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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的智慧》主要内容：炼金术从巫术转为一种学术——这就是化学！化学不只是化学，化学是一
门中心学科，是跨领域的科学。生物过程和非生物过程，在化学这里相会！经济活动需要化学、海底
探索需要化学、太空探索也需要化学⋯⋯没有兴趣的努力会事倍功半，只有具有真正的兴趣、发自内
心的愿望才能指引你走向成功。学习的好与乐，就是愿意学、喜欢学。成功与成就的取得跟学习的早
晚、学习的长短并不成正比，真正的关键是你的兴趣所在。兴趣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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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锐，在读博士，自幼对有关化学的一切事物相当感兴趣。由于在化学领域里有其独到的见解，从事
科学研究以来，已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中发表过数篇论文。作者希望通过本书，为读者展现出通往化学
世界深处的几扇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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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化学的发展　　邃古之初——约30亿年前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生命的起源就是人们不
停探寻的一个主题。多姿多彩而千变万化的各种生命形式，是如何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在科学
诞生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世界各地一般都是一致的：世界之初，神创造了生命。古人的智慧完全
不能理解生命诞生的奥妙，只能将之归于神迹。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例外。也有人以为，生命的发生
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道”或者“因缘”创造了无生命的世界，也创造了生命。无论如何，人们都
认为，生物就是和世界同生的。　　自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发表《物种
起源》以来，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现代生物学已经知道，现存的生物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自然选择，
从一些简单的原始生物进化而来。但是，几十亿年前的这些原始生命又是从何而来？在这里生物学无
能为力，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化学。　　化学家们经过多年的探索，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大致的蓝图。
一百多亿年前，一些宇宙中的恒星陆陆续续化为璀璨的超新星（处于衰老期的恒星）。它们用生命的
代价为宇宙间添加了多种元素，令化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晃眼几十亿年过去了；在星云中，新的
恒星——太阳诞生了。随之一起诞生的还有太阳系的其他成员：行星、彗星等等；这当中也包括地球
。而地球刚形成的时候，几乎完全是炽热的。直到几千万年之后，地球才有了一个冷硬的地壳。　　
这之后大约10亿年左右，第一批原始的有机生命通过化学进化诞生了。　　著名的米勒实验证明，在
原始地球的环境下，有机分子会通过化学反应从无机物中生成。宇宙学家的观测证明，宇宙星云的辐
射环境中也能生成简单的有机分子。问题是，最初的生命必定没有那个著名的双螺旋结构（染色体）
来承载遗传信息；没有完善的蛋白就没有系统来选择性地合成；它们甚至没有一个能够抵御外界恶劣
环境侵害的外壳。那么它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它们又是怎样进化成现在这些生物的祖先的？对这个
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生物早期的进化过程必然完全是化学进化。
　　化学对晶体结构、大分子的自组织、小分子的相互作用等等方面的研究都为化学进化给出了一些
线索，也出现了一些假说。其中比较合理的大概有三种假说。　　一种是美国学者S·W·福克斯
（S.W.Francis）等提出的氨基酸缩合假说。他们认为原始海洋中的氨基酸可能被冲到火山附近的热地
区，经过蒸发、干燥和缩合等过程而生成类蛋白；类蛋白若被冲回到海洋，就可能进一步发生其他反
应，直到原始生命产生。另外一种是日本学者赤崛四郎提出的“聚甘氨酸理论”。他认为在原始大气
中产生的甲醛，能与氨气和氢氰酸等化合物发生反应，形成的氨基乙酰先聚合再水解，生成聚甘氨酸
，最后经过与醛类、烃类等发生作用生成不同的侧基，而不经过氨基酸步骤直接生成各种蛋白质。　
　这两种学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而笔者个人最喜欢的，则是英国学
者凯恩斯一史密斯（A.G.Cairns—Smith），曾在以色列的A·卡特恰尔斯基（A.Katchalsky）、英国学
者J·D·贝尔纳（J.D.Bemal）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黏土假说，认为导致生命出现的化学演变是在黏土
中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们发现，某些黏土有贮存和运送能
量的功能。这一发现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在著作《生命起源的七条线索》中对此理论进行了相当精
彩的阐释，这里就不赘述了。　　但黏土假说也和其他学说一样，并不能解释在生物进化之前化学进
化的全过程，也没有足够强有力的证据。因此，化学进化仍然尚未有人能获得决定性的突破。假如有
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相信诺贝尔奖必然是囊中之物了。　　无论如何，化学进化开始之后很多年，生
物进化开始了。经过大约30亿年的演化，在东非大裂谷，一种史前人猿开始从森林走向草原。化学和
人类的关系此时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火，火，火！——约800万年前　　要说什么化学现象给人类
的印象最深刻、对人类最为重要，那么答案是毫无疑问的——火。　　从化学上说，火是物质燃烧过
程中产生的发热、发光的现象。火焰则是高温下被电离的气体形成的等离子态物质的聚集。不过，古
代人类可不是这么看火的。　　火在人类很多民族的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古希腊，人们
认为是创造人类的神祗普罗米修斯从天上为人类盗取火种，使人类摆脱黑暗；在中国，有上古圣贤燧
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而古代印度和波斯人把火神奉为掌握世间一切的神明来敬拜⋯⋯种种传说都在
显示着，人类早已认识到火对于自身的重要意义。　　火和人类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大约一百几十万
年以前的东非大裂谷。那里是人类最初的家园之一。　　有一天，一只远古人猿偶然吃到了被火焰烧
熟的食物。不知道为什么，它觉得这食物比之前食用的生食可口得多。也许不久之后它又吃到了一次
，但是并不是每天都有天火给它做好烧烤。终于，对美味的渴求战胜了动物本能对火焰的恐惧。它主
动把食物放到火焰中加热了！　　人类祖先从此迈出了利用化学的第一步。　　食用熟食对于人类的
诞生意义重大。　　第一，自然界当中很多食物都是对食用者有毒有害的。比如，很多人爱吃的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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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含有氰化物（有毒物质）；海鲜当中常常有多种细菌和寄生虫等等。但是生物毒素在被火焰高温
加热之后通常都会发生化学反应而分解，致病微生物也由于蛋白质分子不能承受高温而死亡。于是，
通过加热，人类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食谱。从此人类比任何一种动物拥有更加丰富的食物来源。第二，
火焰提供的热量使得人类拥有了本身的生理构造所不具有的御寒能力。远古人类从此得以走出热带草
原，踏足广阔的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第三，熟食易于消化，为人类提供了比以前更丰
富的营养。这意味着可能发展出更大的脑容量，为智力的发展准备好了舞台。第四，除了人类，其他
动物都本能地对火焰抱有相当程度的恐惧。这使得人类可以利用火焰抵御猛兽，从而人类成为了第一
种没有天敌的动物。被捕食的压力减轻之后，体力的劣势在进化中不再是不可弥补的缺憾，形成以体
力下降为代价，换来智力上升的可能。　　尽管远古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化学从这个时候开始
，已悄悄走进了人类的生活。　　自从人类开始利用火之后，对化学的利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日益
增多。陶器、青铜器、铁器⋯⋯人们开始意识到，世上有这么一种“变化”的过程，可以改变物质的
属性。而火则是促成这些变化的一个有力手段。很自然地，有人就想到，是否可以利用火焰来随心所
欲地制造自己想要的东西？最早的化学研究者，也就伴随着这种想法的出现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化
学最初的印迹。　　贤哲的时代——公元17世纪　　这是强大力量中的最强者，它能超越所有精妙之
物，也能渗透所有坚固之体。宇宙就这样被创造出来。按照这一过程，从这独有之物中可诞生众多非
凡变化。　　——《翠玉录》　　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
，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抱朴子》　　从公元前11世纪开
始的几百年问，三个文明古国：希腊、印度、中国在互相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进
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会这样？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上至今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在这个时
代，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的哲学和数学开始了飞速发展；其他学科也开始萌芽。　　这些学科当中，
也包括化学。中国出现了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希腊出现了四元素说、原子论、本原论；印度出现了
四大学说（地水火风）等等。　　在黄金时代过去之后，有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理论上的描述，进而
动手实践这些关于自然变化的理论。他们从其他的学者中被人们区别开来，有着单独称呼。他们在西
方被叫做“炼金术士”，而在东方则被叫做“丹士”、“方士”、“练气士”、“术士”。　　无论
被叫做什么，这些早期的化学研究者被区别开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和其他学科研究者大不相同的是，
他们希望创造出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新物质。　　这种物质在西方被称为“Mage Stone”，贤者之石
。近年来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一部里面出现的“魔法石”就属于贤者之石。
据说这种石头如果使用得当，有两大功效：第一，它可以把接触到它的石头、金属等等变成黄金；第
二，它可以让人类长生不老。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在东方，方士们梦寐以求的神奇物质被
叫做“金丹”。如果服用得法，服用者将从此超脱生死。同时，炼丹也可以将矿物和金属转化为黄金
——或者白银。大概因为中国本土缺乏银矿，造成古代白银的地位较西方为高，所以会多出来白银这
么一项。发财和长生不老，人类的两大贪欲，真是地无分东西，人不别古今了。但这个一点也不高尚
的动机驱动下的活动，其结果却是全人类从中受益——自私之根上奇妙地结出了公益之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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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早前买了物理的智慧，见化学的降价就买一本，虽然旧了一点，但内容不错，还可以吧~~
2、女儿不太喜欢看，虽然对她应该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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