑞典王

国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坐落在14个小岛和半

岛上，东临波罗的海，西接一望无际的梅拉伦湖。市

内水道纵横，由70座桥梁相连接。它以“北欧的威尼

斯”、“水上之城”而闻名遐迩。在大西洋暖流的影

响下，这里冬季并不十分寒冷，空气潮湿，清晨常常

笼罩着薄雾。雾散之后，树枝上留下蓬松的雾凇，在

阳光下显得格外洁白而纯净。

在这座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中心，有两座建筑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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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令人瞩目。

一幢是位于霍克广场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这是

一幢灰色花岗岩的建筑物。门前石阶宽阔，合抱的大

圆柱石并排挺立。大门右侧是一尊奥菲乌斯神*在弹

拨竖琴的巨大青铜塑像，它把整座建筑衬托得更加典

雅和壮观。

另一幢是紧靠梅拉伦湖北端湖滨的斯德哥尔摩

市政厅。它是一幢红褐色的砖砌的华丽大厦，中央是

一个开阔的四方庭院，一座塔楼在庭院的背侧拔地而

起。绿色的塔顶上有一个镏金的圆弯形塔尖，塔尖

上装饰着熠熠发光的镏金三王冠，它的最高点达106

米。这座建筑内的蓝厅、金厅、王子画廊，各具特

点。金厅的墙壁镶嵌着和瑞典人口相等的860多万个

小金块，金光闪闪，光彩照人。蓝厅以大理石铺地，

厅内以蓝色为基调，可以举行1 500人的宴会。

1896年12月10日，瑞典的伟大科学家诺贝尔在意

大利的圣雷莫逝世。为纪念他，从1901年起，每年的

*希腊神话中诗歌与吟唱之神。这尊像由瑞典最著名的雕刻家

卡尔·密勒（1875—1955）塑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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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最高奖赏·

12月10日作为举行诺贝尔奖颁发仪式的日子。

这一天到来时，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和市政厅都披

上节日的盛装，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

等各界名流云集这里，举行盛大庆典。各国的新闻传

播媒介竞相报道，许多国家的电视台通过卫星做实况

转播。自从1901年起至今的100多年间，除了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暂停3年以外，每年都坚持举行发奖仪

式。

下午4时30分，颁奖仪式在音乐厅开始，获奖者

身着黑色礼服，就座于主席台荣誉席。仪式开始后，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致词，诺贝尔奖各项评委会代表介

绍获奖者的成就和贡献。然后，瑞典国王颁发奖章、

证书和奖金。仪式在瑞典国歌声中结束。

颁奖仪式隆重而严肃。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

员说，这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人

的尊重。举行仪式的大厅里灯火通明，松柏要放在规

定的位置，白花和黄花必须从意大利的圣雷莫空运而

来。出席仪式和参加宴会的人，男士要穿燕尾服或民

族服装；女士要穿庄重的晚礼服。在仪式进行中，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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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自觉地不说话、不走动，甚至强制不咳嗽。

晚上，在市政厅的蓝厅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和

舞会。宴会自始至终乐曲回荡，著名歌唱家的演唱，

使气氛更加热烈而隆重。来宾包括瑞典皇室成员、内

阁大臣、科技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获奖国家驻瑞典

大使和重要的瑞典及外国记者。晚7时整，宴会正式

开始，古朴典雅的宴会厅烛光通明，绚丽多彩。国

王、王后、皇室成员、诺贝尔获奖者和他们的家属、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等在主桌就座。冰清玉洁的6座水

晶塔，摆在主桌的两端，象征5项诺贝尔奖和诺贝尔

经济学纪念奖，以示人们对获奖者的尊重。餐具是金

银或瓷质的，菜肴并非山珍海味，而且年年都是三道

菜。为增加宴会的神秘感，菜单每年都有变化，而且

事前严加保密。每上一道菜，乐声响起，服务员排着

长队，右手托盘，向各桌上菜。诺贝尔获奖者依次在

掌声中发表简短的讲话。

瑞典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宴会，资金由谁来出呢？

原来，除诺贝尔获奖者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少数特邀的

客人外，出席宴会的人，不论地位高低，都要自己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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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包。1991年是1 200瑞典克朗，1992年是1 500瑞典

克朗。也就是说，这个数目是随物价的上涨而提高

的。对此，瑞典的纳税人满意，称赞国王和王后没有

动用国家的公款，客人们也不认为是“小气”，反而

觉得别有韵味。

与此同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厅，举行

和平奖的颁发仪式。挪威国王和王后，内阁大臣、政

界、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外交使节出席。与在瑞典的

仪式不同，证书、奖章和奖金，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主席颁发。

诺贝尔奖是一项重要的世界性奖。获奖不仅是得

主本人的荣誉，也是他的国家的荣誉。同时，诺贝尔

的名字，随着一年一度的盛典不断向全世界颂扬，激

励人们为科学事业而献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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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的成就与遗嘱

1833年10月21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Ifred 

Bernhard Nobel）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一

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国度过的，所以，被人称为

“国际公民”，但他从未放弃瑞典国籍。

诺贝尔并不是个幸运儿。他出生时，父亲伊曼努

尔·诺贝尔的产业就被大火烧了个精光。全家人不得

不搬到斯德哥尔摩的诺曼斯坦街9号。诺贝尔就是在

这里出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为了重整家业，伊曼努尔在住房的后院搭起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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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易棚，狂热地搞起新发明。当时，贯通大西洋

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工程正准备实施，这使伊曼努

尔找到了发明的方向。他要发明一种高效炸药，应用

到运河、隧道和筑路工程上。要知道，人类在没有高

效炸药之前的几千年里，建筑工程速度的缓慢令人难

以忍受。克劳迪亚斯一世下令开凿一条3英里长的运

河，为福齐诺地区排水之用。3万名工人干了11年才

竣工。从16世纪到17世纪，一条穿越哈尔茨山脉的5

英里长的隧道，竟开凿了150年之久！资本主义大工

业的迅速发展，使交通运输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不

能再按照蜗牛般的速度去开凿运河和建筑公路了。不

仅如此，采矿业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

果有一种烈性炸药，能够在关键部位炸开岩石，就能

使从17世纪以来日益衰落的瑞典铁矿开采业重新振

兴。开凿和开采业的需要使伊曼努尔埋头于他的炸药

实验中。但是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工作，认为这将

危及大家的安全，他的实验被当局禁止了。他不得不

离开瑞典去了彼得堡，在俄国人的资助下继续他的事

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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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伊曼努尔终于成功地发明了使一连串

地雷同时引爆的装置。这对于守卫城堡相当有用。为

此他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一家人的境况因此有

了很大改变。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9岁时随母亲、哥哥们，移民

俄国的圣彼得堡，与父亲住在一起。

诺贝尔从小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多亏母亲的悉

心照料，他才活了下来。关于幼年时的情况，诺贝尔

曾写道：

“我的摇篮像是临危病人的床，

母亲忧心忡忡守护在一旁，

她要挽救那闪烁着余晖的生命之火，

却难使我从险境挣脱。”

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躺在床上或待在房间里

度过的。然而，这并未影响他的智慧。他聪明好学。

除瑞典语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学会了讲流利的

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他少年时被父亲送到法国

学化学。因此，他用法文写作得心应手；他写的英文

书信具有19世纪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的风格；他用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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