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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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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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斋走出来的发明

纸的由来

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发明中，纸这种记事材料应该可算是最伟

大的一种了，因为它使人类的文明得以传播和延续。

任何物件的发明，都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都是无数发明的交

融递变的产物，纸的发明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使用的纸的发明至今不过２０００年，而人类的文明

史却长得多。我们之所以能知道那段遥远的历史，还真得感谢在

真正的纸发明之前，人类所发明的其他形形色色的“纸”，感谢我们

的先人为之做出的努力。

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着一件从秘鲁出土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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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基普”。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件稀世珍品的话，可能会大失所

望，因为它只是一些打上好些绳结的烂绳子。原来，基普是古代印

第安人用来记事的。

在世界各民族发展过程中，几乎都有过这种结绳记事方法。

我国古籍《易·系辞》中写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之以书

契。”意思是上古的人是靠在绳子上打结来处理问题的，后来的圣

人才用在纸上书写来代替它。

今人考证发现，这种用结绳来记事的方法其实颇为复杂。人

们约定以各种不同大小、式样、颜色的绳结来表示不同的事情，希

望用绳结来帮助记忆，或用来传递信息及用来传示后人。如果要

记载的信息较多、较复杂，这绳结也弄得很复杂，有时是一串绳结

接二连三地打在一起，有时是一根绳结上派生出许多小绳结。古

人用这种绳结记事法，今人根本无法猜度。就拿秘鲁的那件“基

普”来讲吧，如果今天的每个人就那些绳结做出自己的解释的话，

恐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解释。

有意思的是，在纸这种记事材料发明很久以后，在世界上一些

文化落后的地区，人们仍在用类似远古人类结绳那样的原始方式

来记事，只不过将绳结改成了表达略为明确一些的实物而已。这

种实物记事真可以称为是活生生的“出土文物”了。

在没有纸的年代里，想到将文字刻下来的，不仅仅是中东

的人。

公元１８９９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主管教育的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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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国立大学，祭酒相当

于大学校长）王懿荣生了病。医生诊脉后开了处方，家里人取回

药，王懿荣在一种叫“龙骨”的药上发现了一些人工留下的花纹。

他仔细看了一下，觉得这些花纹很特别，就叫家人再去药店买些花

纹更清楚的“龙骨”来。

“龙骨”其实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的化石，中医用来

医治惊悸、久泻、自汗盗汗等症。在远古时代的东西上，为什么会

有人工刻凿留下的痕迹呢？王懿荣素来对考古极有兴趣，他对此

好生奇怪。

王懿荣收集了不少丝纹清晰的“龙骨”，并打听到这些“龙骨”

是从河南安阳地下挖出来的，安阳是商代的都城。经过王懿荣及

其他一些学者的考证，果然证明这些花纹就是３０００多年前殷商时

的古文字，因为它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就被称作为“甲骨文”。

在对甲骨文进行考释后，人们才知道，这种龟甲和兽骨，在当

时主要是用来占卜的。殷人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听命于上天鬼

神，所以凡是祭祀、种植、狩猎、出征、疾病、刮风、下雨、生儿育女

等，都要占卜。

占卜完了，要把结果记下来。记在哪里呢？最方便的就是记

在占卜用的骨上了。殷人用一些坚硬的东西将字刻在甲骨上，大

的字超过半寸，小的如同芝麻。甲上的文字，使我们对３０００多年

前发生的事，多少有一点了解。

后来，古人又把字用刀刻，或用漆、墨等写在竹片或木片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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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竹片、木片大约有一二尺长，每片可以刻上十来个字，多的可

以到三四十个字。古时，竹片叫“简”，木片称“牍”，信为“书简”、

“尺牍”，因为当时的信是用这种竹、木片写成的。早先，汉字之所

以由上到下竖写，而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多数由左到右横写，也是

由简牍的书写特点而决定的。

古时人们写信用不了多少竹片，如要写一本书，就不然了，必

须用绳子将竹片连起来才能阅读。现在我们称书的量词为“册”，

就是将一片一片的简、牍穿起来的象形字。

我们可以想像得出，这种用竹、木片写成的书必定是笨重而不

便携带的。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外出讲学，带的书简就装了五车，

“学富五车”的典故即出于此。显然，这种笨重的“纸”，严重地影响

了文化的发展。

就在我们的古人往甲骨上刻字的时代，古埃及人已在用轻便

的纸莎草当“纸”来记录文字了。

纸莎草是一种高大的草本植物，外形有点像芦苇，可长到４米

高。这种植物的故乡在埃及，数千年前，尼罗河两岸肥沃的冲积平

原上曾遍布它的足迹，而现在它在埃及早已绝迹，在非洲只有苏丹

和叙利亚的少数地区还有生长，欧洲的最后一批纸莎草在西西里

岛锡安河畔锡腊库扎附近正濒临凋萎干枯，这主要是河水的污染

造成的。

对于纸莎草的衰亡，人们十分痛惜。这不仅因为它是极好的

造纸原料，还因为它是人类的好朋友。在古代无纸的日子里，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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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它记下了人类文明史最初的几页。

据考证，大约在５０００多年前，埃及人就利用纸莎草来造“纸”

了，他们把纸莎草的茎破成细丝晒干，交叉着叠两层，然后再用胶

黏合，这样做成的纸莎草纸质量相当不错，成了埃及的主要出口产

品，希腊的大多数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

在这种纸莎草“纸”上写字，要比在泥板、银板或龟甲上刻字方

便多了。埃及人的这一发明后来传到了欧洲，在中国人造的纸还

没有传到欧洲之前，纸莎草是欧洲人最常用的“纸”。

古代印度没有纸莎草，人们用来当纸的，是另外一种植物。

这是一种叫贝多树的热带大树，胸径常达１米左右，树高２０

多米，树姿有些像棕榈，又有些像蒲葵。这种树在树顶上簇生出许

多掌状分裂叶子，十分巨大，一张连叶柄的叶子长达二三米。古代

印度人用来当纸的，正是这种叶子。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有着许多寺庙。在那些寺庙里，往往都

保存着贝多叶写成的经书，人称“贝多经”。作为书写用的贝叶须

在树龄８年以上的贝多树上采摘，贝多叶子卷为筒状，呈浅棕色，

从叶柄割取下来铺开展平，成扇形状。每张叶片上有３０条粗硬的

叶脉，用刀除去叶脉，便可得到近３０张小叶片。这带状小叶片有

２米多长，一端稍宽，另一端稍窄。

这叶片不能用，还必须经过特殊的水沤制作。人们先把叶片

卷起放在大锅里用水蒸煮，然后取出晾干。为使叶片变得柔韧，不

易折断，还要将晾干的叶片挂在木棒上，两手揿住叶片两端，上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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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磨，使叶片表层磨掉，变得洁白光润。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后，

再把每片贝叶根据所需大小切裁好，集中在一起，用烧红的铁棒在

贝叶上烫一孔洞，以便用绳穿订。

严格说来，贝叶上的经文不是写上去的，而是“刻”上去的。人

们用一种精细的铁笔在叶面上刻字，刻好后用墨水涂抹叶面，即

“上色”。这种墨水用油灯的黑色烟炱与肉桂油混合调制，涂抹后

不但可在刻痕上留下清晰的字迹，对贝叶还有防潮、防腐、防蛀的

作用。可能是由于贝叶“纸”有着这种易于长期保存的优势吧，所

以当真正的纸发明后很久，仍有人用贝多叶来书写。

大约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已开始用丝织成的“帛”来写字了。

在帛上用墨水写字，要比简牍方便得多，而且帛又轻又软，还可以

卷起来。现在有时称一部书为一卷书，即来源于此。

可惜的是，这样的“帛纸”虽然很好用，但价格昂贵。在汉代，

一匹帛相当于７２０斤米的代价，一般人是用不起的。因此，直到汉

代，“帛纸”和简牍还同时被人们应用着。

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太监，任尚书令。他的工作是监管制造

御用器物，担任这些职务，自然要考虑节省开支，价格昂贵的帛也

在蔡伦的考虑之中。能不能找到一种不仅与帛同样的轻便易写、

而且价格还要很便宜的书写材料呢？蔡伦经常在休息时到城外活

动散步，他不由想起了郊游时看到过的漂絮情景。所谓漂絮，就是

人们利用不适于抽丝织造的次等茧来做丝棉时，先将次茧用水煮

过，再铺在篾席上浸到河水里去，用棍子砸成丝棉。从事这项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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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的妇女，人们称之为“漂母”。

蔡伦发现漂母在漂絮的过程中，有一些残留的丝絮粘在蔑席

片上，等到晒干后，把残絮剥剔下来就成了一层薄薄的絮片。有些

买不起帛的穷人就利用这种絮片写字，不过在这上面写出的字非

常模糊。

由于丝制品价格贵，一般老百姓穿不起，那时还没有棉花，平

民百姓能穿的，只是麻制品。人们将麻的皮剥下来，仍用在水中漂

洗捣打的方法，制成适合于织造的麻纱。在这过程中，也会在篾席

上留下麻絮。蔡伦发现，也有人利用麻絮片来写字的。

“嗯，这倒是个办法，也许可以试试。”于是，蔡伦将那些留在篾

席上的丝絮和麻絮收集起来，放在水中继续漂洗捣打，将它们弄得

很烂，再用席子把它们捞起来滤掉水分，晒干后就成了一些薄薄

的、细密的絮片。用它来写字，效果竟同帛差不多。

纸就这样诞生了。在试验中，蔡伦还发现，用麻絮捣烂后制成

的纸，跟用丝絮做成的纸不相上下，甚至还更结实些。这当然使他

十分满意，因为丝是贵重物品，丝絮不如麻絮容易获得。蔡伦还想

到，既然要费时费力将麻沤烂、捣烂，而那些没有使用价值的破布、

破渔网、树皮等不是更容易获得，又容易捣烂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蔡伦终于发明了早期纸的制作工序：

将树皮、破布、旧渔网等收集起来浸湿、捣碎、去掉泥沙，然后用草

木灰液浸透蒸煮，去掉胶质、油脂、色素等，再进一步捣烂，让它们

成为浆糊状。然后，把这种糊状的浆质捞出，薄薄地摊在竹帘上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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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就成了柔软的纸。

东汉元兴元年（公元１０５年）蔡伦将他的造纸方法上奏皇帝，

正患病卧床的汉和帝非常赏识并下令在全国推广使用。后来，汉

安帝因蔡伦发明纸有功，还封他为龙亭侯。

我国的造纸术后来传入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又经非洲

北部传到欧洲。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最杰出的

贡献之一，蔡伦的名字也被留在了世界科技史中。

有人统计过，现在世界上大约有１２０００多种不同用途的纸，它

们满足了人类各方面的需要。这些纸，有的是有意识发明的，有的

是在无意中诞生的，有的发明申请了专利，留下了发明者的名字，

有的却不知道发明者是谁，只留下了他的发明。

复写纸的发明在１９世纪初，发明人是英国的韦奇伍德。那

时，他正在伦敦经营一家文具商店。韦奇伍德经常用铅笔给他的

固定客户写信，介绍商店里新进的几种文具。这些信的内容几乎

一样，他机械地写着，有些厌烦。“能不能同时写成两封、三封信

呢？”看着后一张纸上留下的上一张纸的字痕，韦奇伍德脑中突然

冒出了这个念头。

要实现这个念头似乎不是太难，韦奇伍德很快就琢磨出了方

法：将一张薄纸放在蓝墨水中浸润，然后夹在两张吸墨纸之间使之

干燥而成。书写时，可将其衬在一般纸之下，从而获得复制件。

１８０６年，韦奇伍德获得了他的“复制信函文件装置”的专利权。

韦奇伍德的发明问世时，英国的商业活动已很发达，复写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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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武之地。眼看他的发明大受欢迎，韦奇伍德干脆办了一家工

场，专门生产这种特殊纸张。后来，法国人改用甘油和松烟渗透进

纸里的方法制造复写纸。大约到１８１５年，德国人再进行革新，以

热甘油加上煤焦油中提炼的染料，经细磨调研，涂于韧性的薄纸上

制成新的复写纸。以后人们又在这种复写纸的涂料中加入蜡料，

以降低粘度，这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复写纸了。

时至今日，造纸的原料越来越多，造纸的方法也越来越新奇，

纸的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了。

有一种纸叫电热式传真纸，它的一面涂有金属铝，另一面涂上

白色的低压绝缘层。将这种纸装在一定的仪器里，仪器上的记录

针就会自动按照各种光、热、静电、生物电流等信号电压，将白色低

压绝缘表层击穿，露出黑色基纸，形成所传的文字和图形。

有的纸还会“说话”。这种纸叫磁性纸，是在厚纸上涂上一层

磁性物质而制成的。它可以像录音磁带那样在录音机上录音，也

能放送出声音。如果用这种纸给远方的亲友写信，可不必动笔，只

需用它录下你的说话，然后把它装入信封寄出，亲友收到后，将纸

放到录音机里，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

纸很脆弱，它怕撕、怕拉、也怕戳。可是，只要用合成纤维掺入

普通纸浆中，就能用普通造纸方法制得合成纸。这种纸两面拉毛

进行糙化处理后，便可以与普通纸一样印上图样与文字。它特别

坚韧，就是几十吨重的坦克压过去，也不会破碎！用这样的纸来印

军用地图，自然十分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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