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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人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
”头上的星空，可以理解为大自然。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大自然的探索，也没有停止对自身的认识和提升。
大约在500年前，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开始萌芽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技术的大量使用，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解放，科学体系逐步建立，科学的方法逐步完善，科学的领
域逐步扩展。
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得到发扬。
科学发展的过程是十分曲折艰难的，科学家的研究和工作也不都是会得到掌声和鲜花，在探讨大自然
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也常常要和固有的陈规陋习发生冲突，有时甚至
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这些过去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样感人至深。
当今的年轻人学习负担很重，在学习大量教科书的同时，也应该从课堂里走出来，放松一下，看看课
外图书，学习一些科普知识，提升科学素质，开阔视野。
让科学为我们的人生增添一些亮色。
这些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初衷。
这是一套大型的科普丛书，我们力图在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上下功夫。
使这套书成为一部全方位启迪人生智慧的生动教材，化为一曲有关科学的绚丽多彩而又妙趣无穷的华
彩乐章。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全方位地展示科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及科学家的完整形象，尽量避免像教科
书那样平铺直叙地展现科学技术的“一般知识”。
那样做不但枯燥无味，而且会使许多科学发明发现的漫长、曲折、艰辛的荆棘之路，被夷为短捷、直
线、轻松的鲜花坦途；科学精神、科学信念、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都没有了踪影。
这套丛书，我们尽量不用平淡的实录和乏味的说教，而是用或波谲云诡、动人心魄，或悬念迭起、引
人入胜，或山重水复、云遮雾障，或柳暗花明、烟消日出的故事，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领略到
科学的神奇魅力。
这套丛书，尽量不用枯燥的笔调、华丽的辞藻、冗长的堆砌，而是力图简介，同时把大量的诗词格言
、民间谚语、趣味谜语、流行歌曲等镶嵌在书中。
这样，读者既可以领略到科学的严谨之美，又充分享受到浓浓的人文关怀。
这套丛书，不仅是科学史的“录音机”和“录像机”，还是现实的“摄像机”，我们尽量把握时代的
脉搏，把最新的科技进展收入到书中。
这套丛书，我们不仅展示了科学家们光辉灿烂并大气磅礴的“正面形象”；同时还展示了一些“背面
”的缩影(有时是“阴暗”的)，例如他们的彷徨与呐喊、失误和悲剧，甚至是一些错误。
然而，这些使他们“大打折扣”的“阴影”，丝毫不会掩盖他们的功绩，反而让人体验到他们“有血
有肉”的黎民本色和历史局限，因此更加亲近与真实。
这本身也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种体验，也许有利于拉近这些科学伟人和我们“凡人”之间的距离，坚定我们未来攀登科学高峰的
信念。
让我们一道聆听那动人的科学乐章，登上科学的天梯，步入科学的殿堂吧！
陈仁政2008年3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失误故事>>

内容概要

阅读科学经典，打开科学大门，回看科学历史，解读科学奥秘！
    本书编入科学历史上几十个各领域有关失误的故事，在科学史上，失误与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但
“历史使人聪明”，我们应该能从前人的失败和失误中得到启迪而有所收获，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勇
往直前。
     比起成功和胜利的喜悦，失败和失误是令人不快的。
然而，科技史告诉我们，许多成功者都有过大量的失误或失败。
 本书编入科技史上几十个各领域有关失误的故事，意在引起人们的警觉，从而减少失误；这些故事内
容翔实、史料丰富，展现出科技发明发现曲折、崎岖的道路，真善美与假恶丑径渭分明、引人深思、
给人启迪，能让人在顺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逆境中百折不挠，从而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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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仁政，1943年生于重庆，曾从事多科中学教学。
在《数学通报》《中小学数学》《数学教学通讯》《物理通报》《物理教学》《中学物理教学参考》
《物理教师》《中学物理》《中学物理教学》《物理实验与仪器》《物理教学探讨》《化学教学》《
知识就是力量》《世界发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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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拭拂明星去微尘——新星这样露头角2  布洛赫解错题的启示——“小问题”疏忽不得3  “大厦”建
成了吗——大师们的盲目乐观4  从德谟克利特到欧拉——颜色是怎样产生的5  重物比轻物落得快吗—
—流传了两千年的谬误6  牛顿的“上帝”——“第一推力定律”7  “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大爆
炸”面前的遗憾8  磁石有灵魂吗——从泰勒斯到吉尔伯特9  铁块为何被震掉——真空中磁铁不吸铁
吗10  推迟发表的库仑定律—----卡文迪许埋没的成果11  在蹉跎的岁月里_。
。
。
—电磁感应门口的遗憾12  发明大王忽视新现象——爱迪生无缘“热电子发射效应”13  是“纸上的发
现”吗——讥笑难扼电磁说14  能用电波通讯吗——电磁波发现者信手扔“宝”15  他和电子擦身而过
——赫兹的遗憾16  从阴极射线到光电效应——他本应四次获奖17  利用原子能荒唐吗——几位“权威
”不权威18  名家将机会留给查德威克——中子面前的失误19  有眼不识正电子——从小居里夫妇到评
委的疏漏20  是“超铀元素”吗——走到核裂变门口的时候21  “弱电统一”面前的遗憾——从狄拉克
到程开甲22  吴健雄“榜”上无名——“宇称不守恒”评奖的遗憾23  古罗马帝国为何灭亡——无形杀
手铅污染24  贝采利乌斯和奥桑的遗憾——“让”给克劳斯的钌发现权25  当他人支持自己的原子论时
——视友为“敌”道尔顿26  新符号面前的“拒绝”——道尔顿故步自封27  半世纪后方认可——分子
论面前的失误28  助手偷工作假——莫瓦桑误得“人造钻石”29  评委总是有理——元素周期律的遗
憾30  从“英雄”到“罪犯”——氟利昂这样浮沉31  DDT破坏生态——诺贝尔奖评委也有责32  灰狼、
腐叶和狐蝠——生态灾难人自作孽33  “五祖马尾”是如何枯萎的——不可忽视的动物入侵34  从“紫
色恶魔”到“美丽杀手”——不可忽视的植物入侵35  “幸福草”不幸福——从容应对“侵略者”36  
“文明青年”能改变愚昧吗一一达尔文操之过急37  成果埋没卅五载——盂德尔遗传规律38  埋没32年
的成果——巴巴拉遗传规律39  转基因工程的失误——始料不及的副作用40  从李时珍到布特列洛夫—
—大不过“锅”的“烙饼”41  “高学历”为何不治身亡一一滥用抗生素酿苦酒42  寄生虫致癌吗——
菲比格误得诺贝尔奖43  切脑额叶能治精神病吗——仓促评奖酿悲剧44  幸亏罗斯活到九旬——诺贝尔
奖最高龄得主的季军45  何不一视同仁——“胰岛素”评奖中的不公46  维C不是万应灵丹——“始终都
对”的鲍林也犯错47  为何歧视东方女性——“断裂基因”评奖中的不公48  政治交易不能算数——谁
最先发现艾滋病毒49  艾滋病连天花病——领先八年又如何50  九年视而不见——一朝疯牛酿灾51  “民
族英雄”变“国耻”——黄禹锡造假风波52  电话不敌邮差吗——专家未必内行53  复印机面前的憾事
——功败垂成卡尔森54  飞机和火箭发明的前后——一群名流的噪音55  “要自动投票机吗”——“我
们最不欢迎”56  坦诚引来成果埋没——从史密斯到鲁斯卡57  福尔摩斯的“科学”——柯南道尔的疏
忽58  天才停在图纸上——达·芬奇兑现不多59  原子存在与保温瓶——信息失灵闹笑话60  “威治”还
是“尼治”——翻译家们的失误61  眩目灯光考验眼光——电灯不是气灯的对手吗62  汽车难行英伦路
——荒唐的“红旗条例”63  花生、飞蛾和炼钢厂——盲目“输出”得不偿失64  “软件之母”埋下的
“定时炸弹”——“千年虫”65  千年之交的误区——人类的“千年之交病”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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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
”科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一些并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的崛起，是从纠正名人的失误开始的。
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这种故事：华罗庚(1910～1985)指出苏家驹的失误，被熊庆来(1893～1969)赞赏；
陈景润(1933～1996)为华罗庚拭去微尘，被华罗庚推荐给中国数学界⋯⋯1824年，挪威数学家阿贝
尔(1802～1829)证明了一般四次以上的代数方程不能用根式求解。
约100年后，中国学者苏家驹用了数年苦功，致力于五次一般代数方程的求解，终于“得到”否定阿贝
尔定理的结果。
他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发表在《学艺》杂志1926年第7卷第10期上。
1924年，华罗庚考取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会计，但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回到江苏金坛县的老家，帮
父亲在只有一间小门面的“乾生泰”杂货店里干活、记账，并继续学习数学。
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母校——金坛中学的校长兼数学老师、翻译出版了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1265
～1321)的《神曲》等名著的著名翻译家兼数学家王维克(1900～1952)，介绍他回母校当会计，并兼任
初中补习班的数学教员。
就在这一年，华罗庚在王维克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刻苦钻研下，发现了苏家驹的失误，并写出论文《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
王维克帮他修改，并亲自推荐给上海的《科学》杂志，发表在1930年第2期上。
这是华罗庚发表的首篇数学论文。
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科学》上看到华罗庚的论文之后，倍加赞赏，并在1932年秋派人拿着
照片到北京火车站把华罗庚接到清华，安排在数学系当助理员。
从此，华罗庚就开始崭露头角。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的时候，发现学生刘光很有才华，就经常指点他读
书、研究。
后来又和另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
有一次，并不富裕的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
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之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熊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我十年
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
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分析苏家驹的失误，对我们有两点有益的启示。
首先，苏家驹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在推导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五次一般代数方程的根式解中的失误，
并不是犯了某个大错误引起的，而仅仅是一处不起眼的小小错误引起的。
这有点像下棋中“一着既错，满盘皆输”。
这种例子在数学史上不胜枚举。
1988年，在德国波恩的日本人YoichiMiyaoka声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但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就发现了
他的证明因为一个小漏洞而“满盘皆输”。
所以，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撰写科学论文等活动中，必须十分小心谨慎，重视每一个大的或小的环
节，不能因为“大方向正确”而忽略那些“细枝末节”——否则极有可能“满盘皆输”。
其次，经过严格的逻辑证明的数学理论，是无懈可击的——除非证明中所依赖的基础本身存在问题。
阿贝尔定理就是这种经过严格证明的理论。
苏家驹是知道阿贝尔的证明和定理的，因此，要否定它就应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所以，多少有些草率，是苏家驹失误的重要原因。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打算怀疑那些基础正确、又经过严格逻辑证明的理论，首先应该对自己打“
？
”——现代科学的两大来源之一，就是“认真分析和逻辑演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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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提及王维克的其他培养、关照华罗庚的事迹。
这位“伯乐”，从华罗庚涂改的作业中发现了他广阔的思想和积极思考的精神，就把他带到自己家中
看自己的藏书。
王维克对他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给他加了许多课外的内容。
当王维克在前述介绍华罗庚到金坛中学工作的时候，曾有人向教育局长告状，说王维克“用人不当”
。
一时议论纷纷，王维克因此愤然辞职。
华罗庚18岁结婚之后，金坛蔓延的瘟疫使他染上伤寒，王维克经常去探视，以致也被染上伤寒。
可以说，没有王维克的培养和关怀，就没有华罗庚成为大数学家的那一天。
有趣的“巧合”是，苏家驹和华罗庚的故事，惊人地被华罗庚和陈景润“克隆”。
1954年，21岁的陈景润写了置疑《堆垒素数论》的论文《塔内问题》。
1955年，华罗庚收到素不相识的陈景润的来信。
信中说，我精读了华先生的《堆垒素数论》之后，就其中关于塔内问题的几个地方，提出了一些改进
意见，并说：明星落下的微尘，我愿帮你拭去。
信中还附有论文《塔内问题》。
原来，华罗庚在1941年写成《堆垒素数论》一书之后，在他1945年访苏的第二年4月在前苏联科学院出
版，1953年又出了中文版。
这本书出版之后，华罗庚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普遍赞赏，书中的许多结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没有人
提出其中还有需要改进或者失误之处。
现在，想不到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无名小卒”竟持异议，这似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胆大妄为”
之举，可以不屑一顾。
但是，华罗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了这封大胆而坦率的陌生青年的来信之后，并没有因为看到一些
否定他的结论而暴跳如雷或置若罔闻，而是如获至宝。
他兴奋地说：“这个年轻人真有想法！
”接着，就向全国数学界推荐陈景润，建议数学会邀请他来北京参加学术会并宣读论文。
1956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数学讨论会，华罗庚在会上宣布了上述陈景
润的有关消息，公开让自己书中的失误“曝光”。
这一意外之举令全场震动，旋即掌声经久不息。
其后，华先生还把陈景润从厦门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他继续研究数
论。
最终，造就了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1+1”)上取得“1+2”成果的一位大数学家。
这个成果，在1973年《中国科学》杂志第2期上正式发表。
而吸引陈景润研究“1+1”的，是他的数学老师沈元。
1949年，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上高二的时候，知识渊博的沈元生动地给他们讲述了著名的“1+1”。
“有趣”的是，华罗庚在塔内问题上的错误，并没有减弱他和《堆垒素数论》的光辉。
而是恰好相反，给这位大数学家平添了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正视自己的错误，让自己的悖谬点亮真
理的明灯，照亮科学之路；并由此为指出自己失误的后人架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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