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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有四大发明（其中多项与化学有关）的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的化学？
为什么中国科学界尚无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即使没有这样的“远虑”，可能也有那样的“近忧”：为什么我的求学生涯充满困惑？
为什么我要学化学（史）？
　　唐太宗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或许，我们能从他人身上找到一些答案和启发。
因此，我们尝试编写了本书，以共同思考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未来。
　　本书以人物为主线，尽可能地还原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成长历程，以便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在缅怀
过去的同时思索自己。
本书共分为12讲（不含绪论）：中国古代化学、怀疑派化学家、化学革命、原子分子论、触电的感觉
、大师代代传、化学建筑师、化学地图师、女中豪杰、中国近现代化学、日本现当代化学和化学如诗
。
　　本书将化学史人事结合，化学史知识系统性强，内容浅显、新颖，构思独特，科学性、社会性、
时代性强，知识延伸范围广，体现了科学精神与艺术感召力。
　　本书除了具有“全方位观察化学家”的特色外，在编排（如文字格式、排版布局、索引设计等方
面）上还作了一些尝试，充分体现了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灵活性，以便读者更自由地思考。
即使本书只能达到简单的“抛砖引玉”之效，斯已足矣。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史人文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以化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为主线，根据其性格特点、成长历程、历史贡献等进行归类，阐述了化学
的发展历史，突出中国化学的过去与现在。
    本书共分为12讲(不含绪论)：中国古代化学、怀疑派化学家、化学革命、原子分子论、触电的感觉
、大师代代传、化学建筑师、化学地图师、女中豪杰、中国近现代化学、日本现当代化学和化学如诗
，涉及理论化学、应用化学、绿色化学、化学教育、化学工业等多个学科，以及文化、社会、哲学等
多个领域。
书后有主要参考文献、附录和索引。
    本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化学师范生、教育硕士，以及综合性大学、理、工、农、医等院校各专业
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中学化学教师、中学生，以及从事化学、自然辩证法等工作和科普工作的人员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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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在争论中常常越过界限，出言不逊或进行人身攻击，使李比希成了有名的好斗人物。
他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内心绝不是喜欢争吵，但是一到那样的时机，不知为什么就感到异常
兴奋，精神敏锐，从内心中涌现出一股力量，怎么也抑制不住了。
”这种急躁好斗的性格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损害了他的声誉及与同事之间的团结。
对此，作为莫逆之交的维勒曾做了大量的规劝和调解工作，对李比希的过火行为进行了诚恳的批评。
　　特别是李比希与贝采里乌斯因争吵而导致关系彻底破裂，曾使维勒深感遗憾。
一方是毕生最崇敬的老师，一方是手足与共的挚友，这其中的苦衷是可想而知的。
维勒曾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信给李比希：“自己也不知道还应做些什么，你们之间终于破裂了！
并且以无法饶恕的敌意而相互反目。
可是从我这方面来说，一位是我永远尊敬的老师，一位是我永远热爱的挚友。
我对待你们的立场跟以前毫无改变。
关于这一点请特别牢记⋯⋯”这充分体现了维勒善良公正的思想品质。
　　在维勒苦口婆心地规劝下，即使那样好斗的李比希也不能不为朋友的真情而感动。
李比希曾深情地说：“我们两人在同一领域中工作，竞争而不嫉妒，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这是科学
史上不甚常见的例子。
我们死后，尸身将化成灰烬，而我们的友谊将永存。
”就这样，两人亲密合作，相得益彰，共同谱写化学科学的新篇章。
这种真诚无私的友谊已经成为科学家学习的楷模。
　　李比希和维勒44年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合作，不仅结出了累累硕果，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而且尝到了一般人体验不到的人生意义和欢乐。
他们在工作中互相鼓励和支持，把对方的工作当成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在生活中也总是互相关心，相
互尊重，在帮助对方的同时，又总是不断地从朋友那里汲取知识和力量。
因此，无论是他们身处逆境还是事业顺利的时候，从不感到孤独和烦恼，都能够感到来自对方的温暖
和支持，从而信心百倍地不断开拓进取。
　　按照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李比希和维勒是属于不同类型的科学家。
前者富有幻想，不拘一格，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属于浪漫型的科学家；后者则思维谨慎，擅长实验研
究，属于古典型的代表。
在性格上两人也有着天壤之别，李比希性情急躁，直言不讳，是一位勇猛好斗的学者；而维勒则温厚
善良，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几乎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吵。
这么两位在研究风格和性格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化学家何以能团结得像一个人，建立了如此牢不可破的
友谊？
这曾经使一些化学史家感到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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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人为本”，包括绪论和12个专题，以化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为主线，根据其人格特点、成
长规律、历史贡献等进行归类，从古到今阐述化学的发展历史，并相对突出中国化学的过去与现在。
本书体系新颖，知识面广，反映了化学学科发展概况，以中国为本，处处体现爱国情感和科学精神，
文理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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