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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好奇心就像我们未知的世界一样永无止境。
当我们回首往昔，再抚摸那些落满了尘埃的烙印，突然发现历史竟是一块金子，轻轻掠去浮尘却依然
熠熠生辉。
千百年来，追寻未知的文明点燃了科学家的梦想，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执著的探索和研究，从而
给人类带来了改变世界的发明。
    本书中描写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电话之父”贝尔在一次偶然的实验中，仪器发生故障促使了电
话的发明，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线电之父”马可尼用赫兹波成功地传送信号，
从而使处于摇篮时代的无线电最终布满了全球⋯⋯    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本书除了向大家描
叙人物的生平和杰出的事迹之外，还配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
通过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籍，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成长的心路历程和足迹。
他们为科学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一定会成为我们生活、学习中不断克服困难的巨
大动力。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起走进科学的殿堂，领略科学家的风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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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更迭悄无声息，让人不以为意。
然而，翻开人类历史的漫漫长卷，我们总能听到许多年前传来的声声巨响，那些重要人物的出现和他
们的作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这些伟大人物传奇的一生令我们感动和震撼！

    当我们为人类所创造的辉煌文明骄傲时，我们怎能忘记那些曾经为此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名人。
魏广振、云飞扬主编的《贝尔马可尼》能让今天的读者感受到名人们所处的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伟
大时代，感受到名人们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行的史诗般的创造历程，感受到心灵的启迪、激励和
荡涤，更能让我们多一份深深的思考。

    谨以《贝尔马可尼》向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名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也向阅读此书的所有读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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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路电报之梦    在“多路电报”方面，贝尔也逐渐有了让梦想变为现实的能力。
其实早在1870年，当贝尔还在英格兰的时候，他就设想过，根据某种熟知的音乐现象揭示的原理可以
同时发几条电报。
贝尔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有它振动的频率，高频率产生高音调，低频率产生低音调，并且一个振动的
物体发出的声波可以让另外一个物体以同样的频率振动。
于是贝尔设想可以用一根电报线发送不同音高的电报信息，在电报线的发报端，音叉分出不同的频率
，一种频率携带相应音高的一条信息，在收报端，相对应的音叉接收相对应频率的信息。
通过这种方法，看似一团乱麻的电报信息就被收报方按音高不同而解码出来。
贝尔称他的这种设想是“多路电报”。
    早在l 872年时，电报公司针对一条电报线路上不能同时传递多条信息的弱点，安装了一种改进装置
——复式电报系统。
这种系统可以使电报线路能同时双向发报。
但是如果在线路的一端同时有许多消息等着发送时，那么这种改进装置就形同虚设了。
问题并没有解决，电报的性能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在波士顿，贝尔教书所得的工资完全可以应付基本的生活费用，但若再购买实验器材，就不免有些
捉襟见肘了。
再加上改良电报系统存在着巨大的商业价值，许多发明家都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探索，因此贝尔必须
让自己的实验避开公众的注意。
正因为如此，贝尔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研究都放在业余时间，他每天晚上偷偷地做着实验，谨慎地避免
同他人谈论自己的想法，以免实验成果被别人剽窃。
他努力去学所有的电子学理论，但因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每一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他的
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在后来断断续续的试验当中，贝尔突然有了一个大胆而天才的设想：人的声音能通过电线来传递吗?
在一次参加麻省理工学院的展览会时，他看到了一个叫做“声波记振仪”的发明，通过一张膜来传递
声音，把声音记录在烟熏的玻璃上。
这个仪器实用价值很低，但是贝尔对它潜在的功能非常着迷。
    1874年，贝尔向一位医生朋友要了一个死人的耳骨，做成了极其可怕的声波记振仪。
当贝尔用这个简陋的仪器研究声音特性的时候，在反复的试验中，突然进发出了灵感。
    受新思路的鼓励，他得到了一个启发：只需要很小的能量就能够扩大人的声音。
在一张草图中，贝尔记下了发明过程中的这一重大突破。
    他的试验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他的脑海里随时都会产生新的想法。
声音有大有小，有的悦耳动听，有的则难听得令人实在无法忍受。
为什么声音会如此各不相同呢?原因就是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形状的波。
声波中决定声音大小的是它的振幅，而决定声音音调高低的是它的频率。
    尽管贝尔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可以借助于电流来传递声音，但是他既缺经费，又没有技术上的帮助
。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新的学年开始了，贝尔回到波士顿，然后他发现所有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了。
    这时，加德纳·格林·哈伯德成了贝尔有力的后盾。
哈伯德是波士顿能言善辩的律师，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北美洲飞速发展时期出色的商界精英。
前面已经讲过，早在1872年，贝尔就在哈伯德设立的聋哑学校授过课，哈伯德的聋哑女儿——梅布尔
正是他的学生。
也就是在这时，哈伯德对贝尔产生了好感，并常常邀请贝尔到家中做客。
由于贝尔的钢琴技艺非常出色，所以他经常被要求为大家演奏曲目。
贝尔不仅仅是为大家娱乐，他还利用这点时间进行声音传播方面的演示。
每当他松开琴键准备演唱某一个曲调时，身前的钢琴就会发出相同音调的回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人的真实故事系列丛书>>

他解释说，如果用一根金属丝连接起两架钢琴，弹奏其中的一架会使另一架发出相同的声音。
哈伯德问贝尔，这一现象会有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指出：这预示着用同一条电话线，可以同时发送几条电报信息。
接着他对哈伯德描述了自己研制多路电报的构想。
    事实上，哈伯德早就对电报怀有强烈的兴趣。
自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西联电报公司就一直控制着整个美国的通信业，并且其业务迅速向世界
其他国家蔓延。
多年来，出于商业动机，哈伯德一直在游说议会建立另外一个公司跟西联电报公司竞争。
    当贝尔将多路电报的试验向他和盘托出时，哈伯德立即意识到这正是一个建立竞争性电报网的好契
机。
于是，他同意为贝尔的发明提供资金援助，条件是无论贝尔研制出什么专利项目，他都要分享其中的
一份。
    此前，贝尔的聋哑学生乔治的父亲托马斯·桑德尔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设想，不过他也同意了哈伯德
的加入。
4个月后的1875年2月27日，他们正式签了一份书面协议，起草了三个人之间松散的合作关系：由哈伯
德和桑德尔出资援助贝尔的实验；如果贝尔试验成功，获得专利，那么作为回报，两个投资人将分享
部分利润。
另外，哈伯德还将承担组织申请专利的工作。
尽管他们的合作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还是戏称它为“贝尔专利协会”。
    有了资金的保障，贝尔的发明又向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贝尔所掌握的电学
知识并不足以使他将自己的设计构想转变成现实。
一连串的失败最终使贝尔发现，他需要一个精通电学的助手，这样的话，他便能将自己脑中的想法完
整地展现出来了。
    由于实验的需要，贝尔经常向一些电器公司定做实验设备，这使得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电气技师托
马斯·沃特森。
这个年轻人精通电学，拥有丰富的电气工作经验，能把贝尔所要求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仪器很快制作出
来。
在这种业务往来中，贝尔和沃特森渐渐熟识了。
贝尔觉得这个年轻的技师为人不错，最重要的是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对长时间的艰辛工作有充分的
心理准备，而且不会轻易言败。
于是，贝尔决定雇用这个年轻人。
    随着两人友谊的加深，贝尔向沃特森透露了多路电报的设想，沃特森对此非常感兴趣。
从1875年1月起，沃特森开始参与贝尔的研究工作。
由于他们研究的是看不见的电波和音波，所以其艰难程度，绝非一般情况可比。
他们整天关在屋子里，贝尔一有新的构思，沃特森便马上能把草图制成机器。
沃特森制造出的机器总能很好地体现贝尔的设计意图，这使得贝尔十分满意。
P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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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广振、云飞扬主编的《贝尔马可尼》中描写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电话之父”贝尔在一次偶然的
实验中，仪器发生故障促使了电话的发明，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线电之父”马
可尼用赫兹波成功地传送信号，从而使处于摇篮时代的无线电最终布满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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