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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之路：新编化学民展简史》共分6章，从化学发展的历史长卷中剪裁出一些较为重要的片
断，对古代化学、近代化学和现代化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一些重要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
形成，以及著名化学家对化学科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述。
《化学之路：新编化学民展简史》主线清晰，既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又凸显科普性和趣味性
，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化学之路：新编化学民展简史》既可作为高等学校进行化学素质教育的通识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大
众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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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承志，教授。
中共党员，民盟盟员。
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辽宁省教育评价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化学）、化学史和表面结构化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主讲结构化学、配位化学、化学教学论、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化学史、现代科技概论等多门课
程。
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编写《配位化学》、《科学教育的功能》、《中小学创新教育与教学研究》
、《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等著作及教材十余部，主编的《化学基础实验教程（上、下）》被评为辽宁
省精品教材。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获辽宁省“十五”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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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辑出版本章 结语第5章 阔步前进5.1 走进微观世界5.1.1 原子真的不可分吗?——原子结构秘密的揭
开5.1.2 “20世纪的炼金术”—一核化学的产生与发展5.2 坦途的新延伸5.2.1 古老学科的复兴——无机
化学新分支的形成与发展5.2.2 新兴学科的繁荣——有机化学分支的形成与发展5.2.3 现代化的“火眼金
睛”——分析化学的巨大变革5.2.4 更深层次的融合——物理化学理论的系统化5.3 再辟崭新疆域5.3.1 
聚合物时代的到来——高分子化学的诞生和发展5.3.2.揭开生命的奥秘——生物化学飞跃发展5.3.3 开发
第二个大自然——材料化学迅速崛起5.3.4 保护我们的家园——环境化学应需而生5.3.5 “要识庐山真面
目”——地球、海洋化学崭露头角本章 结语第6章 走向未来6.1 风景那边独好6.1.1 管中窥豹——现代化
学发展前沿概述6.1.2 推陈出新——基础化学的进展展望6.1.3 为民造福——应用化学的进展前沿6.2 肩
负神圣使命6.2.1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化学问题——绿色化学6.2.2 其他学科中的基本化学问题——学科交
叉中的化学本章 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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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如火山爆发、雷电轰击、长期干旱等，都可能产生野火。
对于这种天降灾难，开始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感到十分恐惧，相望而逃。
但长期的生活实践使他们逐渐感到火对人类还有有利的一面。
它能于黑暗中给人们以光明，寒冷中给人们以温暖；它能驱走猛兽，保护人类的安全。
更为诱人的是，偶尔吃了被火烧过的食物，感觉比生食味美可口。
这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人类慢慢开始从自然界的野火中引来火种，有意识地控制火、利用火。
人类用火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一百多万年前。
大量考古工作发现，距今一百多万年前，生活在我国云南的元谋人和非洲肯尼亚的切苏瓦尼亚人已有
用火的遗迹。
到了距今五十万年前，北京人用火已十分普遍。
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龙景山北坡猿人洞穴中发现了最厚近两米的灰烬层，这说明篝火连续燃烧时
间很长。
由于灰烬不是散漫于整个地层，而是一堆堆分布，表明并不是野火，而是有意识用火的结果。
如果说认识火、使用火使人类开始掌握了一种改造自然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还仅仅停留于必然王
国，尚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火这种变革物质的强大自然力。
因为天然野火并不是随时随处可得，常会由于一些难以抗拒的原因而导致火种熄灭。
为了走进利用火的自由王国，人类经过漫长艰难的探索和经验总结，终于找到了人工取火的方法——
摩擦取火。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明了人工取火？
这个问题无从考证。
不过这很可能与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过程中对木、石的加工有关。
例如，敲打石块时会溅出火星；钻木时木头会发热，甚至产生烟火等。
有了这些启示，又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人类终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五蠹》上说：“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普罗米修斯，就是冒着触犯天条的风险从天上偷火给人间的伟大英雄。
当然无论圣人还是天神，都是后世人们为称颂发明取火这一人类伟大功绩而编造出来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群体经过漫长岁月的伟大发明，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天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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