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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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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最

最原始的劳动工具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是否会制造与使用工具。有了工具，

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改造，意味着生产的开始，因此，人类的文明史，

首先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历史。

人类最早创造和使用的工具就是用天然石头制成的石器。

据推测，人类在形成的过程中，长期的使用天然木棒和石块来

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偶然发现用砾石摔破后产生的锐缘来砍砸

和切割东西比较省力，从而受到启示，便开始打击石头，使之破碎，

以制造出适用的工具。

就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开始制造工具大约是在３００万年前。

最早的工具并没有什么标准的形式，一物可以多用。坦桑尼亚奥

杜韦峡谷发现的最早石制工具，大约距今２００万年左右，其典型的

石器是用砾石打制的砍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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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制作石器最原始的办法，是把一块石头加以敲

击或碰击使之形成刃口，即成石器。打制切割用的带有薄刃的石

器，则有一定的方法和步骤：先从石块上打下所需要的石片，再把

打下的石片加以修整而成石器。

在初期，石器是用石锤敲击修整的，边缘不太平齐。到了中

期，使用木棒或骨棒修整，边缘比较平整了。及至后期，修整技术

进一步提高，创造了压制法。

压制的工具主要是骨、角或硬木。用压制法修整出来的石器

已经比较精细。

到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首先，对石料的

选择、切割、磨制、钻孔、雕刻等工序已有一定要求。石料选定后，

先打制成石器的雏形，然后把刃部或整个表面放在砺石上加水和

沙子磨光。这就成了磨制石器。

磨制石器与打制的石器相比，已具备了上下左右更加准确合

理的形状，用途趋向专一；增强了石器刃部的锋度，减少了使用时

的阻力，使工具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穿孔技术的发明是石器制作技术上的又一重要成就，它基本

上可分为钻穿、管穿和琢穿三种。钻穿是用一端削尖的坚硬木棒，

或在木棒一端装上石制的钻头，在要穿孔的地方先加些潮湿的沙

子，再用手掌或弓弦来转动木棒进行钻孔。管穿是用削尖了边缘

的细竹管来穿孔，具体方法与钻穿相同。琢孔，即用敲琢器在大件

石器上直接琢成大孔。穿孔的目的在于制成复合工具，使石制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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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能比较牢固地捆缚在木柄上，便于使用和携带，以提高劳动

效率。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种类大大增多。早期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农

业、手工业和渔猎工具有斧、锛、铲、凿、镞、矛头、磨盘、网坠等，稍

后又增加了犁、刀、锄、镰等。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作斗争

的能力，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天地变得日益广阔起来。但由于当时

人们所能支配的物质只不过是石、木、骨、角和利用天然纤维简单

加工而成的绳索等，这就限制了工具的创造和发展。

最早的针

在旧石器时代（约１７０万年～１万年前）的晚期，人们已会用

兽皮缝制衣服，不再赤身露体了。要缝制衣服，针是不可缺少的工

具。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针，是在距今约１８０００年前山顶洞人的

遗址中发现的骨针。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

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骨针。这枚骨针长８２毫米，针身最粗

处直径３．３毫米，针身圆滑而略弯，针尖圆而锐利，针的尾端直径

３．１毫米处有微小的针眼。制作这样的骨针，必须经过切割兽骨、

精细地刮削、磨制以及挖穿针眼等多道工序，需要较高的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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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完成。这枚骨针，也是世界上目前所知最早的缝纫工具。

骨针在我国使用的时间非常久远，直到春秋（公元前７７０～前

４７６年）末期，我国才开始用铁针缝制衣服，至于制造钢针，则是铁

针出现１０００多年后北宋时期的事情了。

最早的炉灶

炉灶是古代人们生火做饭的重要工具。到现在为止，炉灶在

我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仍被广泛使用着。传说我国的黄帝时期就已

经有了炉灶，但从我国用火有着久远的历史来推断，炉灶的发明当

在此之前。

我国目前最早的炉灶实物，是一种双连式地灶，发现于距今约

六七千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其基本形式是：在地上挖两个

火坑，地面处两坑相隔，地面下两坑相通。其中一坑是进柴禾的地

方，另一坑为出火之处。两坑相通处的洞口，作用与后世的灶门相

似，出火坑的作用则与后世的灶膛差不多。

这一炉灶的构造虽然简陋，却体现出相当科学的道理，比起在

平地上点燃篝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例如：两坑相通，进柴处与发

火处之间构设通道，可吸风拔火，柴火能较为充分地燃烧，从而提

高了火的温度；炉灶四周为土壁，火在坑中，火势容易上扬，使得火

力集中，人们可以较快地烤熟食物而又不致被火烧灼；火在坑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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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气蓄热，燃后余烬亦可温烤食物，提高了火的利用率；火烬留在

灶膛内，能够保存火种；等等。

炉灶的发明，使我们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以及走向人类文

明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最早的石磨

把谷、麦等的壳皮去掉并磨成粉，本是一项很繁琐的劳动。据

《世本》记载，春秋战国之际的公输般（即鲁班）发明了石磨，使粮食

加工变得容易多了。

１９６８年，在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了一架距今约２１００多年的

石磨，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石磨。这架石磨是用两块厚

重的圆形石盘组成，称为“磨扇”。两块磨扇上下对合，其中央部位

凿有磨腔；上扇还凿有填加粮食的孔道，孔道与磨腔相连。在两片

磨扇的对合面上，分别凿成凸凹不平的锯齿状，称为“磨齿”。下片

磨扇的中心，安置一根向上突出的铁制立轴；上片磨扇的中心，则

凿有能套在下扇立轴上的套孔。使用时，推动上扇的手柄使其旋

转即可。

石磨的上扇在作旋转运动时，由于其磨齿与下扇的磨齿相互

间咬合以及相错，而形成很微小的升降运动，于是上下扇之间便出

现了瞬息的齿隙，使加工的粮食通过上扇的孔道不断进入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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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磨在使用时，将杵臼的上下冲击力改变为齿面摩擦力，将杵臼的

间歇工作改变为连续工作。这样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

产效率。石磨的发明，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石磨不断加以改

进。在晋代，发明了水磨，以水力代替人力，节省了劳动力的同时

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此外，晋人还发明了连磨，这些发明，在当时

的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

最早的弓箭

在距今约２．８万年前的峙峪（今山西朔县峙峪村）人活动的旧

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加工比较精细的小石镞。它们是用

坚硬而容易劈裂出刃口的薄燧石石片制成的，镞的一端具有锋利

的尖头，与尖端相对的底端两侧经过加工，形成镞座，呈凹形，用以

安装箭杆。由于原始社会的弓和箭杆是易于腐烂的竹、木制作的，

难以保存下来，所以这些小石镞便是中国和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

弓箭实物。

这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弓箭的国家。弓箭不仅可以用

来打猎，而且也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弓箭是人类在原始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已具有马克思所

分析的机器的三个要素：（１）动力。人做的功（拉弦）转化为势能

６
























　
　
　
　
　
　
　
工
具
的
趣
闻

（拉开的弦），起了动力和发动机的作用。（２）传动。拉开的弦收

回，势能转化为动能，将箭射出，起了传动的作用。（３）工具。箭镞

起了工具的作用，射到动物身上，等于人用石制工具打击动物。

弓箭发明以后，人类既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猎获陆地上的野兽，

又能上射空中飞鸟，下取水中游鱼，大大增强了同自然界做斗争的

能力。在火器发明之前，弓箭一直是人类得力的狩猎工具和作战

武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弓箭对

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

是决定性的武器。”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由于受到体力的限制，人拉

开弓不能持久，为了延长张弓的时间，更好地瞄准，我们的祖先发

明了弩。

弩主要由弩弓和弩臂两部分组成，弓上装弦，臂上装弩机，两

者配合而放箭。弩臂为木制，前部有一个横贯的容弓孔，弓固定于

其中。弩臂正面有一条沟形矢道，是放箭的。能保证箭在发射后

直线前进。《韩非子·说林》有“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的记载，其

中的“杆”和“关机”都是弩上构件的名称，杆是弩臂，关机是发矢的

弩机。羿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人，看来，弩可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

发明了。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弩，是战国时期的，当时已经有了比

较进步的铜弩机了。

弩的使用，是先把弦拉开扣在弩机上，待捕捉到最有利的发射

时机时，搬动“悬刀”（扳机），把箭射出去。最早的弩机只是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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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装置”的作用，以后经过不断改进，弩的性能越来越好，种类

越来越多。例如，汉代弩机的“望山”上开始出现刻度，这相当于步

枪的标尺，从而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这样，弩既具备了“延时装

置”的作用。又具备了“瞄准装置”的作用。此外，汉代还出现了能

够连续放箭的连弩。最初，弩也和弓一样，只用一个人手臂的力。

以后，出现了用脚蹬方式拉弦的弩；用绞车开弦的弩；在北宋初年，

又制作出把几张弓合成一个弩的“床子弩”。

弩和弓相比，更有利于瞄准，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大，是

古代具有相当威力的远射武器。如汉代最常用的六石弩，张力

１８６千克，射程２６０米；北宋的宋子弩，射程可超过５００米，这在当

时世界上是很惊人的武器了。

我国发明和使用弩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得多。公元１０世纪，

古俄罗斯才出现弩，西欧则在１１世纪末才出现弩。

最早的车

古代有黄帝见风吹篷转而造车的传说；《左传》说奚仲曾做过

夏王朝负责造车的车辆总管“车正”；在夏朝的一些陶器上，还可以

看到车轮的图案。这些都表明，我国在上古时代就已能够造车。

不过，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夏代以前的车辆实物还没有被发

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车是商代的。在陕西、河南、北京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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