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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60年前，有人出了个聪明的主意——举办世界博览会。
从此，世界有了集中展示人类创造能力的国际盛会。
奥运会留下人类体能创造的记录，世博会展现人类创造智慧达到的高度。
一届又一届世博会，记录着人类走向现代的真实历程。
举办世博会以来的160年间，人类走出蒸汽时代，相继创造了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
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期经历三个时代的先例。
标志新时代来临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往往在世博会上为人们所知，继而化作推动社会前进的
巨大力量。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方式，许多都是当年出现在世博会上的新发明。
世博会是文明的里程碑，铭刻着人类的努力和向往。
我曾经看到1876年费城世博会留下的真实场景，与历史不期而遇的感受，至今难忘。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在费城举办了这届世博会。
当时邀请了37国参展，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美国人珍藏了这些展品，庆祝独立200周年时，挑出其中一万件，在美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西方完全是这次世博会的主角，展品有刚刚问世的电话，披着美国国旗的发电机，门类齐全的机床，
各式各样的机械调速器（当时还没有电子技术，只能用机械的办法使动力系统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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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被各种发明围绕，这些大多产生于一百多年来的科技发明完全改变了地球的模样，
甚至我们的生存方式，而它们几乎都在世博会上留下了印记。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蒸汽机和电力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影响；航海、铁路、航空、汽车，这些运输手
段对人类迁移方式的改变；电报、电话、电缆、光纤等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对世界的改造；建筑的演
进和诗意的表现，让那些美丽而实用的建筑体成为地球上最独特的风景；一代代勇士为探索太空做出
的卓绝贡献，让人类的视野远超出地球，也让人类对未来的生存空间有令人振奋的猜想；人类拥有各
种精妙的发明，更在20世纪有了前所未有的对于环境危机的“发现”，从此在科技的高歌猛进之中开
始反思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    科学家和发明者，那些坚定地改变世界的人，有着超绝的智
慧，也充满澎湃的激情，在作者赵致真先生蘸满感情的笔下，呈现了发明者悲喜交集的故事，让人感
伤、感动和感慨。
这本书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深微细致的考察，那些可能被读者一扫而过的数字背后，有着他在海量原
始资料中核对、辨别的艰辛，本书中呈现的数百幅精选图片，让人看到珍贵的历史瞬间，很多图片非
常宝贵，为国内同类图书之仅见。
作者这种缜密的科学态度，既是对这本书所提倡精神的实践，也是对人类科技史上先辈们的致敬。
    这本书不是简单的世博会的历史，而是一部借助世博会的历程展现的简明的科技史，对近代文明的
整体观照，又让它的立意超越了科技本身，而是对人类智慧、人性和未来的追问和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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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致真，1943年生于河南，高级记者，首批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现为中国科技新闻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科普电视栏
目《科技之光》主编。
1999年被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1999年获意大利普里莫·洛菲斯国际科普奖，2003年被香港科技
大学聘请为“包玉刚杰出访问艺术家”，200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2008年被评为北京奥运
会先进科技工作者，2008年被推荐为“全国10位传播科技优秀人物”候选人。
 
    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68年分配到山西煤矿工作。
1986年任武汉电视台台长，撰写和编导科普电视片《欢迎你哈雷彗星》、《我们应该长多高》、《当
我们站起来之后》、《怪坡揭秘》、《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凯丽阿姨讲科学》(100集)、《追
寻永乐大钟》、《守护敦煌》、《方兴未艾转基因》、《我们的宇宙》等，多次获国际和国内大奖。
发表过长篇科普散文《我们的灵与肉》、《怎一个老字了得》等，并著有大量科普论文，编撰《科海
放谈》、《科学家你好》等图书作品。
多次担任各类国际科学电视节评委。
1995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创办大型科普栏目《科技之光》。
2008年主持制作大型科普电视片《科技与奥运》(35集)，出版图书《奥运中的科技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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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电流战争：直流和交流之战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对于电业发展的影响难以估量。
不仅因为电在这届世博会上头一次独立门庭，建造了庞大的电力馆，也不仅因为煤气灯第一次退出舞
台，完全使用了电力照明。
芝加哥世博会重要的背景是，直流电和交流电正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电流战争。
交战双方旗鼓相当，直流电一方是“发明之父”爱迪生和新组建的通用电气公司，交流电一方是初露
头角的塞尔维亚移民科学家特斯拉和实力强大的威斯汀豪斯公司。
芝加哥世博会照明竞标成为两厢的战略博弈。
通用公司将报价从最初每盏灯18.49美元一直砍到5.95美元，总额从170万美元下降到不足45万美元，此
后便再不让步。
威斯汀豪斯公司则孤注一掷，断然以低于40万美元的报价赢得了世博会的照明权。
合同于1892年5月23日正式签订，芝加哥世博会就此成为交流电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葛底斯堡战役”。
电流战争应该说是爱迪生首先发动的。
自从美围有了电灯，直流电便是唯一的国家标准，爱迪生的地位不容挑战。
但直流电的弊端日益明显，由于电能在传输过程中的巨大损耗，发电厂只能覆盖1.6公里内的用户，为
了减少电阻必须不断将铜线加粗。
纽约市到处可见沉重下垂的电缆和密如蛛网的导线。
1881年爱迪生在纽约珍珠街建造的第一个发电站仅供60盏灯照明。
1888年爱迪生公司总用户为112万盏电灯，而不同功率的发电厂就达17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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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精彩、厚重的原创性科普作品。
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哲理著名科普作家、中国科性和艺术性，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也是“大
科普”观念的成功实践。
　　——金涛 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我们的教育强调创新，但相对忽略传承。
这是中国难以产生大师的重要原因。
《造物记》对近代文明进行整体审视，让人耳目一新，是展现科技创新与传承的史诗。
　　——武际 可北京大学力学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原副理事长我用8个字概括这一作品——美不胜收
、妙不可言。
没有执着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是创作不出这样的作品的。
《造物记》再次印证了那句话：“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
”　　——卞毓麟 著名科普作家、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造物记》是科普
精品，展现了世博会的厚重内涵，深化了对世博会的认识，而不仅是表面的热闹与精彩。
它生动揭示了为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徐九武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原《科技日报》总编赵致真其人，类型独特，仅以若干
形容词难以捕捉他的形象。
从分类学角度，他不在固定的纲属科目里，需要为赵致真单独发明一个词条。
这么有趣的人写书，难得的是既天马行空，又具备学养深厚的内在严谨。
从《造物记》中可以看到，考古学家对资料的充分耐心和丰沛想象，数学家对目标的执着热情和简洁
逻辑，化学家那巫师般的魔法能量和调配精度⋯⋯以及，观测星象的望远镜后面。
天文学家所涌起的由衷的骄傲与敬畏。
我觉得，唯有天真与狡黠并存，才能形成科学家式的智慧——那种从孩子和神明那里盗取来的、人类
最为宝贵的力量。
阅读赵致真的文字，我能感受到梦想、激情、旺盛的好奇心，还有这种智慧的力量。
　　——周晓枫 作家这是一部杰出的原创性科普作品，会让青年人在若干年后更体会到它的教益，同
时告诉青年科普作者，该如何学习前辈科普作家刻苦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
　　——姬十三 科学松鼠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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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造物记: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简约科技史，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人类最慷慨的分
享，科技最感人的豪放和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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