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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玛丽·居里夫人(MarieCurie1867－1934)，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一生曾两度获诺贝尔奖，
被誉为“镭的母亲”。
她与丈夫彼艾尔·居里(Pierlrecurie)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了钋(Po)和镭(Ra)两种放射性元素。
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Henry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的诺
贝尔化学奖。
他们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
玛丽·居里于1867年11月7日诞生于沙皇俄国侵略者统治下的波兰首都华沙，父母都是教师。
父亲是华沙中学的物理学教师，深深地薰陶着小玛丽。
她的妈妈得了严重的传染病——肺结核病，因此，大姐常常照顾小玛丽。
在她出生(她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后不久，母亲便辞去教职。
后来父亲也失去督学职务，家庭生活比较艰苦。
为了糊口，父亲收了寄宿生以补贴生活。
后来，妈妈和大姐在她不满十岁时就相继病逝了。
玛丽·居里中学毕业后，当了多年家庭教师。
从小艰难的生活，培养了她独立的个性和坚强的性格。
1891年她到巴黎进入了巴黎大学学习，并于1894年与法国物理学家彼艾尔结识。
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从1896年开始，居里夫妇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
1903年6月，居里夫人获颁物理科学博士。
1906年，彼艾尔不幸车祸去世。
从此，彼艾尔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教职由玛丽接任。
这是该校六百多年来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她的余生则致力于镭的用途的研究。
居里夫妇是将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伟大科学家，他们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看作是全人
类的共同财富，展示了自己宽阔的胸怀。
然而法国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所给予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反应是迟钝的。
他们的第一枚奖章是英国赠与的，由于他们发现了放射性新元素钋和镭，开辟了放射化学这一新的学
科领域，1903年英国皇家学会邀请他们夫妇到伦敦讲学，并授予皇家学会最高的荣誉——戴维奖章。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
居里夫妇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请专利。
为的是让全人类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
自1912年玛丽·居里亲手制备的镭管作为镭的国际标准，直到现在它还放置在巴黎的国际衡度局内，
作为世界上镭的第一个标样。
在世界科学史上，玛丽·居里是一个永远不朽的名字。
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赋；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因此而
成为唯一一位在两个不同学科领域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
玛丽·居里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女科学家，她是成功女性的先驱，并激励了很多人。
从1897年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之后，一百多年来，称颂他们的文章、书籍从未间断，可见她所
建立的勋业和她所具有的品质深深地留在后人的印象中，成为科学家和广大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1934年7月4日，长期积蓄体内的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恶性贫血即白血病终于夺去了居里夫人宝贵的生
命。
她虽然离开了人世。
但是她为人类所作的贡献以及她的崇高品行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一生的时候说：“她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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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够取得，不仅仅是靠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和极端困难的情况
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
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
光明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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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以图读传”的形式，辅以专题、名人名言栏目，并与内容同步，配以生动、有趣、丰富的
“知识链接”和“资料链接”，精选大量与居里夫人紧密相关的各类图片，以简洁大方的版式将图片
与文字有机结合，再现了居里夫人传奇的一生，使读者看到一个全新、立体的居里夫人，并能从中获
取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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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玛丽·居里夫人(MarieCurie1867－1934)，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一生曾两度获诺贝尔奖，
被誉为“镭的母亲”。
她与丈夫彼艾尔·居里(Pierlrecurie)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了钋(Po)和镭(Ra)两种放射性元素。
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Henry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的诺
贝尔化学奖。
他们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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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睿智的童年智慧的女孩1867年11月7日晚上，父亲告诉大家说：“孩子们，你们都过来。
今天晚上大家要乖一点。
假如你们都很乖。
凤鸟就会衔着一个小宝宝来送给妈妈哦！
”“哦，真的吗？
”长女罗莎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依偎在父亲身旁问道。
约瑟夫和希拉原本趴在木地板上玩积木，一听到凤鸟要带娃娃来，都惊讶得回头望着父亲。
而小布洛妮亚那时才三岁，正在隔壁的木床上睡得很甜。
走廊对面的房间内，即将临盆的母亲正由助产护士照顾着。
孩子们吵着要父亲讲故事，但是，焦急的父亲一心关注着对面房间的动静，故事也讲得漫无头绪，直
惹得孩子们频频追问：“后来怎么啦？
”突然，对面房内传来一阵响亮的婴儿哭声，大伙儿都站了起来，罗莎高兴万分地喊道：“爸爸，凤
鸟带小宝宝来了！
”门开了，助产护士走了出来。
在她手里，捧着一个用柔软的毛巾包着的红脸娃娃。
正不断地啼哭着。
“是个女孩儿。
”助产护士笑着说，并把娃娃抱给孩子们看。
“我太太还好吧？
”“她很好，您不用担心。
”“噢，那太好了。
”父亲松了一口气，对孩子们说：“你们看，因为你们很乖，凤鸟真的把宝宝送来了。
”三个小孩都以兴奋的神情望着刚出生的小婴儿。
家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这是他们家的第四个女儿。
斯科罗特夫斯基先生为这个孩子取名“玛丽”，家里的人都喜欢叫她“玛妮雅”。
玛丽深受父母和兄姐的宠爱，虽然身体瘦了些，可是很健康，不曾罹患什么大病。
她就在这个被亲情包围的环境中慢慢地成长。
斯科罗特夫斯基是世居华沙北方一百公里处斯科洛第地方的波兰贵族，本来拥有田地百亩，但因战乱
频繁而全数丧失了。
好在斯科罗特夫斯基是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
因此得以在华沙中学担任物理、数学教师，并兼任副督学的职位。
他的学问很高，不但懂得文学，特别是喜爱诗歌，而且能说八国语言。
在玛丽出生前不久，他刚刚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男子中学的物理教师兼副督学。
他的夫人布洛尼斯洛娃是一个小富人家的掌上明珠，从华沙的一所寄宿制女子中学毕业后。
她就留在学校当老师。
由于她工作出色，待人诚恳，很快就接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在这个家庭中，玛丽有三个姐姐：大姐罗莎。
二姐布洛妮亚，三姐希拉；她还有一个哥哥叫约瑟夫。
约瑟夫比二姐大，在家里排行老二。
这几个孩子年纪较相近，大姐罗莎也只比玛丽大八岁。
由于在学校工作，因此对沙俄在文化上的压迫，斯科罗特夫斯基有着切身地体会。
他常常教育子女，要学好知识，特别要了解有关波兰的一切。
因为统治者可以夺走祖国的土地、金钱，可以把反对者消灭，但是他们抢不走波兰人掌握的知识。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
”他喜欢用这句话来勉励他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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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波兰人沦为亡国奴的社会环境中，玛丽度过了她苦难的童年。
年幼的她还不懂得波兰复杂的社会情况，但时常能听见大人们在悄悄地谈论着：“警察⋯⋯宪兵⋯⋯
沙皇⋯⋯西伯利亚⋯⋯”玛丽觉得，这些词似乎带着一些恐怖的含义，总让人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生活的环境很有压抑感，但是玛丽也有一些快乐的时光。
每到星期日，斯科罗特夫斯基先生家里就会变得非常热闹，孩子们拿出他们的叔叔送的建筑玩具，在
家里玩起打仗的游戏来。
家里唯一的男孩约瑟夫领着姐妹们造城堡、建桥梁，就像是一位陆军元帅。
接着，他们分成两组，并且用木条做成大炮，小木块当作炮弹，把家里弄成了战场。
玛丽由于年纪最小，因此只负责运送“弹药”。
她用裙子兜着一堆小木块，在两边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脸上不断地淌下汗水，嘴唇也都干了。
“玛丽，妈妈说你玩得太久，该休息一会儿了。
”听到大姐罗莎的“命令”，玛丽急忙停住脚步，把小木块撒了一地。
“姐姐，布洛妮亚还需要我给她运'弹药'呢。
”玛丽冲大姐撒起娇来。
“不行，不许再玩了，妈妈叫你过去呢。
”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只有十二岁的罗莎已经像一个大人了。
玛丽只好牵着姐姐的手来到妈妈的房间。
妈妈看到玛丽后，用手把她松散开的衣服重新系好，拢拢她的头发，然后轻轻地抚摸她的额头。
玛丽坐在妈妈身边，静静地看着妈妈。
从记事起，妈妈在玛丽的眼中就犹如图画中的圣母，她的目光和蔼、安详，脸上永远笼罩着一层慈爱
的光辉。
但是，妈妈却从来没有拥抱过玛丽，像现在这样用手抚摸前额，已经是玛丽所能得到的最亲密的表示
了。
有时候，玛丽真想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可是妈妈却总是和她保持着距离。
妈妈这种态度对玛丽来说，简直是一个谜。
年幼的玛丽当然不知道，她的妈妈在生她的时候，就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症状。
在这之后的几年，虽然经过多方调治，但病情还是日益加重。
在那个时代，肺结核病还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症，只有通过调养，依靠患者本身的抵抗力，才有可能
逐渐恢复。
由于得了这个病，玛丽的母亲已经辞去了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全家都靠玛丽的父亲养活。
可是，一个中学教师微薄的薪水，实在难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因此全家的生活一直相当拮据。
为了避免把可怕的肺结核病传染给孩子，妈妈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只用自己专用的餐具，不拥
吻任何子女。
另外，斯科罗特夫斯基尽量让孩子们多去室外活动。
每年的暑假，为了帮助妈妈养病，他们一家总是到乡村的亲戚家度假。
1871年的夏天，斯科罗特夫斯基夫妇带领着五个儿女回到乡下度假。
这时，孩子们彻底从压抑封闭的学校环境中解脱出来，就好像来到了儿童乐园。
他们和乡下的孩子一起下水摸鱼，爬到马背上趾高气扬地做出各种动作和表情，要不然就是到饲养场
像模像样地给母牛挤奶⋯⋯总之，他们从田园生活中都能找到乐趣。
安静下来时，他们还会玩一种“字母游戏”。
他们用纸板剪成的字母随意地排列成字，比比看谁认识得多。
可不要小看了玛丽，尽管她才四岁，可是已经能对看过的单词过目不忘了。
哥哥姐姐们虽然很不服气，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在这个聪明的妹妹面前，他们只能乖乖认输。
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妈妈用她那修长的手指弹奏起钢琴，悠扬的琴声在这个七口之家的上
空回旋，即使小鸟儿飞过也愿意停下来听一听这美妙的声音。
小玛丽仰望着母亲，觉得她就像高贵的圣母，脸上永远笼罩着一层慈爱的光辉。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玛丽也渐渐地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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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夏天、假期，孩子们简直是到了“自由王国”，每天都在无忧无虑地玩耍。
他们最喜欢和住在山里的表兄弟们一起玩。
这里没有偷听人们说话的警察，孩子们可以大胆地说波兰话、唱波兰歌。
这里有高大温驯的马可以骑，有漂亮的奶牛提供的鲜奶可以喝。
斯科罗特夫斯基夫妇都是教育工作者，明白让孩子接触大自然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鼓励孩子们多到
自然环境中去。
当然，他们也不忘每天教年纪大一点儿的孩子认字、读文章，培养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
那时玛丽四岁，布洛妮亚已经七岁，就快上小学了，父亲要布洛妮亚开始认字。
可是，布洛妮亚却喜欢玩扮老师的游戏，而且总是叫妹妹扮学生。
布洛妮亚把该学的功课都叫玛丽学，自己则装模作样、神气万分地教玛丽认字。
才四岁的玛丽记性很好，只要布洛妮亚教过的，她一定不会忘记；不管怎样考她，她也不会答错。
当然，除非布洛妮亚教错了。
有一天。
姐姐布洛妮亚又对每天认字母、背单词的学习感到了厌倦，于是就找来还没有开始学习识字的小妹玛
丽，玩起了“教师游戏”。
两个小女孩在一起把用纸板剪出的字母排列成单词，姐姐布洛妮亚总是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每
当玛丽排错了的时候，她就会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又弄错了呀？
这个字母应该放在这里⋯⋯”这种师生游戏玩儿多了，布洛妮亚渐渐地也觉得厌烦，倒是玛丽始终乐
此不疲，她常常催促布洛妮亚说：“姐姐，时间到了，我们来玩老师教学生吧！
”这时快乐的暑假即将结束了，整装准备返回华沙的那天早上，父母亲把布洛妮亚叫到跟前，想考考
她暑假中所认的字。
父亲递给她一本课本，要她朗读。
布洛妮亚读得结结巴巴的，站在一旁的玛丽再也沉不住气。
一手夺下姐姐的课本，大声地读着。
她得意扬扬地愈念愈起劲，突然发觉大家都一言不发地静静看着她。
那种沉默使玛丽害怕，她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玛丽一见父母亲眼中流露着难以形容的神情，以为自己要挨骂了，不禁啜泣起来，赶紧甩掉了课本，
哭着说：“姐姐，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于时母亲紧紧地抱着玛丽，说道：“玛丽乖，别哭。
你好棒哦！
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多字的？
爸爸妈妈都在夸你呢！
”自从这件事之后，玛丽对念书的兴趣愈来愈浓厚了，但是，父母亲却反对她这么小就看书。
根据这对教育家经年累月的经验，小孩过于早熟，有时并非好现象。
有时候，玛丽会捧着图画书来问他们：“爸、妈，这是什么呀？
”那时，他们就会设法引开她的注意力，对她说：“玛丽，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到院子里玩玩儿
吧！
”因此，每次当玛丽试图找到一两本姐姐们读的书时，妈妈都会叫她放下书本：“玛丽，你还是去玩
玩儿积木吧⋯⋯玛丽，你的布娃娃到哪里去了⋯⋯唱个歌给妈妈听，好吗⋯⋯”可是悠闲的乡村生活
只是斯科罗特夫斯基家生活的插曲。
一旦回到华沙，他们还是不得不在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下生活。
在回忆中，最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住在乡下亲戚家。
因此一到暑假，全家就离开炎热的华沙，到乡间和亲戚们小聚，亲戚们也很欢迎这些来自华沙的城里
人。
乡村远离都市尘嚣，并徜徉在森林茂密、河川清澄、空气新鲜的大自然中，如此甜美快乐，即使孩子
们长大了，这些美景也仍然萦绕于他们心中。
就以玛丽来说吧，她在结婚之后也经常利用周末举家出游，到美丽的田园漫步；在经济许可的范围之
内，有时也到山上、海滨度过漫长的暑假，忘却沉重的工作、研究的疲劳，尽情沉醉于大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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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的时候，玛丽进了私立寄宿学校。
表面上，她可以读她喜欢的书了，但实际上，玛丽却不得不学习俄国人规定的那些教材。
每天早上，她都穿着白领浆得笔挺的蓝色制服，左手拿着装有笔记本的书包，连跑带跳地赶到学校去
。
上课时，她的神情专注得就像在跟谁生气一般，老是瞪大双眼盯着老师，好像担心漏听了老师的话似
的。
无论是法语、算术或历史，她的成绩始终遥遥领先；看起书来，即使周围嘈杂不堪，她也置若罔闻。
她的聪颖着实太令人惊讶了。
即使是艰深晦涩的诗，只要听过两遍，她就能一字不漏地照背不误。
有的同学认为这是巧合，于是又以各种诗来试试她，结果玛丽仍能背诵自如。
因此，同学们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聪颖过人的玛丽，做家庭作业只要花费别人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因此有太多空闲的时间，反倒使她
感到烦恼。
老师们很快发现，这个孩子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而且对学习抱有极其浓厚的
兴趣。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玛丽早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了极强的求知欲。
在班上，对玛丽最为关心的是她的数学和历史老师兼学监安多尼娜·杜芭斯卡小姐，人们喜欢称呼她
为“杜普希雅”。
杜芭斯卡小姐看起来有些古怪，总是穿一身黑衣，还常常板着脸，似乎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满意。
可她看玛丽的时候，眼神里总含着深切的关爱，因为在班上，玛丽虽然比其他同学要小两岁，可她一
上学就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和智力，她所有学科的成绩在班里总是第一名。
杜芭斯卡小姐虽然表面上很冷漠，其实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知识女性。
只不过亡国奴的身份使她不得不把这种火一样的热情隐藏在冰冷的外表下。
但是，一到上历史课的时候，杜芭斯卡小姐就会变得神采奕奕，常用波兰语给孩子们讲述波兰的历史
和文化。
每到这时，教室里便会出现一种神圣、崇高的气氛，孩子们都变得十分激动。
因为政府禁止学校使用波兰语，所以无论是讲课的老师还是听课的学生都要有足够的勇气。
努力争取这种能用本国语言说话的时刻。
杜芭斯卡小姐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同学们。
波兰的历史是从波莱斯拉夫建立皮阿斯特王朝开始的。
在14世纪中叶。
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重新统一了波兰。
1596年，华沙成为了波兰共和国的首都。
但是现在，我们的祖国正遭受不幸，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园和祖先留下的遗产，我们的国家不能成为俄国的领地。
”一天，这位女教师正在带领孩子们复习最近学过的历史课。
玛丽被要求复述前几次课的要点，当说到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分割波兰的国王斯坦斯拉夫时，玛丽用激
烈的语气指责说：“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这是波兰的不幸⋯⋯”资料链接华沙波兰首都、历史名
城。
全国第一大城市华沙，是工业、贸易和最大的科学文化中心及最大的交通运输枢纽。
位于国内中部平原上，坐落在维斯瓦河中游西岸，面积450平方公里，人口165万，是中欧诸国贸易的
通商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繁华的地方。
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初已有居民，城市初建于13世纪中叶，1596年成为首都。
18世纪初起受外国统治达二百多年，1919年起复为波兰首都。
1920年人口即超过百万，为当时欧洲大城市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严重破坏，战后迅速重建。
工业部门繁多，以机械制造业最为著名，包括电机、精密机械、机床、飞机、汽车、农机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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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塑料、化纤）、纺织、食品加工等工业也很发达。
又是全国最大印刷工业中心。
设有波兰科学院、许多研究机构和学会，全国最大的综合大学等多所高等学校。
西北郊热拉佐瓦沃拉是音乐家肖邦的故乡。
当飞机抵临华沙上空，凭窗俯视，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
银波粼粼的维斯瓦河，如一条玉带环绕在华沙的腰际，雄伟的华沙古城屹立在河岸上，欧洲中世纪式
的红色尖顶建筑群鳞次栉比。
横跨维斯瓦河的铁桥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
条条热闹的大街两侧，房屋高耸，绿树成行，草坪连片，伸向远方。
整座城市犹如一艘停泊在绿色海洋之中的巨轮。
华沙这座世界名城，始建于公元13世纪，当时是维斯瓦河渡口上的一个中世纪市镇。
在波兰语中，华沙为华尔沙娃，传说一对叫华尔西和沙娃的男女恋人，勇敢地抗争国王的阻挠，最后
终于结成夫妻。
人们对这对青年恋人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后来简称为华沙。
1596年，波兰国王齐格蒙特·瓦萨三世将皇室和中央政府由克拉科夫迁至华沙，始定为首都。
在1655年至1657年的一场战争中，华沙遭到严重破坏，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又多次被异族占领和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沙这座美丽的古城遭到严重破坏，几乎被夷为平地，全城85％以上的建筑被
毁，那些富丽堂皇的古典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焦土。
有的西方人士曾经断言：“华沙不会重现在人间，至少一百年内是没有希望的。
”但事实作出了相反的回答。
1945年华沙摆脱战争后，便按原样重建城市，不仅保持了中世纪古城的风貌，而且兴建新市区，超过
了战前的规模和水平。
在重建过程中，保护和修复历史古迹的工作受到格外重视，战前市内九百多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几乎都进行了修复和整饰，那些昔日的宫殿、教堂、城堡等显得更加巍峨壮观。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说名人之居里夫人>>

编辑推荐

《图说名人之居里夫人:最伟大的女科学家》：图说名人。
跨越历史长河，感悟名人风采。
我只惋惜一件事：日子太短，过得太快。
一个人从来看不出做成了什么，只能看出还应该做什么⋯⋯——居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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