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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在孩童时期最真诚，最容易让人读懂。
科学技术在它的初创之时也最易深入理解。
　  科学技术正在深刻而迅速地改变着我们思索、认知、生活的方式和整个世界的面貌，已经悄然从
抽象的概念变为我们生活中随处可及的一部分。
　  然而，事情的另一方面却是，在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科学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也正在
逐渐远离对它的本质内涵的认识和了解。
很少有人关心科学技术是怎样诞生的，又是如何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影响和塑造我们本身与世界的巨大
力量。
除了带来充盈的物质成果，它对我们到底还意味着什么？
诚如戴维&middot;林德伯格在《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中所言：&ldquo;如果我们希望理解生活在近代
科学的世界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能无视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
&rdquo;因此，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必要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正处于探索和认知力最为旺
盛时期的青少年朋友们而言。
这也是科学技术史类书籍的独特价值。
　  这是因为通过阅读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得以明了，科学技术不只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更是
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
从早期与巫术、宗教混沌不分，到中世纪扮演服侍神学的婢女，最终成为点燃人们智慧、推动人类文
明进步的直接驱动源，促成科技发展至今天之气象的，是包含于其中的大胆的怀疑精神、独立的探索
意识和严谨的实证作风。
自始至终，科学始终将怀疑、探索和实证放置在高于绝对信条、服从与臆想的位置，最终演化成一种
特别的价值理念。
正是凭借着这种理念，科学技术才能在影响和改变我们以及整个世界中发挥艺术、哲学和宗教等其他
文明领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这是因为通过阅读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得以看见，人类是怎样在认识大自然、征服大自然而又
服从大自然的文明演化道路中筚路蓝缕，前赴后继。
从最初的圆形车轮、青铜工具的问世缓解了人类生存劳作的困顿，到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对思想、知
识传播的极大促进，再到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和格拉姆改良的电动机对工业生产的带动，再到以芯片、
互联网、移动电话为标志的现当代科技革新，无数的巨人和天才不断引领着我们的文明前行，而这些
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亚于信奉宗教的人目睹上帝创世纪，喜爱文学的人诵读莎士比亚和李白。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科学技术对我们的影响才并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成果，而变为了一种更为深
刻的启迪和震撼。
　  正如著名科技史学者丹皮尔的代表作《科学史及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所言：&ldquo;没有什么
故事能比科学思想发展的故事更有魅力了&mdash;&mdash;这是人类世世代代努力了解他们所居住的世
界的故事。
&rdquo;因此，青少年朋友们阅读一些科学技术史类图书，是培养科学精神、获得正确的世界观、迈向
成功人生的必要而又趣味无穷的事情。
　  是为序。
　  &mdash;&mdash;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化浪潮>>

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史少年读本》是一套献给少年朋友的科学技术史小丛书。
它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中精选大量具有代表意义的科学人物和事件，按照一定的时间和逻辑顺序，依次
为小读者介绍了五个阶段的科学技术发展演进概况，系统地勾勒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较为全
面地呈现出人类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并不断壮大的全息景象，可以帮助小读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了解科学
技术内部蕴涵的独特价值观念及其对人类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为深刻和直观地感悟到科学技术的
魅力。
　  《科学技术史少年读本：工业化浪潮（彩色插图版）》为其中一册。
　  《科学技术史少年读本：工业化浪潮（彩色插图版）》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科技史上的巨人，最
为直接地感悟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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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科学和工业自动织布机原子论城市照明电的产生铁路莱伊尔与现代地质学摄影术的发明电报机麻醉细
胞理论热力学的发展钢铁工业机械制造技术农业机械化达尔文麦克斯韦发现了光和电的联系路易
斯&middot;巴斯德罗伯特&middot;科赫贝尔纳现代城市化学工业电话的发明&ldquo;挑战者&rdquo;号巡
洋舰蒸汽机船的航行食品的保存世界博览会爱迪生电工技术时代汽车古生物学的发展日常生活技术现
代制药电影的发明X光的发现原子物理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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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子论　  原子一向被认为是不可再分的微小粒子，古代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这样说过。
直到19世纪，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才在精确实验观察的基础上创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原子学说。
　  1808年，道尔顿就断言，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大量微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粒子&mdash;&mdash;原子
组成。
道尔顿观察到相同元素的原子都相同，反之，不同化学物质是由质量不同的原子组成。
他感到，完全有可能建立各原子相应的原子量，发出创立化学计量学的信号。
这位英国化学家认为，相应原子的质量可以从化合物中存在的每种元素的质量中推算出来，并有可能
从它们的质量推算出组成这种元素相应的原子的原子量。
　  道尔顿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把氢原子的原子量作为度量单位，制作了元素原子量表，或者
说，相当于各原子质量的表。
在此基础上，又在曼彻斯特研究院为他提供的实验室进行了大量研究，终于确定了不同化合物中更小
的微粒，即分子的质量，并编制了一张图表，以原子的元素符号代表化合物中的分子式。
　  原子论对于计算不同物质原子量的一系列研究有很重要的作用。
　  城市照明　  19世纪初，由于战乱，在欧洲已很难找到鲸油等传统的照明材料。
因而，人们开始寻找那些更为经济的替代品。
英国尝试用瓦斯气，法国则用一种称为&ldquo;照明瓦斯&rdquo;的煤蒸馏气进行照明。
这种灯能发出明亮的光，却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它被广泛地安装在街道、楼房及工厂。
1815年，伦敦近40千米的街道上都安装了瓦斯灯。
在以后的年代里，电的发明为创造被称为电弧的电灯泡成为可能。
这种电弧是一种产生于两根碳棒中间的闪光，碳棒被认为是最佳导体。
对于电弧的应用，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功不可没，它问世后部分地替代了瓦斯气。
但同时，它又暴露出一些缺点：这种灯的光线强烈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需要经常调适。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第一只碳丝电灯泡。
这是一种装有碳丝的真空玻璃灯泡，当电流通过碳丝时，便发出亮光。
　  天才的美国人爱迪生发明了一种耐久性强的灯丝。
1879年，爱迪生终于使他的第一只电灯泡持续亮了40多个小时；几年后，电灯便大踏步地走进了千家
万户。
　  电的产生　  伏打电池的出现使科学家拥有了持续不断的电流之源，并为研究如何生产和储蓄电力
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现电磁之间的联系后，人们便思考是否可以从磁中获取电。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终于在1831年发现，当一个导体在磁场中移动时，它身
上会产生电流。
法拉第使一个铜圈转动，并使之绕一个磁铁旋转，旋转着的磁石使铜圈产生电流，电流又产生了磁场
。
然后，他又利用分别由磁铁和电流产生的两个磁场的相互作用力产生了运动。
法拉第设计了第一台发电机，使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这样，就为使用电力开辟了道路。
在1830年到1840年间，制造了多种以电池为能源的初级发电机来启动机器。
19世纪下半叶，经过不断改进，制成了格拉姆电动机。
这种电动机无需加热，即可不断地产生电流，因而，很快在电力工业中成功采用。
　  铁路　  19世纪初，蒸汽能源已广为人知，并被尝试用于铁路运输。
蒸汽机机车依靠燃烧木材和煤加热充水锅炉带动运转。
气缸中被压缩的蒸汽，推动一种叫活塞的金属鼓状物，活塞的交替旋转运动通过连杆传导到车轮。
一台蒸汽机机车要消耗大量的水和煤才能带动挂在机车后面的一小节车厢。
第一个火车头拉着一列载有10吨铁的列车以每小时8千米的速度行驶了16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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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无论是机车还是铁路都在矿场使用，因为那里有铁和煤之类矿场运作的必要原料。
第一次试用机车是在英国，用于拉一小列车厢载着矿井的煤，运往装船码头。
到了19世纪20年代，对锅炉已经进行了数项重要的改进。
　  铁路很快在英国兴起，19世纪时有许多英国的城市通了铁路。
在1830年到1850年之间，英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修建了约11000千米的铁路。
从19世纪初投入运行的第一批机车吸引了假期的游客开始，到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的旅行方式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mdash;&mdash;由于速度快、旅费适中，铁路运输广为人们接受。
莱伊尔与现代地质学　  19世纪，许多科学家对地球的起源及其变化的规律争论不休，占统治地位的理
论则是法国人居维叶的&ldquo;灾变论&rdquo;。
根据这一理论，地壳内部的大型运动已经损害到了我们的地球，并在地球的某些地区毁坏着现存的生
命形式。
因此，对某些地层和化石的研究都是遵照这一假谠进行阐述的。
还有&ldquo;洪泛论&rdquo;认为，地球史上有一次洪荒的巨变，是这些突然事件造成地质重大变化。
1830年左右，苏格兰科学家C.莱伊尔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
这种理论是建立在&ldquo;一致论&rdquo;和&ldquo;现实论&rdquo;原则基础上的。
莱伊尔认为，地球史不是以剧烈的灾难作用为标志，而应以逐渐进行的、缓慢变化作用为标志（
即&ldquo;一致论&rdquo;）。
　  莱伊尔认为，那些历史上引起变化的原因，如水产生的腐蚀作用，至今仍表现得很活跃（&ldquo;
现实论&rdquo;）。
地质的变化是一个逐渐的、缓慢的过程。
正因如此，莱伊尔的地质理论要求把地球的年龄拉长到以百万年为单位来考察研究。
这种延长不但使地质史的研究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而且基于这一理论，达尔文才创立了关于各种生
物漫长进化史的假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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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科学始终将怀疑、探索和实证放置在高于绝对信条、服从和臆想的位置，最终演化成一种特别的
价值理念。
正是凭借着这种理念，科学技术才能在影响和改变我们以及整个世界中发挥艺术、哲学和宗教等其他
文明领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mdash;&mdash;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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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什么说伽利略是近现代科学的奠基人？
为什么牛顿自认为是&ldquo;站在巨人的肩膀上&rdquo;？
是谁奠定了近代化学学科的基础？
达尔文之前人们是怎样理解地球物种演变与消亡的现象的？
谁揭开了雷电的神秘面纱，令人们开始掌握电的力量？
通过阅读本书，小读者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等科学巨人思考和工作
的场景，感受到这些先驱者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和锐意探索的勇气，从清晰的历史细节中全面了解科学
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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