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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一门中心、实用和创造性的学科。
化学的中心地位在于它的核心知识已经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构成了人类
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
化学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新物质，因此化学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是最有效、最实用的学科之一。
人类当代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如食品、健康、人口控制、环境、资源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化
学。
    本书面对当代大学生，在每一章中通过化学家的生平事迹，介绍化学某一时期重大发现的经历。
通过了解化学史上雄伟悲壮的重大事件，使广大同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通过了解为化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化学家的事迹和智慧成果，学习他们勤于观察、善于思考、重视
科学实验的精神；学习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思想方法；学习他们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坚强
毅力；学习他们在科学道路上坦荡无私，互助友爱的科学品质。
正是这一个个精彩的人生，汇聚成时代的强者，推动着历史车轮不断前行。
他们的故事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如若清泉潺潺不绝，给我们以精神的力量和养料，使我们心胸豁达、
目光高远，成为心智丰富、目标远大、成功概率高的人。
    真正的阅读，既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和洗礼，也是一种分享别人成果和智慧的机会。
阅读有一种养智、养德、养性的作用，通过阅读可以从中获取经验和启迪。
只有勤奋读书，博采众长，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书写出更好的人生乐章。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王雪纯、薛晶文、宋鑫、吴全义、田红年，在编著过程中承蒙张涛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书中参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网上相关文章，从中摘取了部分内容，获益匪浅，在此向这些作者深表
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侯纯明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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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史话》以化学史上著名人物为线索，通过讲述每个人
所取得的成就、成长历程和成功经验，以史为镜，以人为镜，重点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和启迪性，深
入浅出讲解化学发展的历史。
全书分为4章，第1章中国化学，介绍了中国古代的陶瓷、造纸、印刷术、火药、炼丹术、医药等，以
及一些优秀的中国民族实业家、化学家的故事。
第2章世界近代化学，介绍了世界近代化学史上风云人物的动人故事，领略这些化学家拨开重重迷雾
建立新理论、发现新元素、提出新方法时的无限风光。
第3章世界现代化学（上），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化学发展中有特殊影响的化学家的创造发明，缅
怀他们的成果和智慧。
第4章世界现代化学（下），介绍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之迅猛发展，分享了优秀化学家智慧的结
晶，体验了他们科学的光辉。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史话》通俗易懂，以趣味、通俗的形式讲解在人们看来索
然无味的化学历史，力图为读者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史话》既可以作为大学生公共选修课进行素质教育的教材
，也可以为喜爱科学的人们提供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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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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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舍勒与氧气
　第3节 拉瓦锡与质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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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节 莫瓦桑与氟
　第16节 瑞利与千分位误差
　第17节 拉姆塞与惰性气体
　第18节 门捷列夫与元素周期律
　第19节 李比希与“吉森学派”
　第20节 维勒与尿素
　第21节 凯库勒与苯分子结构
　第22节 贝特罗与有机物合成
　第23节 帕琴与合成染料
　第24节 巴斯德与疫苗
　第25节 诺贝尔与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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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世界现代化学（上）
　第1节 范特霍夫与物理化学
　第2节 阿伦尼乌斯与电离理论
　第3节 卢瑟福与原子核模型
　第4节 居里夫人与镭
　第5节 格林尼亚与格氏试剂
　⋯⋯
第4章 世界现代化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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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沈括第一个提出了“石油”这个科学的命名，后来世界各国也基本上采用了“石油”这一名称，沿
用至今。
对于人类来说，煤、石油、天然气是三大天然能源。
但是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人类可以利用的煤、石油、天然气越来越少，因此，太阳能、风能、潮汐
能等绿色能源的开发势在必行，也是当今绿色化学的研究内容。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
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年(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图1—3)。
陶器是用黏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
的东西。
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
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
东汉出现了青釉瓷器，南北朝期间则出现了白釉瓷器，隋唐时代发展成青瓷、白瓷等以单色釉为主的
两大瓷系，并产生刻花、划花、印花、贴花、剔花、透雕镂孔等瓷器花纹装饰技巧，瓷的白度已经接
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是我
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包括景德镇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
其中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
陶瓷不仅仅只用于观赏、使用，还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自然、文化、习俗、观念。
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
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
律。
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
与伦比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
秦始皇陵陪葬坑中的兵马俑(图1—4)，多用陶冶烧制而成。
秦兵马俑，那刚毅肃然的将军，那牵缰提弓、凝神待命的骑士，那披坚执锐、横眉怒目的步兵，那持
弓待发、目光正视前方的射手，以及那横空出世的战马，共同组成的方阵，张扬着力量，张扬着神勇
，令人回想起那硝烟四起的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想像着秦国军队那种风卷残云、吞吐日月、横扫大
江南北的军威。
它尽管是一个军阵，但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形象地记录着那个时期的历史。
到了汉代经济得到恢复，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呈现出与秦代不同的时代特征。
陶塑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都不像秦代陶塑那样注重写实，
力求形态的逼真和细节的刻画，而是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精神内涵。
“唐三彩”所表现的那种激昂慷慨、瑰丽多姿、恢弘雄俊的格调，正是唐代那种国威远播、辉煌壮丽
、热情焕发的时代之音的生动再现。
宋代陶瓷艺术俊丽清新，明清时期的陶瓷艺术斑斓柔美。
这些绚丽多彩的名贵瓷器，通过各种渠道，沿着“丝绸之路”，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为传播中华文
化艺术，经贸交往，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所以，中国陶瓷，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今天，我国著名的陶瓷产地有江苏宜兴、江西景德镇、河北唐山、广东佛山和潮州等地。
陶瓷，一个既微小又博大的灵物。
说其微小，那是她浸透在每个人的生存与生活之中；说其博大，那是她映射出人类历史与文明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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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进程。
“china”，既意为“陶瓷”，又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世界性称谓。
纸未发明以前，我国使用的书写材料，主要有甲骨、竹简和绢帛等。
 甲骨的来源有限，刻字、携带、保管都不方便，因此，人们用的越来越少。
简有竹简、木简之分；由于一枚简只能写很少字，一篇文章要用许多简，人们就把简串起来使用，叫
“策”或“册”。
这时，已经有了笔墨，记事方法较刻骨大有进步，但简的分量却也不轻，使用起来仍然不便。
绢帛是蚕丝制成的丝织品，虽然书写、携带都很方便，但量少价贵，普通人根本用不起。
东汉蔡伦(图1—5)改进了造纸术。
他用树皮、麻头及布、鱼网等植物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
自从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便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逐步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以后
又传布到世界各地。
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有这样的传说：蔡伦是桂阳人，于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八年，进京城洛阳的皇宫
里当了太监。
平时，蔡伦看皇上每日批阅大量简牍帛书，劳神费力，就时时想着能制造一种更简便廉价的书写材料
，让天下的文书都变得轻便，易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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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史话》编辑推荐：一部化学史就是一部人类的奋斗史，化学家
们对化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无畏的品质、坚韧的
毅力和迷人的智慧，这一切都会使我们倍受激励：他们奋发成才的历程，也是意志力量成长的过程，
给我们以精神的动力和养料，使我们心胸豁达、目光高远、明白事理。
古今中外，有多少化学家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你想了解他们吗？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史话》将带你走近他们⋯⋯《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化学史话》通俗易懂，以趣味、通俗的形式讲解在人们看来索然无味的化学历史，力图为读者打开一
个全新的视野。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史话》即可以作为大学生公共选修课进行素质教育的教材，也
可以为喜爱科学的人们提供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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