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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人类迄今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也是科学技术发展演进和日益显示巨大威力的历史：人们生产工具的
改进，对自然之谜的破解，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一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高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正在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
的最活跃的因素，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一个空前规模和意义深远的科教新高潮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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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我国现代知名科普作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商务
印书馆、开明书店当编辑。
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贾祖璋成为这一栏目最早的作者之一
，著有《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等20多种科学小品集，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鸟类和
其他生物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贾祖璋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在主持编辑科普读物和
《科学大众》等多种科普期刊的同时，还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副刊撰写科学小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
贾祖璋在年近八旬之际，写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连同《南州六
月荔枝丹》等，被收入初、高中和大专语文课本。
贾祖璋的作品，曾多次出版过选集、文集和文选，2001年9月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五卷本的《贾祖璋全
集》问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花鸟虫鱼与文学>>

书籍目录

总序杨牧之代序章道义代序贾柏松第一编 科普范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蝉兰和兰花第二
编 花与文学一树独先天下春梅块石艺灵苗银花玉雪香我爱桃花杜鹃啼处花成血四时长放浅深红含笑说
含笑翠叶冰花淡不妆云想衣裳花想容红药当阶翻石榴半吐红巾蹙紫薇长放半年花金凤花开色最鲜醉里
遗簪幻作花吴刚捧出桂花酒芙蓉生在秋江上繁花疑自月中生山茶花开春未归蕾破黄金分外香第三编 鸟
与文学燕黄鸟画眉翡翠杜鹃鸬鸠（布谷）布谷处处催春种鸠⋯⋯第四编 素描 珍话 碎锦选编后记 章道
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花鸟虫鱼与文学>>

章节摘录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还需要用物理学原理来解释。
太阳光经过三棱镜或水滴的折射，会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
这七种颜色的光波长短不同，红光波长，紫光波短。
花青素在酸性液中会反射红色的光波，我们便感觉到是鲜艳的红花。
同样，花青素在中性液中反射紫色的光波，在碱性液中反射蓝色的光波。
胡萝卜素有不同的成分，便分别反射黄色光波或橙色光波。
白花不含色素，但组织里面含有空气，会把光波全部反射出来，所以呈现白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还有它生理上的需要。
光波长短不同，产生的热效应也不同；红、橙、黄光波长，热效应大；蓝、紫光波短，热效应小。
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一般都比较柔嫩。
在野生状态中，在阳光强烈的地方，红、橙、黄花反射了热效应大的长光波，不致引起灼伤，有保护
的作用。
在树林下、草丛间，阳光弱的地方，蓝花反射短光波，吸收微弱的热效应大的长光波，对它的生理作
用有利。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从进化的观点来考察，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裸子植物的花是原始的形态，都带绿色，而花药和花粉则呈黄色。
在光谱里面，与绿色邻接的，长波一端是黄、橙、红，短波一端是青、蓝、紫。
我们可以说，花色以绿色为起点，向长波一端发展，由黄而橙，由橙而红；向短波一端发展，是蓝色
和紫色。
红色的花最鲜艳，最耀眼，可以说在进化途程中是最成功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看，昆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亿万年前，裸子植物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昆虫还不多。
花色素淡，传粉授精，依靠风力，全部是风媒花。
后‘来出现了被子植物，昆虫也繁生起来。
被子植物的花有了花被，更分化为萼和花冠（花被和花冠通称花瓣）。
花瓣不再是绿色，而是比较显眼的黄色、白色或其他颜色。
形状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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