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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为了“弘扬中华当代主旋律，掀起少年国学热旋风”，把中小学生读物做得更全面，更
适合他们积累知识、提高阅读能力，我们倾力打造了“中华历史名人略传”丛书。
这是我们以中华五千年国学精髓为基点，由资深教育理论专家共同参与策划，推出的当代青少年智慧
阅读经典丛书之一。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青少年儿童是我们伟大文明的继承者。
青少年教育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引领他们去了解、学习、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树立他们
“遵纪守法、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思想意识，时刻倡导他们弘扬当代主旋律。
特别是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树立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显得尤其重要。
　　传承中华国粹，弘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孩子们身上着手，培养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中华文明才能世代相传。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幕幕人间的活话剧，这些名人不但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着
历史的进程，而且还无时无刻不将我们的华夏文明传播四方。
由此可见，如何挖掘和发扬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成为当代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华历史名人略传”丛书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名人，选择经典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了分
门别类，共分为五大名家，其中包括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
同时，书中将他们的思想、行为、所取得的成就及历史评价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解读。
　　“中华历史名人略传”丛书，故事通俗易懂，会使读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一定会成为当代青
少年最喜爱的教育读本。
精彩的专家品析，也一定能成为当代关心孩子教育的家长们的良师益友。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科学家的成就和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是世人
有目共睹的。
他们大多数的科学发明来自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善于发现探索的精神，中华历史上的“四大发明
”至今被世界科学界所褒扬。
中华民族是个不屈不挠的民族，自从有了人类历史，我们就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航人。
世界的四大科技古国，到今天为止，只有中华民族还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中华民族也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创造更加非凡的成就，永远站在人类历史的最前
沿。
　　本书对我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科学家们所创造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客观描述，并对他们为人类做出的
伟大贡献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做出精彩评点。
《中华五千年科学家评传》一定会成为青少年读者一本理想的科教读物。
　　编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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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我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科学家的成就和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
中华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至今被世界科学界所褒扬。
中华民族是个不屈不挠的民族，自从有了人类历史，我们就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航人。
　　《中华五千年科学家评传》对我国古代及近现代科学家们所创造的重大成就进行客观描述，并对
他们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做出精彩评点。
《中华五千年科学家评传》一定会成为青少年读者一本理想的科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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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振明，出生于黑龙江，毕业于哈师大，现在黑龙江建三江管局（北大荒）定居。
从事中学教育20年，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黑龙江作协会员。
　　一个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并文理兼通的物理教师，在生活中有许多心得，精通散文写作，作品风
格清秀、文字朴实。
出版了多本家教、国学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还参与国家各种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和国内益智专家张
祥斌合作出版了多本益智方面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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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北宋）23．中国科学一坐标，世界文化有其人（沈括·北宋）24．跨海大桥泉州建，海上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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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者，自学成才译著多（徐寿·清）40．创地质力学理论，成中华科技元勋（李四光·当代）41．炸
桥挥泪断通途，不复原桥不丈夫（茅以升·当代）42．制碱工艺闻世界，中国化学第一人（侯德榜·
当代）43．巧手接婴过五万，中华妇科奠基人（林巧稚·当代）44．中国童鱼克隆父，科研严谨治学
精（童第周·当代）45．华氏定理显天分，数学史上开拓人（华罗庚·当代）46．航天事业奠基人，
两弹一星建功勋（钱学森·当代）47．研究所满门忠烈，核武器两弹一星（钱三强·当代）48．开水
稻杂交先河，创世界农学发明（袁隆平·当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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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土木工匠祖师爷，发明创造锛刨锯（鲁班·春秋）　　【生平简介】　　姓名：公输般。
　　别名：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
　　出生地：春秋时鲁国（今山东滕州）。
　　生卒年：约公元前507-约前444年。
　　身份：木工专家、古代科学家。
　　主要成就：发明锯、钻、刨子、铲子、曲尺，画线用的墨斗等工具。
　　【名家推介】　　鲁班（约公元前507-约前444），姓公输，名般。
又称公输子、鲁般。
春秋末期鲁国人，“般”和“班”同音，人们常称呼他鲁班。
鲁班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百姓中流
传，后世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爷”。
　　【名家故事】　　鲁班出身在春秋末期工匠的家庭，今天，木工师傅们用的手工工具，如锯、钻
、刨子、铲子、曲尺、画线用的墨斗等，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
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造出来的。
　　相传有一年，鲁班接受了鲁国国王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任务。
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鲁班就让徒弟们上山砍伐树木，由于当时还没有锯子，他的徒弟们只好用斧
头砍伐，但这样效率非常低，徒弟们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地干，都累得筋疲力尽，也砍伐不了多少树木
，远远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使工程进度一拖再拖，眼看着工程期限越来越近，这可急坏了鲁班。
他决定亲自上山察看砍伐树木的情况，上山的时候，无意中抓了一把山上长的一种野草，一下子将手
划破了，鲁班很奇怪，一根小草为什么这样锋利？
于是他摘下了一片叶子细心观察，发现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这些小细齿非常锋
利，他明白了，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
很快鲁班又发现一条大蝗虫在草上啃吃叶子，两颗大板牙非常锋利，一开一合，很快就把一大片叶子
全部吞噬掉了，这同样引起了鲁班的好奇心，他抓住一只蝗虫，仔细观察蝗虫牙齿的结构，发现蝗虫
的两颗大板牙上同样排列着许多小细齿，蝗虫正是靠这些小细齿来咬断草叶的。
通过这两件事，鲁班受到很大启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想：“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做成锯齿状，不是同样会很锋利吗？
砍伐树木也就容易多了。
”于是他就用大毛竹做成一条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然后到小树上去做试验，结果果然不错，几下
子就把树皮拉破了，再用力拉几下，小树杆就划出一道深沟，鲁班非常高兴。
但是由于竹片比较软，强度比较差，不能长久使用，用了一会儿，小锯齿就有的断了，有的变钝了，
需要更换竹片，这样就影响了砍伐树木的速度，看来竹片不宜作为制做锯齿的材料，应该寻找一种强
度、硬度都比较高的材料来代替，这时鲁班想到了铁片。
于是他带着徒弟们立即下山，请铁匠们帮助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然后到山上继续实践。
鲁班和徒弟各拉一端，在一棵树上拉了起来，只见他俩一来一往，不一会儿就把树锯断了，又快又省
力，锯就这样发明了。
　　鲁班是个木匠，使用斧头砍木料的技术很高，但是用斧子把木料砍得又平又光还是很难的。
为此，鲁班又做了一把薄斧子，磨得很快，砍起来比以前好多了，可还不理想。
一次，鲁班见农人用耙子把地耙得很平，他从中受到启发，回家便制了一把平刃平面的刀，上面盖了
块铁片，这回鲁班不砍了，他用这把刀在木料上推。
一推，木料推下来薄薄一层木片，推了十几下，木头的表面又平整又光滑，比过去用斧头砍强多了，
可这东西拿在手里推时既卡手又使不上劲，鲁班又做了一个木座，把窄刀装在里面，刨子就这样诞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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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班常年四处奔波，给人干活。
这一天，他忙了一天，坐下来休息等东家做饭吃。
但见这家人拿来麦子，放在石臼里，用沉重的石杵去捣，捣麦的人累得满头大汗，才捣碎了很少一点
。
因为麦粒是椭圆的，用劲小了，砸不碎；劲大了，又把麦粒砸跑了，真是有劲也使不上。
鲁班看在眼里，开始琢磨改进这种笨重的捣麦方法。
　　有一天，鲁班来到另一个地方干活，恰巧看到一个老太婆捣麦子，老太婆年岁大了，举不起石杵
了，她扶着石杵，在石臼里研着麦粒，鲁班走过去一看，石臼里的麦粒有不少已经磨成了粉。
鲁班回到家，他找来两块大石头，把石料凿成两个大圆盘，又在每个圆盘的一面凿出一道道槽，其中
的一个大石盘，上面凿个洞，并安上木把，将两个石圆盘摞在一起，凿槽的两面相合，中心装了个轴
。
他在圆盘的中间洞上放麦子，然后转动上面的石盘，麦粒从洞眼漏进两个石盘之间，很快从两石盘缝
里转出来变成面粉。
这就是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农村曾经广泛使用过的石磨。
　　鲁班的发明创造还有很多，这些发明都集中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后代的人们把鲁
班看成勤劳与智慧的象征。
　　【专家品析】　　在鲁班之前，肯定会有不少人遇到过手被野草划破的类似情况，为什么单单只
有鲁班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锯，这无疑值得我们思考。
大多数人只是认为这是一桩生活小事，不值得一提，他们往往在治好伤口以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而
鲁班却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和正确的想法，很注意对生活当中一些微小事件的观察、思考和钻研，从
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甚至获得某些创造性发明。
　　从鲁班这些来自于生活中的发明创造，我们得出一个深刻的道理：留意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小事
，勤于思考，一定会增长许多智慧。
　　【科学成就】　　鲁班的发明创造有多种，主要有：机封、农业机具、木工工具、锁钥、兵器、
仿生机械、雕刻、土木建筑。
　　02中医诊脉先河开，医术高超神医来　　（扁鹊？
春秋）　　【生平简介】　　姓名：秦越人。
　　别名：扁鹊。
　　出生地：勃海郡县（今河北任丘）。
　　生卒年：公元前407-前310年。
　　身份：中医学家。
　　主要成就：创造并总结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
　　【名家推介】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姬姓，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勃海郡鄚（今河北任丘
）人。
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当世称为“神医”。
扁鹊精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学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方法治疗
疾病而名闻天下。
　　扁鹊一生创有：《难经》，四诊法（望、闻、问、切），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
中医学的先河。
扁鹊被公认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
　　【名家故事】　　扁鹊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开过旅店，是个小老板。
当时在他的旅店里有一位长住的客人叫长桑君，俩人投缘，感情融洽。
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岁数大了，想把这些医术及
秘方传授给你，希望你保守秘密，不可外传。
”扁鹊十分欣喜，当场拜长桑君为师，继承了他的医术。
　　医术学成后，扁鹊开始行医民间，他的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秦各国。
扁鹊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为此声名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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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全面应用中医诊断技术，即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
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
这些诊断技术，以及关于扁鹊的一些治病案例均被后人写入史书典籍。
这些技术中，扁鹊尤其精于望色，即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过程。
　　一天，晋国的大夫赵简子病了，五日五夜不省人事，众人十分害怕，于是喊来扁鹊，扁鹊看了以
后说：“大夫赵简子血脉正常，没什么可怕的，不会超过三天就一定能醒。
”果然，到了两天半的时候，他醒了。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看到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在祈福消灾，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人告诉扁鹊说：“太子死了，到现在已经大半天了。
”扁鹊赶忙向宫里的人了解情况，掌握详细信息后，扁鹊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的“尸厥”
症，并不是真的死了，便说自己是医生并央请宫里的人带他去给太子察看诊治。
见到太子后，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太子只是暂时不省人事，于是他让弟子磨研针石，刺
百会穴，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汤药，用完药后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
继续调补阴阳，两天以后，太子完全恢复了。
从此，天下人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但扁鹊却否认说：“我并不能救活死人，只不过能把应当能
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
”　　还有一次，扁鹊来到蔡国，蔡桓公知道他声望很大，便宴请扁鹊，他见到蔡桓公以后说：“君
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不治会加重的。
”蔡桓公很不高兴，非常不相信扁鹊的话，就将扁鹊轰出宫去。
五天后，扁鹊又去见蔡桓公，说道：“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会加深的。
”蔡桓公仍然不信，而且更加不高兴了。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次去见蔡桓公时说：“病已到肠胃，不治会更重的。
”蔡桓公万分恼怒，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
五天的时间很快又过去了，这次，扁鹊一见到蔡桓公，就急忙跑开了，蔡桓公十分纳闷，就派人去问
，扁鹊说：“病在肌肤之间时，可用医药治愈；在血脉，可用针刺、砭石的方法达到治疗效果；在肠
胃里时，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可病到了骨髓，就无法治疗了，现在大王的病已在骨髓，我无能为
力了。
”果然，五天后，蔡桓公身患重病，忙派人去找扁鹊，扁鹊早已躲走了。
就这样，不久后蔡桓公不治身亡。
　　扁鹊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牢记师傅叮嘱的行医“六不治”原则，即：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
治；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病深不早求医的人不治；身体虚
弱不能服药的人不治；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人不治。
　　除此以外，扁鹊还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一生坚持与巫医巫神作斗争，每到一处，他都向人
们宣传科学思想，劝导人们信医不信巫，以免枉送性命。
由于医德高尚、医术超群、医技精湛，他遭到了当时身为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
　　当时，秦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
一天，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
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目不明。
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大王同我商量好了治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
捣乱，假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定就会亡国！
”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里，秦武王化险为夷。
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了李醯。
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嫉妒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杀害了扁鹊。
　　千百年来，扁鹊深为百姓们所爱戴和崇敬，人们称他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
在他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里的路途上，历代老百姓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奉香火。
　　【专家品析】　　扁鹊治疗疾病综合运用了我国诊病的“四诊”原则，即望、闻、问、切。
在治疗上，扁鹊不满足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融百科，做到一专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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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
。
《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医学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科学成就】　　扁鹊不仅精通内科，还兼通儿科、妇科、五官科、外科；他在诊断上，不仅精
通“切脉”，而且善于“望色、听声、写形”；在治法上，不仅精通针灸，还善于用砭石、熨贴、按
摩、手术、汤药等治疗各种疾病。
　　03力学研究奠根基，机械制造启后人　　（墨子？
战国）　　【生平简介】　　姓名：墨翟。
　　别名：墨子。
　　出生地：今山东滕州境内。
　　生卒年：约公元前468-约前376年。
　　身份：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墨家学派创始人。
　　主要成就：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著有《墨子》。
　　【名家推介】　　墨子（约公元前468-约前376），姓墨，名翟，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
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发明家。
　　他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于后世。
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无人匹敌。
　　【名家故事】　　墨子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当时的社会是工匠处于官
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
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
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
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关于“倍”的定义、关于“平”的定义、关于“同长”的定义、关于
“中”的定义、关于“圆”的定义、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关于直线的定义等。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制进行了论述。
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是对位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
学家。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
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
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
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
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一千多年，也是物理学诞
生和发展的标志。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
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
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
＝重×重臂（“本”）。
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二百年
，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
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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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
像。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
基本原理。
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
如果是两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
凹面镜形成的像是正像，在“中”之内，距“中”远成的像大，距“中”近成的像小，在“中”处则
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
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
这里的“中”为球面镜的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
他的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大腹小口的瓦器）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尽管当时
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事例却蕴涵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阻止楚国进攻宋国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
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
他曾花费了三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
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三十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
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
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
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
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
大的影响。
　　【专家品析】　　墨子本身不但是一位手艺高明的匠师，而且他还深入到科学领域，做了一系列
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同时，墨子重视科学技术并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他把科学技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紧密地联系起来
，用科技知识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学说，并以此作为兴利除害的有力武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
　　【科学成就】　　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了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
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墨子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04都江堰水利工程，泽后世万代彪炳　　（李冰？
战国）　　【生平简介】　　姓名：李冰。
　　别名：川主。
　　出生地：战国时期蜀国。
　　生卒年：不详。
　　身份：科学家、水利专家。
　　主要成就：主持修建都江堰。
　　【名家推介】　　李冰，生平年代不详，他是战国时期蜀国人，古代著名的水利学家，对天文地
理也有研究。
　　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李冰做蜀地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
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世界闻名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后世才有了“天府之国
”的美称。
　　【名家故事】　　我国的四川省，一向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与李冰父子率领民众修筑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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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四川西部称为蜀国。
当时那里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旱则赤地千里，涝则一片汪洋，使老百姓“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
。
公元前316年，日益强盛的秦国灭掉了蜀国，改为蜀郡，秦昭王在约公元前250年任命李冰为蜀郡守。
　　李冰到蜀郡后，亲眼见到当地严重的水旱灾情，又听到百姓要求治水的强烈呼声，认识到治蜀必
治水，因此，李冰到任不久就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四川北部高山地区，每当春夏山洪暴发的时候，江水
奔腾而下，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由于河道狭窄，常常引发洪灾，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而灌县
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又阻碍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
　　首先，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并在充分吸取前人
治水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整体规划，其方法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
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
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引水必先开渠，开渠就要开山，李冰父子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
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二十公尺、高四
十公尺、长八十公尺的山口，因它的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为“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
叫“离堆”。
　　玉垒山开凿成功了，人们欢欣鼓舞。
等洪水到来时，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山顶上观望，李冰也在其中。
他发现宝瓶口地势高，流入宝瓶口的水量不多，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
灌溉效果很不理想，于是李冰父子又率领民众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和江心筑分水堰，用装满卵
石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一个形如鱼嘴的狭长的分水大堰。
　　在大堰东边水道的水，流经宝瓶口后，再分成许多大小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
网，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最后通向长江的另一条支流沱江，人们称它为内江。
大堰前端伸出一个尖头，指向岷江上游，远望好像一个大鱼头，取名为“鱼嘴”。
大堰两侧垒砌了大卵石护堤，靠内江的一侧称为“内金刚堤”；靠外江的一侧称为“外金刚堤”。
大堰筑成以后，从根本上消除了岷江流域的水旱灾害，这里的人们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李冰给大堰起名叫“都安堰”，后来改称“都江堰”。
　　为了加强大堰的分洪减灾作用，李冰又指导民众在鱼嘴和离堆之间修建了“平水槽”和“飞沙堰
”。
平水槽是在鱼嘴的尾部和飞沙堰之间用以调节内、外江水量的一条水道。
飞沙堰在宝瓶口对面，它是用竹笼装鹅卵石堆砌成的低堰，堰顶比堤岸低一些，高度适宜。
洪水季节内江水量过大时，过剩的水可以漫过飞沙堰流到外江去，保障了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
　　都江堰整个水利工程是由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个主要工程组成的。
它的规模宏大、地点适宜、布局合理，工程规划相当完善。
分水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着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水季节和枯水季节的水流量。
李冰还让石匠做石人立在内、外江的进水口中，用来观测水位，石人是起着测水标尺的作用。
　　按现代水利工程的原理看，飞沙堰有滚水坝的作用，宝瓶口有节制闸的功能，成功地运用了堰流
原理，控制分水流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中流作堰的宏伟水利工程。
　　都江堰是把防洪与灌溉结合起来的综合性大型水利工程，李冰认为要彻底消除岷江的水患，还必
须解决泥沙沉积淤塞河床的问题。
于是又制定出科学的“深淘滩、低作堰”的岁修原则和岁修方法，人们称之为治水的三字经或六字诀
，后人将这六字刻在为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的石壁上，很是醒目。
　　都江堰虽然修建于两千多年前，可是它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方法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创造性，
在中国古代许多宏伟的水利工程中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奇迹。
由此，可以看出李冰是我国古代一位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实践中经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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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万苦的努力而造福于人类的杰出的水利专家。
　　【专家品析】　　李冰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历经两千两百多年而不衰，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最成功的水利杰作，与它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
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
　　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科学成就】　　两千多年前，都江堰取得这样伟大的科学成就，世界绝无仅有，至今仍是世界
水利工程的最佳作品。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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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实用：全书紧密结合历史，从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选取了48位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家进行分析
和点评，更加符合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
　　6、资深教育理论专家共同参与策划，以“弘扬中华当代主旋律，掀起少年国学热旋风”为宗旨
，适合中小学馆配。
故事通俗易懂，会使读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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