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地交通运输

最初的智慧——人力车和畜力车

人类不能像鱼类那样生活在水中，也不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
必须脚踏实地地生活在陆地上。因此，尽管很早就有了木筏和独木舟，但人
类在改进交通工具上的努力最初主要还是针对陆上交通工具的。

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并将自己从繁重的甚至根本无法完成的体力劳动
中解脱出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各种巧妙的工具，并驯服动物帮
助自己。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动物替人卖力，人就不用自己干了。直到今天，
当各种先进的运输车辆层出不穷的时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能见到人力
车，当然也能见到畜力车了。

我们知道：人力车不只是载重量比直接的肩挑背负大得多，而且也省时
许多。它是人类最早使用的车辆之一。但人力是极为有限的，所以不能像大
载重汽车一样安上几十个车轮，放上沉重的货物让人拉。一般的人力车也就
两三轮或独轮。

在我国，人力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公元前 1600 年的商代，已造出了辐
式车轮的两轮轻便车。秦汉时称人力两轮车为“辇”，一般为王公贵族所乘。
独轮车一般用于那些道路狭窄到只能容下一轮的地方。这种车在山区特别有
效，因而也特别常见。

说到近代的人力车，人们恐怕马上会想到骆驼祥子拉的人力车。拉起从
车厢伸出的辕杆，乘客便往后一仰，很舒服地躺在靠背上。这样的乘坐姿势
也使得拉车的人轻松省力一些。这种车源于日本，故称“东洋车”。现在，
在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兴起了人力车，只是现在所用的车都是脚踩的三轮。除
了拉人的人力车外，还有拉货的架子车和行李车。

有一种人力车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那就是自行车。虽名字叫自行车，但
不用力踩它，它自己是不会走的，所以叫它脚踏车是没错的了。

自行车最早起源于法国。1791 年，法国人C.西弗拉克在玩具木马上加装
两个木轮，乘骑者用脚在地面上撑动行进，称为木马轮。1817 年.法国人 K.
德莱斯发明了能转向的木马轮。1839 年，苏格兰人K.麦克米伦将轮子改为钢
结构，且前小后大，用连着后轮的脚踏板驱动。1874 年，英国人 H.J.劳森在
两轮车上安上链条、链轮等传动机构，用以转动后轮驱动前轮，并可改变链
轮的传动速比。这就成了现代五花八门的自行车的雏形。再往后，有了轮胎
和菱形车架，便有了现代的自行车。

自行车发展到今天，人们根据各种特殊的需要设计的各种类型的自行
车。除了常见的普通的自行车外，还有各种轻便自行车、载重自行车、赛车、
以及轮胎特制的山地自行车。还有车轮较小的适合妇女、儿童骑的小轮自行
车和无横杠自行车。总之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由于道路拥挤以及汽车带来的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等原因，自行车在西
方国家又重新流行起来。在我们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在广大的农村，从走亲
戚到逛街，人们已经习惯骑自行车而不愿步行了。

在城市的上下班高峰期，一眼望去，似乎是汽车在自行车和人的海洋里
爬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我们国家，一般人不要说买不起汽车，就
是买得起也没地方放、没地方开。而自行车相对来说有很多优点：方便个人



出门，对道路没有特殊要求，购置费用少，保养容易，不烧油，不排放废气
和制造噪音（那种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老爷车除外），同时，骑车也是
一种不错的锻炼方式。

虽然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但相比之下，荷兰的自行车交通却更为发
达。荷兰在 1890 年就修了世界上第一条自行车专用道，并在 1937 年在鹿特
丹的马斯河底修了世界上第一条自行车隧道。1980 年，荷兰平均每 1.6 人就
拥有一辆自行车。专用道路 3万多公里长，居世界第一位。

但是，人类既然驯服了动物，那么只要有可能，当然更愿意用畜力车了。
所以除了某些特殊的人力车如自行车外，人力逐渐为畜力所代替，再往后便
被各种机械动力车辆所取代。在没有汽车的时代，牛车和马车一直唱着主角。

在我国，春秋时代还培育出了比驴大而健于马的骡子，于是除了牛车和
马车之外，又有了骡车。

由于骡子力大，多用来拉货。载货的畜力车常见的有两轮的和四轮的。
由于所拉货物的轻重不同，通常拉车的牲口数也不同。车上有平板的或鞍式
货厢的，用来装货、也可载人。专供载人的在我国多为两轮。后来有一种四
轮的从欧洲传入我国，这种车装有固定蓬式车厢，内有座位，现已基本绝迹。
而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流行一种四轮马车，车厢采用悬挂式支撑，乘坐舒服。
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甚至有扮演今天的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的角色的马车。

今天，在工业发达国家，畜力车一般只用来怀古了。而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畜力车还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
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年轻人的宠物——摩托车

与今天用各种发动机驱动的交通工具相比，无论是人力车还是畜力车，
在速度和载重量上都是小巫见大巫。在今天各种新奇漂亮的动力车中，有一
种车以它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这种车就是摩
托车。

摩托车有两轮的或三轮的。那种带拖斗的三轮摩托车一般用于军队的摩
托化部队，现在的五花八门、性能优良的摩托车多是两轮的。用途十分广泛，
除了很方便地用于个人出门办事，还可用于执行巡逻、通信和客货运输等任
务。还有两项广为人知的用途就是用于比赛和作特技表演。

第一辆摩托车是 1884 年英国人 E.布特勒制成的一辆三轮摩托车。1885
年德国人 G.达姆勒制成了用单缸风冷式汽油机驱动的三轮摩托车。在此基础
上，法国、比利时等国先后制成了有实用价值的摩托车。自 19 世纪末以来，
摩托车的结构和性能不断地得到改进和提高。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五花八门
的用途各异、外形美观的摩托车。

二轮摩托车有越野型和公路型两种，越野型摩托车多装用单缸汽油机，
气缸排量一般为 125～400 毫升。在良好的道路上行驶时，时速可达到 150
公里。这种车适用的范围较广，经过改装可用作越野赛车。公路型摩托车一
般装有 2～4缸汽油机，气缸排量在 400 毫升以上。这种车在公路上行驶时，
车速可达到每小时 200 公里，适合长途旅行。这种车也可作为公路快速赛车。

随着摩托车制造技术的提高，摩托车的车型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小轮摩
托车和机器脚踏车。小轮摩托车结构轻巧，座位低，行业方便，特别适合在
城市内使用。机器脚踏车是融摩托车与自行车于一体的车型。安装有气缸排
量不大于 50 毫升的小型汽油机，同时又装有用脚踏驱动的机构。机器脚踏车
有的是专门制造的，有的就是在自行车上加装汽油机和传动装置而成的。

虽然摩托车的车型众多，但著名的摩托车生产厂家却并不很多。但就是
这为数不多的几家成功的摩托车生产厂家生产出了众多的世界级的名牌靓
车。在我国，最广为人知的并且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进口摩托车当属日本
产的“本田”和“雅马哈”。我国自己生产的“幸福”摩托车也正赢得越来
越多的人的青睐。

摩托车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除了因为
它速度快，使用方便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那些从事摩托车比赛
和摩托车特技表演的车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车手骑着造型优美的摩托车
在空中飞跃的英姿不知曾使多少年轻人激动不已。在我国，由于人口多，道
路拥挤，而且一般人消费不起私人小汽车，所以在将来，很可能漂亮的摩托
车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宠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摩托车几乎是所
有车辆中出事率最高的，这也会稍稍影响它的普及。



繁盛的汽车时代

蒸汽汽车和电力汽车

今天，在世界各国的大城市里，汽车恐怕是最常见的了。从 1886 年卡
尔·本茨制成第一辆以汽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机动三轮车算起，汽车的发展不
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马路上行驶的五花八门的
汽车，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发展速度确实惊人。

按通常的定义，汽车是指由本身装备的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 4 个或 4
个以上车轮、不依靠轨道和架线、在陆地上行驶的车辆。很显然，在依靠人
力和畜力作为动力的时代，汽车是不可能有的。但也许有人会问：像船一样
借助风力行不行？不行！事实上早在 17 世纪初，荷兰人就尝试过用风帆和风
车来驱动车辆。但尽管荷兰是个“风车之国”，风力资源非常丰富，这种尝
试还是不了了之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车辆在陆地上阻力大而靠风行
驶的车辆很难稳定。所以真正的汽车是在蒸汽机诞生以后才诞生的。

说到蒸汽机，人们会立即想到詹姆斯·瓦特。也许很多人还知道有关他
小时候看到壶盖被蒸汽推动的传说。但是，第一台蒸汽机并不是他发明的，
而是他的同胞纽可曼发明的。只是纽可曼发明的蒸汽机效率出奇的低。尽管
如此，这种蒸汽机在 1760 年前后已被广泛用于煤矿的排水了。到 1765 年，
瓦特把它改造成了效率高、功率大而又经济的蒸汽机。从此以后，蒸汽机才
被广泛地用于各种需要动力的场合，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

1769 年，即瓦特改进蒸汽机 4年后，法国陆军军官尼古拉制造了第一辆
安装有动力的“车”。那是一辆长达7米的三轮车。由蒸汽机推动前轮前进，
就像在大型排子车前用带车轮的蒸汽机代替马一样。这辆车的速度很慢，大
约为每小时 3.6 公里，比人的步行速度还慢，而且行驶不能超过 12 分钟，第
二次试车就翻车摔坏了。所以这次尝试是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
次尝试却带动一些国家相继开始了蒸汽机汽车的生产。到 1790 年，巴黎已经
出现了蒸汽机公共汽车。在 19 世纪初期，英国的一些城镇间已有行驶在固定
路线上的时速为 20 公里左右的 12～l6 座的蒸汽载客汽车了。这种汽车尽管
在我们今天看来相当落后甚至觉得可笑，但已被经营驿马车和铁路行业的人
视为未来商业上的劲敌。于是，这些人大造舆论，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车，
并在 1865 年成功地鼓动议会制定了一条相当可笑的法律。规定：如果汽车前
没有一个手持红旗做先导的人，就不准行车，而且汽车的时速只能在 4英里
以下，尽管在 1828 年生产的汉考克的企业号时速就已达到了 32 公里，而且
能乘坐 22人。这条可笑的法律直到1896年才废止。在这段时间即1865～1896
年期间，英国的汽车制造几乎没什么发展。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技术
的发展史上常常可以看到由于商业的原因而阻挠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例
子。甚至于那些曾经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的
伟大人物有时也会犯这样的毛病。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就曾极力压制特斯
拉，因为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威胁到了直流电给爱迪生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
益。

在 19 世纪，由于对电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人们已经能制造出性
能良好的蓄电池和直流电动机，有的实验室甚至用几十节电池串在一起做大
型的电解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用电来驱动车辆。于是



发展出了电力车。这种汽车比蒸汽汽车轻便多了，而且不用烧煤，也就没有
滚滚的浓烟。另外，它几乎没什么噪音。由于有这些优点，所以这种车一时
间颇为流行。其中比利时捷那吉制造的加米·康坦特号流线型电力汽车，在
1899 年 5 月首次突破了每小时 100 公里的大关，创造了时速 105.9 公里的惊
人记录。这是当时速度最大的交通工具了。不过要说明的是：当我们提到速
度记录时，通常都是指这种交通工具能达到的最高时速，而不是长时间行驶
的平均速度。

但是，电力汽车有个致命的弱点：它虽不烧煤，但耗电很快，走上 80
公里路就必须停下来充电。我们知道，充电是个很慢的过程，所以往往耽搁
很长时间。这就使它注定要被淘汰。而蒸汽机汽车的毛病就更不能饶恕了：
又大又重，很容易破坏道路。见过蒸汽机汽车的人恐怕头脑中都会有这样的
画面：一个又大又沉的冒着浓烟的怪物，大声吼叫着在路上慢慢地行进。这
个画面几乎将蒸汽机的所有毛病都刻画出来了：除了破坏道路，还有浓烟、
噪音、速度慢、不易操作等。所以尽管后来又出现了以石油代替煤的美国的
斯坦利蒸汽汽车，蒸汽汽车还是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到 1920 年，在路上几乎看不到蒸汽汽车和电力汽车了。而在我国，最早
出现的汽车是在 19O2 年从外国引进的，初见于上海，多装汽油发动机。故称
之为汽车。可见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它的历史性，一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
必然要退出舞台，不管它自身愿意与否。

19 世纪的汽车

真正实现持续行驶时间的飞跃的是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
我们说过蒸汽汽车的缺点，相比之下，内燃机却轻便有力，操作简单，

行驶同样的距离要携带燃料的重量轻多了。
1860 年，法国人约翰·雷诺制成了气体发动机，并在 1863 年把这种发

动机安装到车上进行了试验。1885 年，德国人戈特利布·达姆勒获得了汽油
发动机的专利权。第 2年他的同胞卡尔·本茨（即生产奔驰车的公司的创始
人）就制造了第一辆以汽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机动三轮车，同年达姆勒制成了
时速 19 公里的四轮车，自此以后，真正开始了汽车制造业的突飞猛进的发
展。

达姆勒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可以说与现代汽车基本一致了。自达姆勒以
后，机车从蒸汽机变为内燃机，飞机由螺旋桨变为喷气式，而汽车基本上还
是老样子。实际上，汽车的换代改型并不比飞机的换代改型容易多少。达姆
勒的车有一台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和 4个车轮，由后轮驱动，用离合器来切断
或接通发动机和车轮间的联系。今天的汽车也是这样，只是部分结构有些改
进。在 19 世纪末，对达姆勒的汽车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改进后才变成今天的汽
车。主要的改进如：将发动机从前后车轴正中间的位置（现在的赛车还是放
在此处），移到了汽车的最前面。这个改变是法国的巴纳尔和鲁巴斯在 1893
年最早完成的。而齿轮做成的变速装置则是法国人梅代·博雷于 1879 年发明
的，并于1891 年首装于巴纳尔的车上。另外，我们知道：自行车也是后轮驱
动的，它的动力传送是靠链条和齿轮，达姆勒的汽车也是这样。但到 1895
年，法国人多提昂·布顿首先用现在的所有汽车都使用的万向节代替链条传
送动力。另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是对车轮的改进。前面我们说过车轮的重要性，



但是，自车轮诞生以来，对它的改进很小，车轮大都是木制的，或者再在上
面包一层起保护作用的铜皮什么的。达姆勒的汽车也不例外，他的木制车轮
上有层薄铁皮。1888 年，英国人邓禄普开始设计橡胶轮胎，到 1895 年，车
轮终于有了革命性的变革，法国人米谢兰兄弟制成了充气轮胎，使得汽车的
行驶性能和乘坐的舒适性大为提高。到这个时候.汽车也就基本上成了现代汽
车。在这以后，汽车制造者们竞相发展用于专门目的的汽车，同时努力提高
汽车的行驶速度和安全性，还在汽车上装上了诸如空调、音响等附属设备，
使得乘坐汽车变得越来越舒适。到这个时候，再好的千里马也只有去拉车的
份了。

自电力汽车创下 105. 9 公里的时速后，1902 年，一辆蒸汽机汽车赛尔
波利创下了 120.8 公里的时速新记录。当然，并不能因为这个就保留它。汽
油发动机汽车登场后，法国的德拉克汽车以时速 167.5 公里的记录，初次显
示汽油车的实力。1906 年，由马洛特驾驶的蒸汽汽车斯坦利又夺回记录，它
的时速达到了 203.8 公里，而且第二年马洛特又继续努力，以至时速达到了
310 公里，但汽车翻到海里去了。

真正时速超过 300 公里的是英国的西格雷夫于 1927 年用“日光”号赛车
创下的 333 公里的记录。此后，著名的马尔科姆·坎坝尔的“青鸟”号又连
续打破世界记录。在 1935 年，用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为动力的“青
鸟”号创造了时速 489 公里的记录。这种时速竞赛一直持续到二战以后还在
进行。速度记录也越来越高，到后来有人甚至用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突破过
1000 公里的时速，但那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汽车了。那些创造速度记录的
汽车都不具有实用性，只是为了创造记录而特制的，而且创造记录时行驶的
距离也不长。这些汽车大都造价昂贵，汽车外形大都是车头尖尖的，车身做
成流线型，看起来像火箭。特别是汽车的轮胎要特制，因为时速超过 200 公
里后，普通轮胎由于和地面摩擦产生高热，加上路面稍有不平即产生很强的
振动而容易破裂。特制的造价昂贵的轮胎往往创造一个速度记录后就报废
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是现在的高速公路，在平原地区的设计时速才 120
公里，在山区为 80～100 公里，根本无法容忍 300 多公里的时速。

20 世纪的汽车

自 20 世纪初汽车在美国和欧洲大量生产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今
天，全世界已有 5亿多辆汽车，其中小汽车约占 3.4 亿辆。几乎世界各地的
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汽车的印迹。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汽车公司建立后为
汽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以后又由于各种原因倒闭或被合并了。结
果是今天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十家大汽车公司成了汽车时代的佼佼者。它们
生产的 100 多种名牌车成了世界各国汽车迷们心目中向往的宠物。

现在世界上数得上的大汽车公司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
等国家。其中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生产众多的世
界级名牌汽车。这家公司的前身是由马车制造商威廉·C·杜兰特发起组成的。
在 20 世纪初，当他看到汽车工业蓬勃兴起时，便于 1904 年购买了别克汽车
公司。由于经营成功，以后又先后合并了奥克兰、欧兹莫比尔、卡迪拉克等
大汽车公司和一些小的相关公司，于 1908 年成立通用汽车公司。并于 l916



年成立通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用这个公司的股票换取原通用汽车公司的股
票，从而取得后者的全部股权。并于 1917 年 8 月 1 日解散原通用汽车公司。

直到 20 年代初，“通用”始终居于福特汽车公司之下。1920 年，福特
汽车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为 45％，而“通用”只占 17％。后来，“通用”的副
总裁斯隆倡导对公司的管理进行重大改革，使得到 1927 年时，“通用”的市
场占有率一跃达到 43％，并从此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目前这家公司在美国 25
个州 88 个城市设有 130 多家汽车制造、装配厂，雇佣职工 76.1 万人，并在
海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和联营公司，下设 60 多家汽车制造、装
配厂。“通用”除了生产坦克、装甲车等军用品作为其产品的一部分外，它
生产的名牌汽车畅销国内外。一旦“通用”发生危机，美国许多经济部门都
会发生连锁反应。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小汽车的厂家主要有：雪佛兰部、卡迪
拉克部、奥兹莫比尔部、庞蒂克部和别克部。这些厂家生产众多的豪华名牌
车。著名的如：卡迪拉克的“塞维利亚”；雪佛兰的克尔维特；庞蒂克的“博
纳维尔’；别克的“宝力”和奥兹莫比尔“德尔塔 88”等。其中卡迪拉克是
老牌的高档车，一直享有盛誉。其价格均在两万美元以上。

美国第二大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是老亨利·福特于 1903 年创立的。
1908 年起，老福特主持生产著名的福特牌 T型小轿车，首次采用大规模流水
线生产，降低了造价和售价，使得汽车开始大众化。这种车的产量非常大，
以致于美国曾流行这样的说法：你的车永远不可能超过福特牌汽车。福特公
司因此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但由于一段时间内产品单一，使得它
将第一的位置让给了“通用”。但直到现在，福特公司仍然是美国第二大汽
车公司。至 1991 年，该公司全年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亿美元。福特公司的生
产厂家主要有：福特部和林肯——墨丘里部。福特部主要生产福特牌及野马
牌汽车，林肯——墨丘里部的主要生产林肯牌豪华轿车，如“大陆”、“城
市”等。其中，林肯车系是超级豪华大型轿车的象征。其墨丘里车则代表了
精致、优雅、舒适、现代化的汽车。

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是一家有传奇般经历的公司。这
家公司曾经非常辉煌，但到 1980 年，这家公司濒临破产，因政府及时给予
15 亿美元保证贷款，加上李·亚科卡的杰出的管理才使得这家公司起死回
生，并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这家公可的顺风部生产的“激光”
牌轿车已 3次进入“十佳轿车”行列。它将外观漂亮、低价格及性能优良三
合为一。

说到汽车是不能不提到德国的。自从卡尔·本茨制造出第一辆汽车之后，
德国的汽车厂家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过优胜劣汰，现在，德国主要的汽
车公司有：达姆勒—奔驰股份公司，大众汽车股份公司等。德国现在的汽车
产量次于日本、美国，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大众汽车股份公司是德国最大
也最年轻的汽车生产厂家。

大众汽车股份公司是波尔舍于 1937 年创建的。公司在战争中主要厂房都
被毁了，但到 1948 年时，已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厂家。这家公司生
产的“大众”甲壳虫轿车风靡世界，连续生产到 70 年代才停产。1969 年，
这家公司兼并奥迪纳苏汽车公司后，开始生产“奥迪”牌轿车。现在，这家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高尔夫”、“马球”等。其中“高尔夫”牌轿车在 1991
年欧洲十大畅销车中位居第一。80 年代，我国的上海汽车制造厂和一汽先后
引进了大众集团的“桑塔纳”、“奥迪”、“高尔夫”和“捷达”等型轿车



生产线。
产品以优质豪华著称于世的达姆—奔驰股份公司是达姆勒和卡尔·本茨

创建的。这家公司生产的梅塞德斯—奔驰系列车中的 230、250、280、300
等型为我国汽车迷们所熟悉。其超级豪华型的奔驰 600 型车则主要为各国政
府首脑及富商巨贾们所乘用。这家公司还生产过两辆震撼 1991 年法兰克福车
展的新车。这就是梅塞德斯·奔驰 CI 12，它是在 C 组赛车 Cll 的基础上豪
华化，再加上所有现今汽车科技中最顶尖的技术制造的。因成本太高，只生
产了两辆。

日本的汽车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虽然日本的汽车工业的形成比
欧美主要汽车生产国晚了大约 30 年，而且二战的破坏使日本的汽车工业遭到
了灭顶之灾。但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的各个汽车公司纷纷引进国外
的先进技术，在消化吸收后不断增加国产化比重，终于在 50 年代初基本形成
了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并发展到今天的地位。

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家，也是丰田集团的主要成
员（丰田集团和日产、三菱是日本 3个汽车工业大垄断集团）。丰田公司生
产的轿车主要牌号有：最新推出的“凌志”，富有盛名的“皇冠”，以及“赛
利卡”、“花冠”等。丰田公司在 1990 年推出“凌志”LS400 豪华轿车后，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其优越的性能和先进的电控技术为豪华轿车树立了
典范，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

日产汽车公司是日本第二大汽车公司，它生产的轿车主要牌子有豪华型
的“帝王”牌，一般型的“地平线”牌及大家熟知的“达特桑”牌等。

著名的三菱财团的主要成员三菱汽车工业公司是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厂家
之一。除了上面的 3家大公司，日本还有本田、五十铃等汽车厂家紧随其后。
这些厂家生产多种名牌轿车。但是，日本汽车的不足之处是高档豪华车不多，
该领域几乎全被欧美厂家瓜分。

除了日本、美国、德国等 3个汽车大国外，英、法、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都有著名的汽车公司生产世界级的名牌轿车。如法国雪铁龙公司的雪铁龙，
雷诺公司的雷诺车，标致公司的标致系列；英国的高品质、豪华型的劳斯莱
斯；意大利的菲亚特；瑞典的沃尔沃等都是驰名世界的名车。

今天，汽车工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大公司纷纷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
用到汽车制造上，推出了一种又一种新型的漂亮车型。可以预见，在不久的
将来，拥有舒适、漂亮的小汽车的人将越来越多，同时，将有新的或许更多
的佼佼者产生。

汽车的结构

汽车的基本结构由车身、动力装置和底盘三大部分组成。
车身包括驾驶室和车厢两部分。
动力装置是驱动汽车行驶的动力源。现代汽车的动力装置主要是汽油机

和柴油机。
底盘是车身和动力装置的支座，同时是传递动力、驱动车身、保证汽车

正常行驶的综合性载体。它由传动系统、行驶系统和操作系统三部分构成。
发动机是汽车的动力源泉，是整个汽车构造中最复杂的部分，因而也是

评价汽车优劣的主要依据。汽车的驱动动力就是由发动机提供的。



现代汽车通常装配四冲程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除本身机体外，还由
2个机构和 5个系统组成。2个机构是：曲柄连杆机构和配气机构。前者相当
于人的手臂，能使气缸中燃烧膨胀气体的压力通过活塞、连杆、曲轴巧妙地
使活塞上下的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后者的功能类
似人的呼吸器官，用来调节控制各个冲程要求的燃气和产生的废气的进出。
当气门有节奏地配气时，发动机工作循环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5个系统是：
供给、点火、冷却、润滑和起动。燃料供给系统有些像人的嘴、喉、肠、胃。
汽油泵先把汽油（“食物”）从油箱中吸出过滤干净，再送到化油器中去，
与滤清的空气混合，再通过进汽管进入汽缸燃烧。化油器的作用是将油充分
雾化、汽化并同空气均匀地混合使之燃烧得更好。如同人吃进食物要经过胃
的消化才能吸收其营 养，并使之转化成热能一样。点火系统的功能是产生高
压电火花，按工作顺序将气缸中压缩后的混合气点燃。冷却系统的作用则是
将发动机在发动过程中产生的高热冷却，以避免机件的损失甚至烧毁。润滑
系统的作用主要是用机油泵把润滑油通过各个油道送给各摩擦面，使它们减
少机械磨损，降低摩擦力，同时，也可将表面产生的热量和磨粒带走，而延
长发动机的寿命。起动系统是用一个电动机带动一个静止的发动机，使发动
机进行第一个循环，“自动”转起来。这就是汽车驱动的起动过程。

汽车驱动除主要靠动力源——发动机外，还必须有冷却系统、润滑系统、
传动系统、制动与悬挂等机构配合，才能安全行驶。冷却系统主要是从散热
器（水箱）中流进缸体中围绕着气缸的水道。水先流进缸体底部，吸收了缸
体的热量后再上升至缸体上部，从散热器顶部流回散热器。一个小小的水泵
使冷却水保持一定的循环方向。汽车行驶时，迎面风吹到散热器上，使其中
慢慢流过的热水重新冷却。汽车上还装有冷却风扇，由曲轴通过皮带传动，
以增大风量，从而增加冷却速度。有些发动机只有空气冷却没有水冷却，这
便是“风冷发动机”。润滑系统是依靠机油泵的压力把机油分流到各金属零
件结合处需要润滑的地方，以减少金属零件之间由于摩擦而产生的热量。传
动系统的作用是将曲轴输出的动力传至后轮，是汽车发动系统中的一个重要
机制。

汽车开动以后如何自由停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便会发
生严重车祸。于是出现了不断完善的制动系统。一般来说，汽车每一只车轮
上都有一个脸盆一样的制动鼓同车轮一起流动。制动鼓内壁的制动蹄片，当
司机踩下制动踏板即“脚刹车”时，制动液通过管路将压力传到制动蹄片上。
制动蹄片在制动液作用下张开，贴在制动鼓内壁上。蹄片与鼓发生摩擦，从
而使车辆转速下降或停止。

制动的基本原理是增加行驶车轮的摩擦系数，达到制动的目的。而从动
力来源区分，又可分为气压动力系统与液压动力系统两大类别。

汽车的造型艺术

造型设计是人类的一种艺术创造活动。汽车造型设计的发展，是随着汽
车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如开始脱胎于马车形体，而设计出“无马的马车造
型”；后来，随着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冲压技术、焊接技术
的突破，加上空气动力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使汽车的造型脱离了“马拉车”
的原始状态，车头与车身趋向一体，车身材料也由金属代替了木材；接着，



时髦线型设计即个性风格设计风靡一时，出现了工艺美术设计概念，即“车
身外型应当符合现实要求，不应当使物体的形状统治人们，而应当使人们独
立于体现着时髦式样的物体”。于是出现了设计要体现实用需要与精神需要
相结合的概念，体现使用者生活方式的概念，体现工业技术水平和民族、国
度文化特色的概念，从而构成汽车造型艺术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并由这些基
本规律形成了汽车造型艺术发展的 5个历程。

马车型汽车
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卡尔·本茨于 1885 年制造出来的三轮汽车。这辆车

前轮比后轮小，发动机位于后轮的上方，其设计还没有摆脱马拉车的基本形
体，故称为“马车型汽车”。

最初类似马车型的汽车，发动机的功率仅有 l～2 马力，只能乘坐 2～3
人。为方便起见。汽车没有门窗与车棚，汽车的造型基本上沿用了马车的造
型，被人们戏称为“无马马车”。

箱型汽车造型
马车型汽车一般都是敞篷或活动布篷的，很难抵挡风雨侵袭。为改善乘

坐条件，1915 年福特公司生产出一种新型 T型车。这种车的车室部分方方正
正，并且装有门、窗，所以称之为“箱型汽车”。箱型汽车确立了以后汽车
的基本造型。

早期的箱型汽车以福特新 T型最为著名。
甲虫型汽车
1934 年，美国的雷依教授采用风洞和模型汽车测量了空气阻力系数，不

久，又有更多的航空流体力学学者从事于汽车车身空气阻力的研究，后来，
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用在汽车设计和生产上，终于出现了甲虫型汽车。

船型汽车
船型汽车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集中技术力量，经过几年努力于 1949 年推

出的一种新型汽车，起名为“福特 V8 型汽车”这种车型设计，首先注意到把
人体工程学应用于汽车设计，并从理论上解释了两轮之间的乘坐位置的颠簸
最小以及车室后部空间过大会影响驾驶员视野等问题，因此，将乘员舱置于
前后轮之间，前面是发动机室，后面为行李舱，车型类似于船型，故称为“船
型汽车”。

鱼型汽车
鱼型汽车由船型汽车发展而成。它基本上保留了船型汽车的优点，如车

室宽大，视野开阔，侧面形状阻力小，舒适性好，行李舱容积增大等，同时
为克服船型汽车车尾过分向后伸出、形成阶梯状的背部，在高速时会产生较
强空气涡流的缺点，设计者逐渐将后窗倾斜，而倾斜的极限便是类似鱼脊的
快背式，故称之为“鱼型汽车”。鱼型汽车背部与地面的角度较小，尾部较
长，围绕车身的气流比较平顺，涡流阻力较小。所有这些都远远超过了甲虫
型汽车。最早问世的鱼型汽车是美国通用公司的别克牌小客车。

楔型汽车
楔型汽车的特征是：散热器罩做成横宽型，上下很窄，发动机罩向前倾

斜，行李舱高度增加，尾部是割尾的快背式或半背式，车底平坦，侧面看，
好像楔子一样。



科技之子——火车和铁路

马车和石轨

车轮和路面越坚硬，车轮运动起来越省力。所以，古代人们用坚硬的石
头铺路。要考察轨道的历史，恐怕只有到欧洲去找。

也许是受古罗马和希腊人用坚硬的石块铺城市街道的启示吧，人们发
现：不需要在车辆经过的路面全都铺上石头，只需要在车轮经过的地方铺上
就行了，于是有了轨道的雏形。这种铺设方式特别适合野地里临时铺设道路。

其实最早的轨道不是凸出的，而是凹下去的。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注意
到：雨后车辆沿着车辙行走轻松多了。古希腊人因此在石铺的街面上凿出槽
来，甚至凿出错车道来。在这上面行驶的马车按现在的叫法恐怕应该叫有轨
马车了。

与现代的钢轨相近的首先是石轨。后来开始改变为用硬木架在横木（相
当于现在的枕木）上做成的轨道。并将马车的车轮挖成凹形，正好嵌在木轨
上，以免越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不仅车在木轮上行驶轻快多了，而
且由于车轮的特殊加工也使得车辆运行起来安全多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马车和轨道便被广泛应用了。特别在矿山用得最
多了。我们知道：即使是现在开矿，也得用在钢轨上行驶的矿车将煤或其他
矿石从地下坑道里拉到地面上来。在没有蒸汽机作动力的时代，人们就用马
拉着马车在轨道上运矿。

早期运矿的石轨是在 16 世纪从德国引入英国的，这还多亏了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的谋求富强的新政策。到 1660 年，英国纽卡司安坦矿山才首先开始将
石轨改为木轨。以后，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这样一种全新的动力，很自然地
想到了用它来代替马。所以在随后开始的工业革命中，英国人首先发明实用
的机车并将它投入商业运营，这一点也不奇怪。

史蒂芬逊与火车

人类的聪明才智和不懈的努力使得人类得以不断地发明创造新东西来弥
补旧东西的缺陷。17 世纪，人们用木轨代替石轨，为弥补木轨容易磨损的缺
陷，人们又发明了铁轨。铁轨的发明，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767 年，英
法殖民战争结束后，由于军需锐减，使得铁价猛跌。一家生铁公司的老板想
把铁贮存起来等价格上涨以后再卖。他的聪明的女婿想了个办法，把铁铸成
条状铺在工厂的路面上。后来大家发现车辆在这上面行驶格外地省力，于是
便萌发了造铁轨的念头。

如果没有铁轨以及后来出现的钢轨，那么沉重的蒸汽机车在什么东西上
行驶就是个问题了。因为木轨恐怕承受不了它那笨重的身躯。

我们知道，自瓦特于1765 年发明了改进的蒸汽机后，英国首先开始了工
业革命。蒸汽机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场合。但是，蒸汽机与“轨道上的马车”
结合则是 19 世纪初的事。在为此做出努力的众多的先驱当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英国人特里维西克和史蒂芬逊。

现在人们都知道：史蒂芬逊是蒸汽机车之父，而很少提到特里维西克。
但事实上，在史蒂芬逊之前，特里维西克就制造了蒸汽机车，虽然还没有达



到实用的水平，但他的工作对于别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人不无启发。而且
还对蒸汽机做了重大改进。

最早的蒸汽机车，往往机身过大，推力太小，要爬陡坡时往往要几台机
车推动。因为这些机车所用的蒸汽机是利用蒸汽冷凝后产生的真空来推动活
塞的。特里维西克将它改为交替在活塞两边注入高压蒸汽来推动活塞，从而
使得推力大为增加。尽管如此，特里维西克总是不走运。他在 1801 年制造的
第一辆蒸汽机车在带着朋友去兜风时，中途停靠在一家饭店附近。在他吃饭
时，锅炉的水烧干后引起的大火将饭店和机车烧了个精光。在 1804 年，他取
得了小小的成功；他的机车载着 10 吨铁矿和 70 个人成功地以 8公里的时速
运行了。但是这个速度太慢。在 1808 年，他又在伦敦的博览会上开着机车在
圆形轨道上做了载客表演。但仍未获得成功。后来有了史蒂芬逊的辉煌的成
功，他就更默默无闻了，直到 20 多年后他死于极度的贫困。

如果说特里维西克是失败的英雄的话，那么史蒂芬逊就是成功的骄子。
虽然他的道路并不平坦。

史蒂芬逊从小没上过学，14 岁即随父亲在煤矿做工，但他勤奋自学。为
了弄清蒸汽机的构造和原理，他潜心研究多年，其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
败的痛苦，终于在1814 年设计制造了能实用的蒸汽机车。机车的车轮采用了
杰索普发明的和轨道搭配的内侧带轮缘的铁轮。但这辆车并不是很成功：车
速太慢，噪声很大，加上烟囱冒火。所以乘客往往“全副武装”，将头和脸
蒙上，以免烧伤。史蒂芬逊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嘲笑。但他顶住了压力，继
续执著于研制他的机车。终于写下了蒸汽机车时代辉煌的第一页。

1825 年 9 月 27 日，当乔治·史蒂芬逊驾驶着他的“动力”号驶离达林
顿车站时，车站的观众心情无法平静。他们期望这次全长 19 公里的行程一帆
风顺，但谁也无法预料这载着 600 名乘客和大批货物的机车第一次行驶会发
生什么意外。3 个时后，当“动力”号顺利到达目的地斯克顿时，整个城市
沸腾了。人群的欢呼声、礼炮声、乐队的演奏以及教堂的钟声响成一片。标
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全新的交通工具就这样诞生了。从此以后，陆地运
输转入以铁路运输为主的时代。史蒂芬逊并没有停止前进。他和他的儿子罗
伯特研制的“火箭”号在 4年后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悬赏比赛中，以其
高速度、强牵引力和稳定的性能一举夺魁。史蒂芬逊和他研制的机车也载入
了史册。

列车的飞速变化

自史蒂芬逊后，蒸汽机车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在它的诞生地英国自是
不必说了。在其他地方，蒸汽机车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
国。

我们知道：美国是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美国人似乎永远朝气蓬勃，对新
生事物永远充满浓厚的兴趣，而且特别喜好创新和冒险。当蒸汽机车从欧洲
传入幅员辽阔的北美大陆后，新的铁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一家家建起来。铁
路开始像蛛网一样布满美洲大陆。到 1836 年时长度已达 2036 公里。同年英
国才只有 720 公里。到 1860 年时，美国的铁路长度竟达到 4800 公里，24 年
翻了一番。同时，美国人并不是在简单地模仿。他们给机车的司机室装上了
顶棚和四壁，并装上了汽笛这种类似于汽车喇叭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发



明了转向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所带货物增加时，车轮必然增加，若没
有转盘，在转弯时机车很容易出轨。有了这个转盘，机车便可拖上长长的车
厢像蛇一样灵活地在铁路上行驶了。在美国，还出现过一种地地道道的“美
式机车”。这种机车的前端装有像推土机的铲子一样的排障器，用以排除横
在铁路上的过去在美洲大陆常见的野牛一类的动物。

到 19 世纪末，蒸汽机车的发展到了顶峰。尽管人们不断地努力改进，但
蒸汽机车本身功率小，热效率低，而且蒸汽机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 80～100
公里后再也难以提高了。这也就意味着它该被新的机车淘汰了。实际上，没
有什么东西能够永远辉煌。当它发展到顶峰时，也就意味着它快被淘汰了。
当 20 世纪到来的时候，蒸汽机车便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它的慢速度
向博物馆开去了，而铁路运输开始了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的新时代。

事实上，最早的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都出现在上个世纪。电力机车先于
内燃机车。说到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恐怕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家历史悠久、
世界闻名的公司。第一台电力机车就是由这家公司和哈尔斯公司在 1879 年 5
月制成并展出的。因为是试验展览性的，所以轨道做成椭圆形，长只有大约
300 米，由电压为150 伏的直流电通过中间第三轨供 2台 2000 瓦的直流电动
机驱动机车。以后这两家公司又进行了许多新的努力。在美国，大发明家爱
迪生也曾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找到安全有效的供电方式的是法国人。
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架空导线供电，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轨电车一样。有了
这样的架空线，就可以安全地提高供电电压和功率了。另外，由于对交流电
研究的深入，用交流电来牵引机车也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电力机车真正进入实用阶段是 20 世纪的事。1903 年，德国人用西门子
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联合制造的三相交流电动机，在 23 公里长的电气化
铁路上创造了时速 200 公里的记录。从此，电力机车的许多优于蒸汽机车的
地方逐渐显露出来。我们知道，蒸汽机车烧煤，所以它必须带上足够数量的
沉重的煤作为燃料，这就使得它的有效载荷变小了许多。同时，还得有专人
不断地往炉子里加煤，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此外，燃烧煤产生大量的浓烟，
它只能把燃烧的煤的热能的 5％用到牵引机车上。而发电厂则可把大约 3O％
的热能转化为电能，且电能传输只需沿铁路架设导线即可。这就使得机车不
必把大量的载荷用于载煤。更重要的是：电力机车更容易提高功率。正是由
于这些原因，电力机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电力机车的地上设施花费太高，如果某条铁路
线并不繁忙的话，用电力机车就显得不经济。这正好可由内燃机车来弥补。

自德国人鲁道夫·狄塞尔于 1892 年发明柴油机后，德国人首先于 1894
年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内燃机车。而内燃机车真正地进入实用则是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事了。

柴油机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它的造价虽然比蒸汽机车贵了一倍，但运
行费用却是蒸汽机车的 40％，重要的是：它既节能又可将功率做得很大。比
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 l969 年造的 DDA40X 型内燃机车，牵引功率达到 6600
马力。而且我们还知道：携带柴油机比携带同等重量的煤方便而且行驶的距
离要长得多。同时，烧柴油比烧煤的工作环境干净得多。正是由于这些先天
的优越性，所以内燃机车一旦投入使用，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明显的优
势。世界各国竞相使铁路牵引动力内燃机化。在这方面走在前面而且做得最
好的是美国。美国在1925 年出现了第一台正式使用的内燃机车，这辆车直到



1957 年才进博物馆。二战后，由于油价低，而且战争使得内燃机工业得到空
前的发展，美国人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实现了内燃机化。到 60 年代初，蒸汽机
车已被淘汰。还出现了一种用柴油机驱动发电机使机车运行的机车。在美国，
这种长途列车是最经济的。与此同时，英国等国也积极实现内燃机化，到 1962
年，英国便停止生产蒸汽机车了。

我国自 1881 年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后，铁路运输虽然有不小
的发展，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得太远了。到 1958 年才由大连机车车辆厂制
造出第一台“东风”型内燃机车。直到前几年，才将最后一台蒸汽机车开进
博物馆。而我国的第一台在铁路干线上运行的电力机车是 1958 年制造的“韶
山—Ⅰ”型。

今天在世界各地的铁路上基本上看不到那种冒着浓浓的黑烟的蒸汽机车
了。常见的有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高速列车等。



水路运输

帆船

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使得人们总有越过江河、湖泊甚至大海去探索新
天地的愿望。正是这些原因促使人类的祖先发明了木筏、独木舟等水上交通
工具，并借助帆来利用丰富的风力资源。当然，仅仅靠风驱动是不够的。所
以人们还发明了桨。至于帆和桨哪个先出现，现在人们无法确知。不过，从
一些古迹上看，桨的出现似乎早些。如果把帆、桨装在独木舟上，就成了最
原始的帆船。因为早期的桨也起帆的作用。但这种原始的帆船是很难经得起
大风大浪的考验的。对于那些靠海生活的人们来说，就需要造出更大、更结
实的帆船。而且船上帆、桨、舵都要具备，使用起来要安全有效。对于那些
进行海上贸易的人们来说，对帆船的要求就更高了。

通常人们认为地中海是航海业发展的摇篮。早在公元前 3000 年，腓尼基
人（这是一个以航海闻名的民族）就从地中海航行到爱琴海，从此以后，他
们的庞大的商船队又发现了直布罗陀海峡，并航行到了英国。但是，随着考
古发现的增多，人们又发现了更早的船只，因而也更新了人们的一些观点。

印度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文明古国，所以印度考古学家在孟买洛塔附近
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港口并不令人吃惊。人们在那儿发现了码头、货栈和 218
米长、37 米宽的船坞。由这些发现，人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洋上繁忙发达的
帆船运输，并可想象当时庞大的造船工业。所以严格地说，印度洋才是真正
的航海摇篮。

阿拉伯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古代阿拉伯的航海业的发达与此有密切的关
系。著名的《天方夜谭》就记述了著名航海家辛巴德 7次从波斯湾边的巴士
拉出发航海的故事。其人物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著名的航海家艾布·阿比达。

早期的帆船，除了用于进行贸易活动，也用作战舰。说是战舰，实际上
在早先并没装上火炮，只是用来运送兵马、粮草。

我们不难发现，最初航海业发达的都是一些靠海生活的民族。为了生存，
他们将帆船越造越好，以至有了发达的航海业。

航海业兴起的前提是有能经得起风浪的帆船。早期人们对帆船的速度要
求并不高，重要的是船要经得起风浪。而这样的帆船一旦产生，人们便可以
越过大海去进行贸易、战争或探险。罗马人在他们杰出的统帅朱利叶斯·恺
撒和安东尼带领下征服克利奥帕特拉女王的埃及时，其庞大的舰队就是满载
兵马粮草的大型帆船队。这种帆船叫加利船，它的动力装置是一块巨大的方
形布帆和由 100 多个奴隶来划的分几层在两侧排列的桨。实际上，古罗马人
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就造出了杰出的加利船特里雷米号。它长 42 米，有巨大
的方形帆，其桨分 3层排列在船的两侧，要 100 多个奴隶来划。

相比之下，北欧的海盗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面临的是北海及北大西
洋的惊涛骇浪。险恶的环境对他们的船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为适应风向变化，
他们将帆变成了活动的。顺风时，把帆横过来作为横帆。当无法顺风航行时，
便通过调整帆及船的行进方向使船获得前进的动力。如果进行合适的调整，
即使逆着风，船也能前进了。调整后与船行方向平行的帆通常称为纵帆。如
果将这两种帆结合起来使用，那么只要有风，船就可以很方便地向任何方向
航行了。这些海盗船造得又细又长，除了巨大的方帆，还用 40～50 名水手划



桨，所以这些船跑得特别快，而且可以躲到某些大船进不去的狭窄的水道。
这正好是海盗们所需要的。

我国古代的航海业也比较发达。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已能造出长 20 多
米、宽 5.6～8.4 米、载重 30 吨以上的船。

1974 年，在泉州发掘出来的宋代的一艘海船，长达 34.5 米，宽 4.4 米，
深 3.27 米，排水量达 374.4 吨，可载重 200 吨。

我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又被称为三保太监，原名马和，是云南回族人。
1405 年，明成祖派遣他率船队出使西洋。他率领的船队有 300 多艘船，其中
有“宝船”60 多艘。所谓宝船，就是大些的船。最大的长 44 丈（137 米）、
宽 18 丈（56 米），分 4层，约 1500 吨，可乘 4O0～1000 人，为当时世界之
最。船队除了  17000 多人，还满载金银、丝绸、瓷器。庞大的船队浩浩荡
荡从江苏太仓浏河启程，于 1407 年回国。以后又 6下西洋，总共历时 28 年
（1405～1433 年），足迹遍布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
阿拉伯和非洲等地的 35 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了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和索马
里。

但是，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恐怕还不能与哥伦布的 3艘帆船发现美洲大
陆比。

信奉地圆学说的哥伦布决定与发现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迪亚士航行方向相
反而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和中国。他请求西班牙国王“赞助”，得到国王
的恩准。遂于 1492 年率领 3艘全部用帆船装备起来的帆船队开始向西航行。
船队的旗船圣·玛丽亚号是长约 24 米、宽约 8米，吃水约 2米，重约 80 吨
的木船（这比郑和的船小多了），有 3根桅杆，前两根挂方横帆、后一根挂
三角形纵帆。船头还斜挂一面小型纵帆。哥伦布就率领着这个由小型轻便帆
船组成的船队，用了 69 天横渡大西洋（平均时速约 4海里，即 7.4 公里），
到达了今天的巴哈马群岛。哥伦布误以为已经到了印度，于是那里的土著人
便糊里糊涂地成了印第安人。

直到 1499 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济才证实：哥伦布并没有到印
度，他到的是一块“新大陆”。欧洲人于是把这块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加洲，
即“美洲”。

自新航线开辟后，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蔚蓝色的大海上白帆点点，到
处航行着美丽的三桅帆船。

帆船的制造技术越来越高，到 19 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帆船造得越来越
大。有的帆船的桅杆竟高达 50 米，仅中间主桅上的布帆就两吨多重。帆船的
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快速型的时速达到了 15 海里，最快的时速超过了 20 海
里。

为帆船时代结束划上句号的应当是德国人在 1902 年造出的名为“普鲁
士”号的巨大怪物。它长 133·5 米，宽 16·4 米，5根桅杆上各挂 6 面帆，
重达 1150 吨，最大时速 19 海里，但是，这艘船实际上是为博物馆造的，因
为这时候，用螺旋桨推动的船都已经出现几十年了。



蒸汽机轮船

詹姆斯·瓦特1765 年改进纽可曼的蒸汽机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开始。而蒸
汽机作为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动力装置，很自然地会有人想到将它用到船上。

明轮的出现，使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进入实用阶段。说到明轮，有的人
可能不知道。但如果看过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就应该知道了。那上面
的游艇就是用明轮作推进装置的。直到 80 年代初，黑龙江水系的轮船还使用
明轮作推进器。实际上明轮的结构并不复杂，有点像我国古代的水车。在一
根圆柱形轴上装上蹼板，当整个装置在蒸汽机的带动下转动时，利用蹼板从
而使船前进。

首先发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明轮式的船的是英国人赛明顿。他在 1802
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明轮船夏洛特·邓达斯号。其蒸汽机是瓦特式
的。这艘船在苏格兰运河上航行了 31.5 公里。航行虽然成功，但他不太走运。
因为明轮掀起的波浪损坏了河堤，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被运河管理人扼
杀在摇篮中了。

相比之下，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就幸运多了。他在 1803 年把锅炉、蒸
汽机和明轮装到了内河航行的船舶上。他的努力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实际上，
几乎没有什么发明是一次成功的）。经过多次失败，最后他的“克莱门特”
号取得了成功。这条船长 45.7 米，宽 4米，吃水 0.6 米，明轮半径 0.9 米，
轮宽 0.25 米。不仅如此，这条船还装有两片 42.6 米的帆，蒸汽机只是作为
辅助动力，这也是早期这类船的一大特点。这艘船于 1807 年 8 月 17 日在哈
德逊河上试航，时速 8公里。从那以后，富尔顿便以“轮船发明家”闻名于
世。当然，富尔顿并不是第一个制成轮船的人，但是他首先使轮船进入实用，
用来运输旅客和货物，并通过这种办法轻而易举地赚回了造船的成本。也正
因为这样，所以世界各国竞相开辟轮船的定期航线，并对轮船的制造技术进
行改进提高，从而推动了轮船制造业的发展。而“克莱门特”号获得成功后
并未隐退，它定期航行于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的哈得逊河上。

1812 年，英国人终于接受了蒸汽明轮船。他们制造了蒸汽明轮的慧星号
轮船，可是距第一个英国人发明这种船已经 10 年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
上，那些刚刚诞生的“新生儿”往往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毛病而被某些人扼杀
在摇篮中，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发明或发现者有极大的勇气和坚韧不
拔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虽然早期的蒸汽明轮船蒸汽机动力往往只起辅助作用，但它是现代轮船
的开始。现代轮船首次来到我国的是 1835 年来的英国的查甸轮。自那以后，
开辟到我国的航运的外国轮船不断增加。直到 1866 年 3 月，由徐寿在安庆建
成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才下水。这艘船长 50 尺，航速为每小时 10
公里。同年，清政府建福州马尾船政局和江南造船所，以后又陆续建了一些
造船厂。但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外国轮船公
司垄断了我国的航运业，民族工业很难发展，所以这些造船厂虽然也造出了
一些船舰，但总而言之，没有什么建树。直到解放后，被政府扶持，造船业
才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螺旋桨船

明轮的发明，虽然是造船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但它自身有严重的缺陷。
一般只适合于内海、河流的渡船，不适合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因为明轮的大
部分都暴露在水上，一旦船颠簸得厉害起来，明轮搅到的水就会很少，因而
推力很小。甚至风浪大到一定程度会使明轮根本搅不到水或被损坏，从而船
只只好被风浪任意摆布了。

用螺旋桨推进的船，最初是由瑞典工程师约·埃尔逊设计成功的。到 1838
年，英国人史密斯把螺旋桨装在“阿基米德”号船上。在功率为 80 马力的主
机带动下，桨叶把水向后排开推动这条 38 米长的船前进，时速达到 8海里。

由于螺旋桨推进器经济性能好，结构简单、坚固耐用，使用它可以提高
航速并节省燃烧，而且即使在风浪之中也能继续发挥作用，所以一旦出现便
迅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机动船舶普遍采用了螺旋桨作
为推进器。当然，螺旋桨本身的制造技术也在提高。1844 年美国人发明的手
工操纵调距螺旋桨使得曼利曼克号变得格外灵活机动，从而在 1861 年的南北
战争中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除了推进装置，动力源也在不断更新之中。首先是富尔顿所用的瓦特式
蒸汽机被淘汰了。那种单缸摇臂式往复蒸汽机经过不断改进，成了多级膨胀
式的。高压水管锅炉也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圆筒式的苏格兰烟管锅炉。但这些
改进远不如蒸汽轮机的发明带来的进步巨大。

1896 年，英国人 C.帕森斯将他发明的反作用式蒸汽轮机成功地应用于船
上。同年，瑞典人 C.拉瓦尔发明了冲击式蒸汽轮机。这两种蒸汽轮机都用蒸
汽工作，但所用蒸汽的温度和压力都要比以前所用的高得多，它的工作原理
就如同风吹动风车使之转动一样。高温高压的蒸汽通过特殊设计的喷嘴，变
成强大的高速气流打在叶轮外缘的叶片的槽上使轮转动，从而带动螺旋桨转
动。这种动力装置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效率高，不易损坏。与蒸汽机
相比，它没有活塞、连杆等惯性很大的部件运动。因而运转平稳，无振动和
噪声，检修起来工作量小。正是由于这些优点，蒸汽轮机一出现便显示出强
大的优势，迅速取代蒸汽机而独领风骚。首先安装蒸汽轮机的和平号曾特别
参加了 1897 年英国海军的阅舰式。时速达 34.5 海里，使得在场的人惊得目
瞪口呆。自那以后，大型轮船基本上都用蒸汽轮机，已有的船舶也纷纷进行
改装。

除了动力装置，造船材料也在发生变化。早期的蒸汽机和明轮是装在木
帆船上的。1843 年，制造了第一艘铁壳船。1850 年以后，逐渐用铁作为造船
材料。从此以后，由于新的炼钢法的发明，钢产量迅速增加，钢开始代替铁
成为造船材料。比如英国，到 1890 年，只有 8％的是铁船了。

铁制螺旋桨推进器、蒸汽轮机、钢制船壳，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船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当然还不是终点。内燃机及其他新的动力装置的出现
又打破了蒸汽轮机独领风骚的局面，使得船又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新的时
代。



现代船只

在蒸汽轮机正辉煌的时候，内燃机开始用于船舶，并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我们这里所说的内燃机一般不指柴油机）。当内燃机开始用作船舶动力时，
石油工业的发展已使得重油和柴油的产量能保证供应。那时的蒸汽机有的已
开始烧重油。如果说蒸汽轮机取代蒸汽机是船的换代标志，那柴油机和燃气
轮机的使用及燃料由煤改为燃油则是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

自燃油被用作船舶的燃料后，现代大小船只差不多都以燃油来产生能量
推动船舶前进。一般大型船只上多以燃烧重油的涡轮机作为动力装置，而小
型船只差不多都以柴油机为动力装置。

世界上最早的原子能船是前苏联的原子能破冰船“列宁”号。它于 1957
年下水，能破 2米以上的冰前进。随后，美国、前西德、日本等国家相继建
造了各自的原子能船。其中美国在 1962 年建成的“萨凡纳”号原子能船是运
客货的，而前西德的是运矿石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速度的追求，各种交通工具的速度在大
幅度地提高。比如飞机的速度提高了 20 多倍，汽车的速度提高了 4～5倍，
火车的速度也提高了 2倍，只有轮船的速度提高得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人们主要是追求船的大货运量；另一方面，船在行进时遇到的阻力与陆地、
天空的交通工具遇到的不同。

一种努力方向是尽可能地减小兴波阻力，也就是尽量减小船头掀起的波
浪。现在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在船头的下部加上一个球状物。这个球状物如果
加得合适，可以使得以同样速度行驶的船的发动机功率节约 20％以上。另一
种努力方向就是减小船的水下部分。这方面的努力导致了水翼船和气垫船的
诞生和发展。

在船底的首尾端装翼的设计是法国人在 1892 年首先提出的。水翼船，顾
名思义，就是带水翼的船。其水翼安装在船底的突出的柱子上。当船以很慢
的速度行驶时，与普通船一样。随着速度的加快，就像机翼能产生升为使飞
机起来一样，水翼产生升力使船浮起，最终使船体抬出水面，这样的话，船
受到的阻力仅仅是小小的水翼受到的阻力，因而航速就大大提高了。

就在第一艘水翼船建成的 1953 年，英国人科克雷匀提出了气垫理论。经
过大量的试验后，于 1959 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艘气垫船。这艘船长 9米、宽
7米、重 4吨。于同年以 2小时零 3分成功地横渡了 38 公里宽的英吉利海峡。
这艘气垫船是全浮式的。压缩空气从船底喷出，船底四周有柔性衬裙限制空
气，使之在船底形成气垫，将船身垫起，船依靠空气螺旋桨推进，靠空气舵
操纵。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两栖性和快速性，装载能力一般是船重的 30％。

还有一种特殊的自身没有动力的船，叫驳船。需要用拖船或顶推船来带
动。用拖船拖动的驳船在内河见得比较多。从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到中国的长
江，在世界上的各条大江大河里几乎都可以见到。由顶推船推动的顶推驳船
的阻力较拖船带动的要小，技术与经济效果较好。一艘顶推船可带几艘甚至
几十艘驳船，且速度较快，因而运费比普通的货船便宜 30～50％，成为很多
国家内河运输的主力。这种船也可用于海上，但连接部分在海浪的冲击下容
易损坏。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连接装置有了改进，这种船才有了显著的发
展。



航空运输

热气球

18 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巴西人德·古斯芒在葡萄牙国王面前几乎成功地
表演了以热空气为动力的热气球的升空。虽然他的表演使王宫着了火，但却
证明了这条路是可行的。

但历史常常开玩笑，许多杰出的学者没想到的，一位造纸工人却想到了。
他就是法国的约瑟夫·蒙特戈菲尔。他和他的兄弟进行的热气球的表演开创
了一个时代——热气球的时代。

他们用亚麻布做了一个直径大于 100 英尺（30.5 米）的气囊，于 1783
年 6 月 4 日，在昂诺内的市场上当着许多人的面，在气囊下面点起了火，结
果当气球充满热气时，要8个人才能拉住它，松手后，上升到了6000英尺（1830
米）的高空。至于是用什么方法测得这个高度的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气球在
降落前飞了 1英里多的距离。

一位名叫德·罗齐尔的勇敢者做了第一个飞行的人。于 1783 年 10 月 15
日乘气球上升到了 26 米的高度，并在空中停留了大约 4.5 分钟。

但是，德·罗齐尔却在各地的气球竞飞比赛时干了一件不可救药的蠢事。
他试图把热空气与氢气混合起来填充气囊，结果气球起火坠毁，他成了在飞
行能实际应用后第一个死于航空器事故的人。



飞  艇

飞艇也叫气船（实质就是一种可操纵的气球）。1852 年，法国人亨利·吉
法尔用蒸汽机装配了第一艘部分可操纵的飞艇。这个雪茄形状的飞艇长 44
米，直径 12 米，发动机输出的功率是 3马力，时速 10 公里。

德国的齐伯林研制的飞艇开创了一个飞艇广泛用于商业飞行和军事目的
新时代。

齐伯林出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里，快 50 岁时才以中将军衔退出现役，开
始从事飞行事业。他的第一艘齐伯林式飞艇—LZ.1 号在 1900 年试飞（此时
在新大陆，莱特兄弟正专心于他们的飞机研究。）

1906 年，他制造了一艘新的飞艇 LZ.  3 号。  LZ.  3 号的飞行取得了
完全的成功。2个小时飞了 97 公里。到这个时候，齐伯林的成绩终于引起了
德国政府的重视。

到 1937 年，载着 97 名乘客的大型飞艇“兴登堡”号在美国赫特湖附近
的机场着陆时爆炸起火，飞艇时代就算结束了。“兴登堡”号是德国人 1936
年制成的，它曾 10 次往返于美国和德国之间，总共运送旅客 1000 多人，但
最终却发生了飞行史上有名的空难。



风筝和滑翔机

无论是气球还是飞艇，都是比重小于空气的飞行器，那么最早的比重大
于空气的飞行器是什么呢？不是莱特兄弟的飞机，而是风筝。

在我国，恐怕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风筝。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普遍认为风筝起源于我国。
风筝传到欧洲已经相当晚了，大概是 14 世纪初。但是，直到 19 世纪，

欧洲都没有任何人认真想过用风筝载人或把它作为一种可能的飞行器加以研
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804 年，乔治·凯利爵士将风筝用于他的精巧的小
型滑翔机的机翼为止。

他除了利用风筝作机翼制成了固定翼滑翔机模型外，还于 1809 年成功地
制造出了航空史上第一架全尺寸的可载人风筝滑翔机，用绳牵引起飞。在他
的有生之年，凯利多次改进滑翔机。在 1853 年，他研制的滑翔机首次载人自
由飞行，为航空史上第一架比重大于空气的载人航空器飞行。

现在，由于材料科学的发展，滑翔机都采用强度高、重量轻的材料制造，
而用一般都装有帮助起飞的小型辅助发动机。悬挂滑翔机的机翼大多为伞翼
的，其平面形状为三角形或矩形，是在锥形骨架上铺上不透气的合成纤维布
料制成的。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滑翔飞行成了一种体育运动，并为越来
越多的人所喜爱。



莱特兄弟与飞机

仅读完中学课程的莱特兄弟，自幼对飞行怀有浓厚的兴趣。最初在俄亥
俄州的代顿市经营一家小型汽车制造厂。在 1900 年到 1903 年期间，他们用
自制的 3架滑翔机在北卡罗莱纳州基蒂霍克附近进行了近千次飞行，终于，
最后一架滑翔机完全达到了稳定操纵的要求。于是他们开始准备动力飞行。

他们在第三架滑翔机的基础上安装了一台自制的 8.8 千瓦的内燃机作为
动力装置。这就是被命名为“飞鸟”1号的飞机。 1903 年 12 月 17 日，“飞
鸟” 1 号在基蒂霍克试飞。第一次由弟弟奥维尔驾驶，飞行高 12 米，距离
36 米。这就是公认的第一次空中持续动力飞行。那天的第 4次飞行是由哥哥
威尔伯·莱特驾驶的，飞行距离达到 260 米，在空中呆了 59 秒。令人费解
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至少是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



现代航空运输

荣誉永远属于经过了长期奋斗的莱特兄弟俩。这不仅因为他们发明了第
一架能持续可操纵飞行的动力飞机，而且还因为他们使欧洲同行走上了成功
的道路。欧洲航空的飞速发展与莱特兄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名字及
其“飞鸟”在航空史上将永远占据显赫的位置。

以现代科技为指导，1948 年，美国率先制造出超音速飞机。
1961 年 4 月 12 日，莫斯科广播了一则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消息：

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的宇宙飞船“东方”号成功地从拜科努尔发射进入轨道，
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是尤里·加加林少校。

1969 年 7 月 16 日，“土星”5 号运载着“阿波罗”11 号飞船在肯尼迪
宇航中心第 39A 发射阵地上腾空而起。7月 20 日，登月舱下降至月面软着陆。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准备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最后决定走出飞船。当
宇航员走下舷梯的脚步声终于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松了口气。阿姆斯特朗
带着美国国旗走下登月舱梯时，大家都期待着他对美国的胜利说些什么。当
他踏上月面时，他忽然明白，他是整个地球的代表。他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
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很小的一步，但对于人类，它是一次巨大的飞
跃。”

“阿波罗”计划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人类征服太空的里程
碑。



交通运输的未来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人类正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的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去
的两百年间，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我们不能不表示惊叹。

在交通工具方面：从史蒂芬逊的“动力”号到今天的高速赛车；从最初
的“无马马车”到今天的风驰电掣的赛车；从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号到今
天的万吨远洋巨轮；从齐伯林飞艇到莱特兄弟的“飞鸟”号到今天的巨型喷
气式客机和“土星”5 号运载火箭、“阿波罗”飞船、航天飞机，一切都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一步一步地迈着坚实的脚步，踩着先辈的血迹，走
过大陆、越过海洋、飞上天空、冲出大气层、登上月球，将一个又一个的梦
想变成了现实。交通工具使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变小，曾经远在天边的现在如
同近在咫尺一样。如今，如果乘像“协和”式那种超音速飞机，不到 30 小
时就可绕地球一周。但是，一切都似乎刚刚开始一样，人类面临的问题似乎
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多了。明天的路怎么走呢？

在陆地上，城市将变得越来越大，人口将越来越多，为解决城市的交通
拥挤状况，同时又不让人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像生活在笼子里一样，最好的办
法是发展地铁和卫星城市。用高速列车运送往来的人们，限制地面车辆的数
量，而且使用极少产生公害或根本不产生公害的汽车。从而使得城市的空气
里不再像今天一样含大量的汽车排放的一氧化碳、硫化物和铅化物等有毒物
质。同时，智能车辆公路系统将投入使用。这种系统集电子、计算机和通信
技术于一体，可为驾车的人提供从旅行地图到避免碰撞系统等各种便利，使
得公路交通变得不再拥挤和充满危险，同时又快捷方便。

在中长距离上的旅行可乘高速、平稳、无噪声的磁悬列车，或者乘坐新
式的喷气式客机。新的客机将比现在的载客量大很多，而飞行将变得平稳、
安全和有趣。在解决了由噪音和排气造成的公害问题后，超音速客机和高超
音速客机将大量投入使用，那时的世界将变得更小。

在海上，巨型货轮仍然扮演货运的主角。在下个世纪，也许会出现百万
吨级的巨型油轮。同时，还可能出现在水下高速运行的大型核潜货船，这种
船的时速可达 40 海里以上，而且即使遇到风暴和台风也能安全高速航行。

在陆地上的货运将主要靠高速列车来完成。少量的短距离的仍由汽车运
输。但是，除了少量特殊货物外，相当一部分货物将装在集装箱里运送，可
以原封不动地从家门或厂门方便、安全、快速地运往世界各地。如果出现几
百吨重的大型运输机，相当一部分货的远距离或跨洋运输可以由货船改为用
运输机来运输。这将使得货物运输更加快捷。

在展望下个世纪的交通工具时，最令人激动的恐怕还是用于星际旅行的
航天飞机的出现。美国已宣布，要在下个世纪中叶登上火星。正如冯·布劳
恩所预言的那样：“21 世纪将是在外层空间进行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世
纪，是载人星际飞行和在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类立足点的世纪。”如果我
们回顾一下从莱特兄弟的 1903 年的“飞鸟”到 1969 年的登月之间有多长时
间的话，那么对人类能在下个世纪进行星际旅行就不应该有怀疑。当然，这
一切美好的设想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首先有明天，然后才能考
虑怎么走明天的路。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将自己的努力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
而不是相互仇恨和屠杀上，那样会毁了人类自己的。也就不再有明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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