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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前言

化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五彩缤纷，五光十色。这里有烟花燃放时绽放的绚丽火焰，还有晶体折射所
形成的绚丽色彩变化。一些化学键断裂后又形成新的化学键，就如同万花筒中的奇妙景象。获取化合
物就像在玩一场令人着迷的游戏。思考周密的逻辑链条可以让我们洞察过程本身，感觉就像同大自然
进行一场特殊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研究者提出问题，然后根据所得到的答案再列出下一个问题。但
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一定要提出正确的问题。化学家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以及取得的成功，就好像
亲历一场盛大的狂欢。    如果能够见证成功那一刻的绚烂华美，那么再繁杂的日常工作也能让人心情
舒畅。化学家们其实早就具有各自的审美眼光，只是基于某些原因，鲜有表达而已。关于这一点，在
本书上册的“思考、探索、发现”中作了介绍。    什么样的化学元素最重要？哪些物质最为有用？如
果举行一场特殊的竞赛，答案一目了然。    获取新的物质，探究新物质的属性，这既需要付出艰苦努
力，也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它们与研究者自身的命运密切相关。关于这些内容，读者可以在本书下
册的“化学元素和分子的命运”中获悉。    科学的发展可以解决许多早先让人感到束手无策的问题。
人们发现，研究者选择了一条似乎毫无意义的探索之路，但是最终却取得了突破性的科研成果。错误
与失败固然令人沮丧，但有时这种看似可笑和愚蠢的失误同样值得关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书下
册的“化学故事集锦”中将会涉及。    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尽管这些规律是基于一种平常的合
理认知，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规律却不同寻常。另外，在追求真理、探明真相的过程中，科学
一直在同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进行斗争，而斗争的过程也锤炼了科学自身。本书下册的“科学之路崎岖
不平”中对此进行了讲述。    本书下册的最后会带给读者很多愉悦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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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内容概要

化学——这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以及变化规律的科学。通过了解化学知识，您可以知道许多日常
生活中的奥秘。看似枯燥乏味的化学分子式，其实蕴含着缤纷多彩的大干世界！
    《趣味化学》(作者米·莫·列维茨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实例，向读者娓娓讲述妙趣
横生的化学知识，其中既有人类在化学领域思考、探索和发现的艰辛历程，也有日常生活中化学知识
的各种实际应用。
    作为介绍化学知识的科普读物，《趣味化学》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巧妙融合，通俗的语言加上形象的
插图，可以让读者在了解化学知识的同时深深喜欢上这门学科。
    本书适用于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对于大、中学教师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普通读者阅读
本书同样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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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米·莫·列维茨基 译者：谢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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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书籍目录

前言 思考，探索，发现 不要急于做实验 化学家的空间想象力 化学美学 聚合化学的特殊任务 元素周期
表的新思考 大自然更喜欢偶数 寻找规律容易吗？ 万能的弱化学键 分子树 神秘之词——“机制” 科学
写生画 化学元素和分子的命运 宇宙中的有益“砖石” 哪种化学元素最重要？ 三个杰出的分子 无烟火
药 碳的命运 对症的药物 沉睡一个半世纪的发现 欢庆胜利的华尔兹 美丽定格于瞬间 化学故事集锦 玩
笑并不妨碍成功 学生驳倒老师 看似真理，实则谬误 粗心出大错 发现始于偶然 曾获诺贝尔奖的禁用药
物 为什么许多人不喜欢化学？ 一切皆有可能 并非徒劳无益的工作 炼金术士梦想成真 持续半个世纪的
错觉 不要随波逐流 每个摄影师都知道 科学之路崎岖不平 门捷列夫与招魂术 为后人做出表率 与信仰作
斗争绝非易事 古老的迷惑今犹在 存在多少场域？ 真正的发现不会被错过 奇迹还是骗局？ “奇迹”从
来都不缺少 应当认真思考 幻想与现实 自然科学定律 不要急于修改定律 化学与魔术 科学道路上的泥潭
与沟壑 伪科学无处不在 化学领域的伪科学 伪科学正在侵蚀大众 真正的科学发现是如何产生的？ 科学
发展中的人为障碍 科学正在走进生活 接受同行的质疑容易吗？ 让我们轻松一下吧！ 人文化学 经验之
谈 我们尚未发现的美丽 结语 译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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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某些新定律的发现一般都是基于大量的实验积累。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都需要始于
实验，有时先思考一下，然后再通过实验来确定自己的推断是否准确，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前辈研究者所掌握的事实已经很多，需要的仅仅是对其规律的认识，以便随后严
谨地描述这一规律。 前人的研究成果往往作为化学原理在教科书中被归纳总结出来。但是，成果的研
究过程却比成果本身更耐人寻味。因此，在科学探索中，将逻辑与直觉结合起来，这种研究手段毫不
逊色于当代研究者的研究技巧（有时甚至超过它们）。 首先训练一下我们的想象力，解决一个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简单问题。一艘船以恒定速度沿着湖面从甲岸运行到乙岸，然后立即以同样的速度沿原航
线返回。这艘船以同样的速度沿着河面顺流而行，运行距离与湖面距离相等，然后再逆流返回到原点
。船在河面和在湖面运行的距离相等，但是所用时间是否相同呢？船速、运行距离以及河水的流速—
—这些都是未知因素。我们只知道，当船在河面运行时，如果顺流，则船速增加，逆流则船速减慢。
由于没有具体的数值，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靠推测。给人的感觉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船运行的时间应
该相等。如果给出距离、船速和水流等具体数据，然后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准确的答案。其实不用
进行任何运算，凭借推测也可以获得准确答案，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河水的流速等于船速，在
这种情况下，船顺着水流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但是永远不可能返回，因为逆流运行的时间将会无限
延长，而在湖面运行时，船却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可见，沿河面运行时间永远比沿湖面运行的时
间长。您或许觉得这样的答案过于草率，如果河水流动的速度不是很快，答案是否会不一样呢？不妨
具体运算一下，结果您会发现，无论水流速度和距离长短怎样变化，答案都是一样。这个问题直接涉
及交通工具的运输问题。执行两点间往返飞行的飞机，在无风的天气下比有风时花费的时间要少。这
个因素在航空运输时必须考虑到，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燃油的耗费量。 凯库勒与苯化学结构 现在每个
化学家都熟知苯分子式，然而，化学家们也曾对苯的化学结构一无所知。迈克尔·法拉第于1825年率
先从照明用的气体冷凝液中分解出了苯。埃·米希尔里希于1833年在其实验室里进行了苯酸热分解。
这两件事情在化学史中只是很普通的事件，但是，苯的化学结构的确定却被认为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
事件之一，具有里程碑意义。弗里德利希·凯库勒于1865年提出的著名苯分子结构式，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成为有机化学的标志。1965年国际化学界举行了纪念苯化学结构确定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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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后记

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本书所讲述的内容。乍一看去，将如此庞杂的信息和大量的故事汇集到一本书里
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们采取的是粗略介绍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完全可以讲述化学领域
的方方面面。    阅读此书，您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化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经常可以从严肃的框
架中挣脱出来。在一些中学的化学教科书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小章节，题目就叫“你知道吗？”在这些
章节中讲述的都是一些有趣的化学现象。    在大学教科书中，这种方法也经常使用。为了增加所述内
容的趣味性，作者经常讲述一些化学现象。由威廉·雷米主编的普及率很高的教科书《无机化学教程
》中，这种讲述几乎占全书的一半，而在《有机化学》教科书中情况也是如此。这一传统可能源于门
捷列夫的著作《化学原理》，在这部著作中，用花体字印刷出来的注解文字占了这本书的近2／3。    
化学中有大量的信息和现象，很难将它们归到哪个体系中。例如，碘化铅从水溶液中结晶，形成—个
非常美丽的金盘，铜盐晶体落进硅酸钠溶液后会长出蓝色的多枝的树状物。或许，化学的奥秘就蕴含
在这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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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

编辑推荐

《校园科学实验:趣味化学》适用于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对于大、中学教师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普通读者阅读《校园科学实验:趣味化学》同样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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