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1834——1907）是俄罗斯伟大的化
学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自然科学基本定律化学元素周期律发现
者之一。他预见了一些尚未发现的元素。他运用元素性质周期性的观点，于
1869——1871 年写成《化学原理）一书。1860 年发现气体的临界温度。1887
年提出溶解水化理论，是近代溶液学说的先驱。他研究气体和液体的体积同
温度和压力的关系。1888 年他首先提出煤地下气化的主张。

门捷列夫的名字和业绩是负有世界盛誉的。全世界的化学家在其整个研
究工作期间将永远离不开门捷列夫所发现的周期律。周期律集人类日积月
累、不断丰富的化学知识之大成，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是化学、物理学、地质
学和其它科学的指路明灯。

我们要牢记门捷列夫的格言：“在劳动中可以得到安宁，享乐只是为了
自私，而为别人劳动却会留下永恒愉快的痕迹。”

一、少年时代

1834 年 2 月 8 日，俄罗斯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市诞生了一个男孩子，名
叫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叫·门捷列夫。

门捷列夫的父亲依万·巴甫诺维奇·门捷列夫，在彼得堡师范学院毕业
以后，即从事教育工作，1827 年起任托博尔斯克中学校长。

门捷列夫的母亲玛丽雅·德米特利耶芙娜·门得列也娃，是一位天资聪
颖，极为能干的妇女，她对于幼子门捷列夫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门捷列夫生下来才几个月，父亲就失明了。在莫斯科手术做得还算顺利，
但他回到托博尔斯克，才知道他担任的托博尔斯克中学校长的职位已属他
人。他父亲只好离职退休。

可是，家里人口众多，养老金数额有限，不敷家用。玛丽娅·德米特利
耶芙娜不得不想办法增加一些额外收入。她哥哥瓦西里·柯尔尼里耶夫在离
托博尔斯克 30 俄里的阿列姆江卡村开办一座小玻璃厂。每逢这位厂主到莫斯
科办事，厂里的业务就弄得一塌糊涂。于是门捷列夫一家搬到了阿列姆江卡
来。玛丽娅·德米特利耶芙娜协助哥哥管理工厂，还安排家人在工厂院子里
的房前房后搞些副业，生活才变得好过一些。

门捷列夫经常偷偷钻进厂房，去看工人们怎样熔制和加工玻璃。他很想
弄到一根长管子，伸进熔炉，取出一团烧化了的、粘乎乎的东西，吹成一个
大玻璃球。他平常总是站在旁边观看，有时看得起劲，竟跑到熔炉跟前去。
这时，工人就会赶开孩子，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玻璃制造工地成了这个少
年最早接受物理和化学教育的摇篮。

门捷列夫童年时代的最清晰的记忆，是和那些日日夜夜在燃烧着的熔玻
璃的炉火有关联的。跟那些吹玻璃技工的友谊，使童年的门捷列夫发现了他
们这一行手艺的窍门。14 年以后，他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利用了当时在工厂
中所获得的知识，使制造玻璃的许多方法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1840 年，当孩子们都长大了，玛丽雅·德米特利耶芙娜就把家搬到托博
尔斯克城，因为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上学念书。

1841 年，7岁的门捷列夫进了托博尔斯克中学。门捷列夫早在上学的头
几年就表现了出众的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发生了
很大的兴趣。他讨厌拉丁文，虽有父亲帮助他补习，但是在拉丁文这门功课



上时常只得两分。
1849 年，门捷列夫中学毕业了，他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在高年级所获得

的成绩使他母亲感到很高兴。在中学里虽不是高材生，但是，教师们一致认
为他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才能。母亲焦急地期待着实现自己朝思暮想的愿望—
—让可爱的儿子受到高等教育。母子二人的最高理想就是盼望能够到莫斯科
大学去接受高等教育，因为那里有许多著名的俄国科学家在授课。

门捷列夫这时已清醒地认识到：优秀的教师留给学生的良好印象将影响
学生的一生。正如他在论国民教育短评中写到的那样：“当回忆中学教师对
我的影响时，我经常提到两位教师：数学、物理教师鲁米里和历史教师多伯
罗霍托夫。我曾向那些自觉而深思熟虑的人打听过好多次，总听到他们说，
在他们的一生中，也有一位到两位教师留给他们良好的印象。”

但是最能吸引门捷列夫的还是生动的大自然。门捷列夫终生喜爱大自
然。他曾和中学时代的老师彼得·巴甫洛维奇·艾尔绍夫一同作了长途旅行，
搜集了一些岩石花卉和昆虫的标本。

1847 年门捷列夫的家庭又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父亲和姐姐先后去世
了。

1849 年，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乘马车从托博尔斯克跋涉了数千俄里的遥远
路程来到莫斯科。门捷列夫满怀学习热情来到这里，但是莫斯科对他非常冷
淡，他没能进大学，因为根据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招生章程，只招收莫斯科学
区内中学的毕业生。

母亲在丈夫生前好友、中央师范学院院长的帮助下，使门捷列夫考进了
师范学院的数学自然科学系。

母亲的心血没有白费，中央师范学院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对日后门
捷列夫的科学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师资条件好。当时在学院教书的不少是著明的专家学者。加上学院
里学生不多，院士、教授们一人只教四五个大学生，最多也只有十个，因此
能对每个学生因材施教，进行过细培养。

卓越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亚历山大·阿伯拉莫维奇·沃斯科列森斯基教授
对于这位未来科学家的培养有极大的影响。沃斯科列森斯基教授曾经培养出
大批出色的俄罗斯化学家。他的学生门捷列夫、别凯托夫、索科洛夫和其它
许多学生都崇敬地称他为“俄罗斯化学之祖”。沃斯科列森斯基一方面进行
创造性的化学工作，另一方面还分出大部分时间来培养青年一代。他有一种
高尚的品质——善于观察学生的天赋特点，并以伟大教育家的耐心和热忱来
发扬这些特点。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活泼创造思想，他极力鼓舞学生的独立精
神，教导他们大胆地去思考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后来门捷列夫在
这位老师的传记中曾这样写过：“别人谈论的往往是科学事业中的巨大困难，
然而在实验室里沃斯科列森斯基教授常常教导我们说‘馅饼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

沃斯科列森斯基教授以特别的方法和技巧来培养门捷列夫在化学方面进
行独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兴趣。门捷列夫写道：“我是沃斯科列森斯基的学生，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在讲课时的那种真实纯朴的诱导力和经常督促大家独立
研究科学资料的精神，他用这些方法吸收了许多新生力量参加化学研究工
作。”

从一年级起，门捷列夫就迷上了化学。这不仅因为化学能帮助人们正确



认识自然界，而且还因为他发现化学能实现他从小就怀着的理想：为了人类
的利益而获得简单、廉价和“到处都有”的物质。门捷列夫决心要成为一个
化学家。

米哈依尔·瓦西里叶维奇·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和斯捷潘·谢妙诺维奇·库
托尔格等教授对门捷列夫也有极大的影响。门捷列夫在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
教授的影响下，对力学和数学发生了兴趣并深入地研究了这两门学科。

二是学院里各系学生间密切交往，经常热烈争论有关科学、哲学、社会
政治生活的问题，这对他们扩大视野、磨炼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门捷列夫后
来写到：“别的专业的同学们对学生整个发展的影响，几乎不小于教授。当
我在中央师范学院自然科学系学习时，我与同学们毗邻而居，其中不仅有与
我听一二年级一般学科的数学系同学，而且也有外系学哲学、历史和经济学
的同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不同意见的争论，这种争论经常发生，大大
有利于磨炼我们大家。”

门捷列夫大学毕业一年后写道：“如果我能再入这个大学，我将多么高
兴呵！在那里我第一次尝试到劳动成果的甜美。”

进入中央师范学院不久，门捷列夫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老师——他的母
亲。1850 年 9 月 20 日门捷列夫伏在母亲的遗体上失声痛哭。他不能相信一
切都已完结。难道他的母亲一个性格如此坚强和充满无穷活力的人，竟会被
死亡所战胜⋯⋯她为这个大家庭操劳了一辈子。17 个孩子给她带来了欢乐，
也带来了痛苦。但是，她总是尽力地照顾到每个孩子：爱抚或是责备。

门捷列夫永远崇敬地怀念着母亲。他终生不忘母亲的形象。门捷列夫在
1887 年所著《水溶液比重之研究》的序言中写了这样几行意味深长而动人的
话：“这部作品是作为最小的孩子纪念自己的慈母而写的。只有慈母以自己
的辛勤劳动经营工厂才能使儿子长大成人，她以身作则来教育儿子并以慈爱
来纠正儿子的错误！她为了使儿子献身科学，毅然离开了西伯利亚，并不惜
罄其所有，竭尽全力。临终遗嘱说：‘不要欺骗自己，要辛勤地劳动，而不
是花言巧语，要耐心地寻求真正的科学真理。’因为她知道，人们应该知道
更多的东西，并借助于科学的帮助，不是强迫，而是自愿地去消灭成见和错
误，而且可以做到：捍卫已经获得的真理，进一步发展自由，共享幸福和内
心的愉快。”门捷列夫认为母亲的遗训就是神圣的信条。

母亲的离去对他打击很大，但是，他为了不辜负母亲的心愿，勤奋学习，
二年级他就成为了学院的优等生。

他对讲授的各门功课，学得扎实，领会深刻，还参考了各种科学文献。
教师们很快发现他具有非凡的才能。

门捷列夫的第一篇科学论著是《关于芬兰褐簾石和辉石的分析》，发表
在矿物学协会的刊物上。1845 年年仅 20 岁的门捷列夫在研究同晶现象方面
完成了巨大和重要的研究工作。把一种同晶物质中的晶体浸入另一种物质的
饱和溶液中，可以看出，浸入液体中的晶体又在表面上生长出由溶解了的同
晶物质的原子所构成的新层。门捷列夫在师范学院实验室中培育了各种极不
相同的物质的同类结晶体，而用各种天然矿物标本研究了同晶现象。他以极
其浓厚的兴趣观察到。同晶物质怎样由溶液中结晶而出，成为同类构造的混
合结晶体。

门捷列夫在研究同晶现象时，曾努力想获得关于同晶物质的各原子中间
相互联系的概念，他正确地认识到研究这些联系就是研究化学的主要任务之



一。
虽然，在这里提出有些过早，但是必须指出门捷列夫这部最初的科学著

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位青年科学家所注意的现象（同晶现象）中，可以
清楚地看到各种元素原子的相同之点。后来门捷列夫称这种同晶现象为可以
自然地使各种元素分组的重要属性之一。

紧张的工作影响了门捷列夫的健康。早在 1853 年 1 月，他已患了严重的
喉头出血症，大家开始担心他的生命。虽然门捷列夫被医生作为濒死的病人
来看护，可是他不屈不挠的刚毅精神、坚强的意志和罕有的劳动热情，使大
家都很惊讶。在附属医院里，他一天也没停止过顽强的研究工作。他所完成
的科学著作获得了高度的评价。他非常珍惜沃斯科列森斯基教授在科学上的
帮助和友谊，在教授的领导下，门捷列夫已进行了某些研究工作。

1855 年，门捷列夫光荣地在师范学院毕业了，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
荣获了金质奖章。全体参加考试的人都向沃斯科列森斯基教授和他的天才学
生热烈祝贺。很多有远见的人，在昨天还是一个学生的门捷列夫身上，已明
显地看出这个年青人所具有的未来天才研究家的特点。这种看法的根据，就
是门捷列夫最初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这位青年科学家所作的毕
业论文——《论同晶现象与结晶形状及其组成的其它关系》。这篇著作曾于
1856 年刊登在《矿业杂志》上，并在同年出版了单行本。

二、青年时代

从师范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即里西尔耶夫学术
研究会附属的敖德萨第一中学获得了教师的职位。年青的科学家感觉到自己
充满了新生力量。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在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加紧研
究，准备题为《论比容》的硕士论文。

因为门捷列夫非常热情和紧张地工作，所以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共一个
月）就完成了他的《论比容》著作。这篇著作也就是他准备用以考取硕士学
位的论文。

1856 年 5 月，门捷列夫在彼得堡参加硕士考试。这次又得到了辉煌的胜
利。他在所有的考试科目中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

门捷列夫提出了“论比容”的研究，作为他的硕士论文。国民教育部关
于这件事的官方消息报道说：“9月 9 日，星期日下午 1 时，在圣彼得堡大
学，前师范学院学生，现任敖德萨中学自然科学主任教师门捷列夫提出了自
己所写的“论比容”’及其原理的论文⋯⋯作者的研究论文及其最后所提出
的原理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因为比容使人有可能根据固体的体积来区别取代
现象和化合现象，并指出了根据比容进行化学化合物的自然分组的途径。”

这篇报道的不知名的作者有远见地强调指出了门捷列夫的研究对于今后
发现周期律有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他最初的研究工作对于发
现周期律的意义。他说道：“要知道，同晶现象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成
同样结晶形状的能力，是同族化学元素的一种典型属性。比容，即密度的倒
数，也是一样，它正像我后来所观察到的一样，是当单质的原子量增加时，
单质周期性和重复性的最鲜明例证之一”。

彼得堡大学校委会一致同意授予门捷列夫物理和化学硕士学位。



1856 年 10 月，门捷列夫又答辩通过了第二篇论文《论含硅化合物的结
构》，这是为获取讲师席位和在大学授课的资格所必须做的，在这篇论文里
他利用了小时候在母亲经营的玻璃工厂中获得的知识，使制造玻璃的许多方
法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1857 年 1 月，23 岁的门捷列夫被批准为彼得堡大学化学教研室的副教
授，开始讲授化学课程。

尽管教学和组织工作很繁忙（门捷列夫被选为系秘书），但是这位科学
家仍然在大学的实验室里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写成论文
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发表。

门捷列夫的实验室设在彼得堡大学的校舍里，是两间用石头铺地并摆设
有空橱柜的小房间。实验室里没有排气和通风设备，以致在试验时人不能长
时间停留在屋里。这位化学家不管是冷天，还是下雨天都必须经常到外面去
呼吸新鲜空气。至于实验室的设备则简陋的更不像样子。当时在全彼得堡都
没有试管卖，甚至就连橡皮管（当时叫接管）都必须自己亲手制造。实验室
的经费少得可怜。当时在化学家中间流行这样的一句俗话：“实验室越简陋，
实验研究越优良。”这样的实验条件要想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是太难了。

1859 年 4 月，门捷列夫被获准去德国海德尔堡进行两年的科学深造。
最初门捷列夫打算在本生（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工作，可是两

位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不同，本生当时正集中精力研究光谱分析，而门捷列夫
热衷研究的是另外的问题。他果断地选择了自己的科学创造方针，用自己所
领到的微薄的出国费来建立自己的小实验室。

海德尔堡有制造科学仪器的工厂，有出产化学试剂的工厂。门捷列夫根
据自己设计的图样定制或定购了所需要的仪器，把自住的两间房腾出一间作
实验室。

门捷列夫非常热情地进行工作。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埋头于他所一心向
往的研究。他在给学校的信中说到：“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旨在
使化学、物理学和力学相结合的专门科学。我确信化学的亲和力与内聚力是
一回事；并且我还确信，如果不知道分子内聚力的大小，就不可能完全解决
关于化学反应原因的问题，因此，我选择了这个很少有人研究的问题作为我
的专业。”

门捷列夫在研究毛细管现象方面完成了精密计划过的实验，并在这些实
验中正确地看到了分子之间是具有内聚力的。进行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写
成了 3篇论文——《论液体的毛细管现象》、《论液体和膨涨》和《论同种
液体的绝对沸腾温度》。

这些著作的重大意义是无可估量的。当时人们认为气体分为两种：即能
够液化的气体和不能够液化的气体（即所谓“永久”的气体）。例如：氧、
氮、氢、甲烷、一氧化碳等都是不能浓缩的气体。门捷列夫根据自己的实验
首次指出了这种划分的错误。

门捷列夫在实验工作十分繁忙中，仍利用业余时间会晤朋友，他在给化
学家希什科夫的信中写到：“在国外的俄罗斯科学家中我认识了别凯托夫、
阿巴谢夫，萨维奇、谢切列夫。这些人，除了阿巴谢夫外，他们都给俄罗斯
增添了光荣，和这些人来往是非常愉快的。”

因为他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劳动，这就使他们结成了莫逆之
交。这样优秀人物的友谊点缀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更



加愉快和丰富了。
1860 年门捷列夫参加了在德国卡尔斯卢厄召开的第一
次国际化学家代表大会，会议上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化学问题：最终确定

了“原子”、“分子”、“当量”、“原子价”等概念，并为测定元素的原
子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化学上空笼罩的一片混乱和模糊的阴云逐渐消
散。近代原子——分子的统一理论得以确立。通过这次大会，对门捷列夫形
成周期律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61 年 2 月，门捷列夫回到彼得堡。又热情地重新担任
起两年以前的大学教授工作，开始讲授有机化学，虽然教学工作十分繁

忙，但门捷列夫继续着他的科学研究。
门捷列夫在讲授有机化学课程的同时，感觉到有必要编写一部能够由浅

入深，条理井然地阐明世界上最新化学理论成就的教科书。他决定把新的正
如他所著称的“统一的”化学观点作为教科书的基础。由于门捷列夫夜以继
日地在高大的写字台上努力地工作（这张写字台现在摆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
学的门捷列夫陈列室里），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一本《有机化学》
教科书。这是俄国第一本用俄文写的有机化学教科书。这本新著受到了普遍
的赞扬。并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的季米多夫奖金。

这本书有两个特色：一是确定了说明有机化学所积累的广泛资料的新原
则：“自然化学系统的基础，应该是它们在化学性质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不
是一种或是两种物理属性。”这个指导思想使门捷列夫后来在发现周期律的
工作中高人一筹。二是与当时大多数有机化学教科书不同，它公开反对了流
行的“活力论”观点。门捷列夫写道：“每一种生命现象都不是由于什么特
殊力量或是什么特殊原因造成的，而是根据大自然的一般规律形成的。”

门捷列夫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并没有放弃研究物理化学的基本理论问
题，因为这是他一开始研究科学就甚感兴趣的问题。

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研究、观察出溶液比重的变化同水中酒精含量的
百分比有关。查明当酒精和水的分子比为 1∶3 时，溶液密度最大。于 1865
年答辩通过了博士论文《论酒精和水的结合》。这一发现后来成为溶液水合
理论的基础。

门捷列夫写道：“我自己从关于溶液的全部知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溶剂和
溶质的结合是化学性质的。”他所根据的四点理由是：

（1）溶液中生成固定组成的化合物；
（2）在很多情况下溶解过程总伴随有化合物所特有的现象；
（3）存在有某些固体结晶化合物；
（4）生成含有结晶水的化合物。
门捷列夫把溶液中的多种化学形式和过程叫缔合作用。
1883—1887 年，门捷列夫发展了关于溶液、溶液中物质的相互作用，关

于形成固定组成化合物学说的基本原理。在这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事实材
料并加以系统化，这些材料成为他的专著——《对水溶液比重的研究》（1887
年）一书的根据。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在溶液研究史中揭开新的一页。

三、心血的结晶



1867 年，门捷列夫被推荐到彼得堡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工作，为了不辜
负这种荣誉，门捷列夫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做好工作。

门捷列夫开始勤勤恳恳地准备讲义。他埋头在书刊里。他找出了自己在
求学时代和研究活动中多年积下的札记、笔记和著作，又把自己淹没在化学
家多年所做过的实验及法则的海洋里。用他手头的资料，来编写一部大学教
程已经有富余了。

秋天，他上课了。他的讲课极为成功。当时的大学生们涌进他的课堂听
课，就像涌进戏院去听外来名人的演说一样。听课者中，有从法律系的、历
史系的、医学系的来的也有从别的学校来的。有人在上课以前，老早占好座
位，有人就站在过道里，或成群地挤在门口和讲台旁边。一个大学讲课人是
很少有这么受人欢迎的。

门捷列夫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优秀的
讲师和关心青年学生的导师，他在大学生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并颇受爱戴。

门捷列夫的学生文贝尔格曾经这样写道：“凡是能够有令人羡慕的机会
看见站在讲台上的门捷列夫，听过他讲课或报告的人，清楚地记得当时听众
的那异乎寻常的情绪。讲台上站着一个魁伟的，稍微驼背，留着长发的人。
他的声音低而有力，言辞充满着热情，非常激动，他好像找不到字眼似的，
初次听他讲课的人都会感到发窘，想催促他、暗示他所缺少的字眼，那就是
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精确简明的借喻字眼，⋯⋯他始终作为讲课根据的、贯
串着包罗万象的公式和深奥无比的那种科学观点的哲学基础令人心神向往。

他的讲课经常涉及力学、物理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宇宙起源论、
气象学、地质学、动植物的生理和农业学的各方面，同时也涉及技术各部门，
包括航空和炮兵学。”

我们还可以从拜柯夫院士回忆录的几行文字中，获得学生们对门捷列夫
的爱戴和他对青年们的影响的某些概念：

“在门捷列夫开始讲课不久，不仅是他讲课的第七教室，连邻近的其他
房间也挤满了各系和各年级许多朝气勃勃和熙熙攘攘的学生，他们按照往年
的习惯来听开学的第一次讲课，以便向这位教授、彼得堡大学的骄傲、俄罗
斯科学的荣耀——德米特利·依凡诺维奇·门捷列夫表示他们的爱戴和崇敬
的感情。我当时也挤在这些激动、兴奋而喜悦的学生当中，我们迫切地期待
着门捷列夫的光临。从隔壁的房门直接开向讲台的那个实验标本室里，传来
轻轻的脚步声，教室里顿时肃静下来，门捷列夫在门中出现，他身体魁伟，
稍稍驼背。他那斑白的长发直垂到两肩，银灰色的长须托着他那副目光闪闪、
严肃而纯朴的面孔。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欢呼声和掌声像春雷一般
震天撼地。这简直是一场暴雨，是一阵狂风。全体同学都在高声欢呼，大家
都欣喜若狂，每一个人都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欢乐情绪。只要看到当时欢迎门
捷列夫的这种热烈场面，就会体会到他是一位伟大科学家和伟大人物。他令
人神往地影响了所有的人，并吸引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智慧和良心。”

拜柯夫院士接着又写道：“由于门捷列夫对当时科学的发展有了明确的
认识，他直接参加解决各种最新的基本问题，而且又结识了许多当代出色的
人物，因此他的讲述就成了包括许多直接观察和印象的一股生动泉流。”

但是，门捷列夫的心灵深处，一点也不满足。
门捷列夫讲授普通化学这门课以后，深深感到化学还没有牢固的基础，

化学在当时只不过是记述无数的零碎事实和现象而已，甚至连化学最基本的



基石——元素学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种状况对学生掌握这门科学
十分不利。

他开始编写一本内容丰富的新著作——《化学原理》。因为有讲课的笔
记做初稿，他写起来很方便。很快，大学生们迫切需要的《化学原理》出版
了。

这一著作对于门捷列夫发现周期律起了促进作用。
《化学原理》一书，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周期律把化学知识系统化的尝

试。门捷列夫的这部巨著的第一版是在 1869—1871 年出版的。
这部科学巨著——《化学原理》极其完善地描绘出这位科学家和伟大人

物门捷列夫本人的形象。门捷列夫满怀着热爱和崇高的心情评论自己的这部
著作说：“《化学原理》是我心血的结晶，其中有着我的形象、我的教学经
验和我的真实的科学思想。”

门捷列夫在《化学原理》一书结束语中的科学和技术预见中充满了对本
国人民的崇高信念。门捷列夫写道：“物理和化学将成为像一二百年前经典
作家所认为的那样的教育特征和教育方法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化学原理》
教导我们去认识化学中的“方法和目的”。门捷列夫用成千上万的例子指出
了科学是怎样推动工业向前发展，科学对于利用自然力揭示了哪些新的可能
性。

门捷列夫在《化学原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依我看来，只有思想和
事实相结合，观察和思路相结合，才能在所希望的方面发生作用，否则就会
抹煞实际情况，就会以虚构代替实际情况，而虚构正是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所
竭力避免的。”

《化学原理》曾译成许多种文字，并且出版了许多次。
门捷列夫在号召年青的一代为科学服务时继续说道：“把理论和实践分

开的有害想法，是许多错误思想的根源，这些错误思想在现代还存在着，并
且在我们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放弃沉醉与幻想，
放弃抽象的意图和古典的辩论，而走向现实和真正的劳动，来为人民谋福利。
还要证明科学不但能‘给青年人以知识，给老年人以快乐’，还能使人惯于
劳动和追求真理，能为人民创造真正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能创造出没有
它就不可能获得的东西。”

在结论中他写道：“假如逐渐地把俄罗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征服了的科
学领域扩大起来，将来的年轻一代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获得一系列的更大的胜
利。科学早已不再脱离生活了，并且在它的旗帜上写着：科学的种子是为了
人民的收获而生长的。”

《化学原理》一书教育了许多代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工艺学家、医师、
农学家，以及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员。

《化学原理》不只是化学的指南，并且教育青年热爱科学，热爱祖国。
号召人们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不要害怕艰苦的劳动。《化学原理》直到现
在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四、发现周期律

《化学原理》一书也不能使门捷列夫很满意，对他来说，化学科学真好
像是一座没路的密林。有时候，他真觉得自己是在这座丛林里从一棵树走向



另一棵树，只对每一棵，作些个别的描写，而这里的树却有千棵、万棵⋯⋯
那时候化学家们所知道的元素一共有 63 种。每一种都要和其他物质化合

而成几十、几百、甚至几千种化合物：氧化物、盐、酸、碱。化合物里，有
气体、液体，其中有的没有颜色，有的闪闪发光；有的硬，有的软；有的苦，
有的甜；有的重，有的轻；有的稳定，有的活泼⋯⋯就没有一种和另一种完
全相似。

然而组成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质，虽然如此繁多，化学家们却已经把它
们研究得十分详尽了。

这无数的化学物质的性质，可以讲述几个星期、几个月。可是这样枝枝
节节地讲得越多，听讲的人对于化学的认识可能反而越少。因为在这片混乱
的天地里简直没有一点统一性，也没有任何系统。难道组成世界的这些材料
当真是漫无秩序、极其偶然地凑在一起的吗？

门捷列夫想在大学生面前展开一幅描写物质的统一性、逻辑性的图画，
想给他们指出宇宙的物质构造所凭借的几条重要法则。可是他在自己喜爱的
这门科学里，竟找不出一点统一性和逻辑性来。

的确，这许多千差万别的物质，也可以简化成数目不多的一些基本物质
——元素。可是这几十种元素里面，就存在着混乱、无秩序和偶然性的萌芽
了。

每一种元素和它所具有一切特殊性质，都好像是物质的偶然表现。看来
在物质的一切初级形态元素之间，或至少在其中大多数元素之间，并没有一
点儿亲缘关系。

大多数化学教授，对于这种情形，也一点不觉得别扭。他们认为：“假
如物质世界没有任何自然秩序，那么，要讲元素，就按照自己认为最方便的
顺序来讲好了。”他们一般都从氧讲起，因为氧这种元素在自然界分布最广。
另有几位从氢讲起，因为氢在元素中分量最轻。但也有理由从铁讲起，因为
它是元素中最有用的。也可以从金讲起，因为它是元素中最贵重的。还可以
从最少见的铟讲起，因为它是最“年轻”的，刚发现的。

面前既然是一座杂树丛生、毫无秩序的密林，那你从哪起步往里走，不
都一样吗？反正走不上两步，就没路了。

可是门捷列夫却不愿意盲目地在这座迷宫里漫步。
他在准备大学课本《化学原理》的时候，就寻找一般规律，寻找一切元

素都要服从的自然秩序。原来他深信这样的规律是存在的，是应该存在的。
他深信元素虽然有种类的不同，可是元素与元素之间一定隐藏着统一性。

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去寻找这规律或统一性。
某些元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门捷列夫认为这些相似性决非偶然。一定

有某种内在的依从性。一切的元素，应该毫无例外地有着某种特征，即决定
它们之间的类似，又决定它们之间的差别。知道这点以后，就可以把所有的
元素连同它们那不计其数的化合物，全都排成十分整齐的行列，像按照个子
高低把士兵排成一队一样。

那么，决定元素在物质行列中的位置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颜色？不，颜色显然是一种不太稳定的次要性质，它不能作为决定元

素间自然秩序的标准。
那么是比重吧？但这种性质更不确定：一种物质只要对它稍微加点热，

它的比重就起变化，使它相对地轻起来。



根据同样的道理，元素的导热性、导电性、磁性及许多别种性质都不适
合。

很显然，像每个人有个特殊的脸作为他的标记一样，每一元素也应该有
一种更根本的特征作为它的标记。这标记应该永远不起变化，没有它时，连
元素本身也无法想象。这种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标记应该有个特点：即使这元
素和别的元素化合而成新的复合物，具有了新的性质，也不会失掉它。

真有这样的标记吗？能有这样的标记吗？
这个问题老是萦绕在门捷列夫的心头，使他不断地思索着，盘算着，比

较着。
是的，是有这样的标记，是有这样的特性。门捷列夫知道它，所有的化

学家知道它。可是很少有人重视它。
它就是“原子量”。原子量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改变。

它是元素的“身份证”。
这个结论是门捷列夫把一切元素的性质仔细比较以后得出来的。他看出

了，猜到了，根据这一重要特征，就能摸索到使元素有相似和不相似之分的
规律。能够帮他找到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与规律性的那把钥匙找到了。只有善
于利用它，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然而引他来到这里的线索是模糊的，令人迷惑的。为了不迷路，为了清
清楚楚地看出元素间的联系，门捷列夫用厚纸板切成了 63 个方形卡片，在每
一卡片上写下元素的名称、重要性质及原子量。然后“玩”起这副纸牌来。
摆起元素的“牌阵”来。换句话说，他把这些小方块一组组地摆起来，变换
它们的位置，寻找一般的规律性，寻找一切元素共同遵守的统一的法则。

门捷列夫无论是在白天或是夜晚，在讲台上或在实验室里，在街上或在
家中书桌边，他随时都在想着这个元素的自然系统。

1867 年 2 月 17 日，门捷列夫开始挑选原子量相近的各元素，结果正像
他所说的：“很快地就使我得出结论，各元素的性质和它们的原子量呈周期
性的依赖关系。尽管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但我从不怀疑所得出的结论具有
普遍性，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偶然性。”

门捷列夫在建立元素周期系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是，将不相类似的
元素加以对比。首先是钾和氯，然后是对整族的碱金属和卤族元素。1869 年
3 月 1 日，他给本国和外国的一些化学家分别寄去他的第一稿元素周期表，
名为《根据原子量和化学相似性而得出的元素之实验》。1869 年 3 月，由门
舒特金代表门捷列夫（当时他因公外出）在俄国化学会议上宣读“原子量与
元素性质的关系”之报告，其内容有以下几点：

（1）将元素按原子量的大小加以排列，其性质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
（2）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或者是原子量相近，或者是依次递增相同的

数量。
（3）各元素及各族按原子量大小排列的对比与各元素的所谓的原子价相

一致。
（4）分布在自然界的元素都具有数值不大的原子量值，具有这样的原子

量值的一切元素都表现出特有的性质，因此可以称它们是典型的元素。
（5）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性质。
（6）还有一些未知的元素尚待发现，例如与 Al、Si 相类似，原子量为

65—75 的元素。



（7）如果知道某一元素的相类似的元素，原子量的值有时能够加以修
正。

（8）一些类似的元素能根据其原子量的大小被发现出来。
正如门捷列夫所指出的，周期律的全部规律都表述在这些原理中。其中

最主要的是元素的物质性质和化学性质随着原子量作周期性的变化。
1869 年 6 月，门捷列夫制出一张原子体积表，准备在第 2次俄国科学家

与医生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单质的原子体积”的报告，报告中谈到，单质的
原子体积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

在《论盐类氧化物中的含氧量及论元素的原子价》著作中，门捷列夫指
出：“成盐氧化物中元素的最高价也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这一切使他能
够把“元素系统之实验”发展成为“元素的自然体系”。

1870 年，门捷列夫将周期表加以补充（表 1），可以把它看成是他对元
素周期分类的业已成熟的见解。

然而在门捷列夫以前竟没有一个人看得出元素间的这种自然关系，这不
奇怪吗？

表 1  门捷列夫周期表（ 1871 年）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 － － RH4 RH3 RH2 RH －Group
R2O RO R2O3 RO2 R2O5 RO3 R2O7 RO4

series

1 H1

2 Li7 Be9.4 B11 C12 N14 O16 F19

3 Na23 Mg24 Al273 Si28 P31 S32 Cl355

4 K39 Ca40 －44 Ti48 V51 Cr52 Mn55 Fe56 Co59

5 （ Cu63 ） Zn65 －68 － 72 As75 Se78 Br80 Ni59 Cu63

6 Rb85 Sr87 ? yt88 Zr90 Nb94 Mo96 =100 Ru104 Rh104

7 （ Ag108 ）Cd112 In113 Sn118 Sb122 Te125 I127 Rd106 Ag108

8 Cs133 Ba137 ？Di138 ？Ce140 － － － －－－

9 （一） － － － － － －

10 － ？ Er178 ？La180 Ta182 W184 － Os195 Ir197

11 （ Au199 ）Hg200 Tl204 Pb207 Bi208 － － Pt198 Au199

12 － － － Th232 － U240 －

乍一看，好像这里并没有什么奥妙？只要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把元素一个
接一个地写下来，周期律就自动出现了。这件事做起来，好像十分容易，容
易得跟按照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元素差不多！这么简单的一种东西，怎么除了
门捷列夫以外，别的化学家就谁也想不到去试一试呢？

是的，别的化学家也曾尝试过。不过尝试之后，能够发现周期律，并且
利用它来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却只有门捷列夫一个人。因为事实上，这件事
并不那么简单。

元素的真正关系，其实是乱成一团，极难理出头绪的。要认识这种复杂



的化学秘密，非有极高的智慧、极丰富的想象力不可。
第一，不少元素的原子量测得不准，有 7种元素的原子量和现在采用的

数值差了好几倍。还有几种测得不够准确，因此排表时次序给打乱了。
他按着原子量把元素排列起来。但他不知道有几种元素原子量没有算准

确。由于当时的研究方法，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那些错误是若干年后才查
出来。门捷列夫无从知道，要把所知道的元素排成一张表是很不容易的。那
些元素往往像没有受到训练的新兵一样，拥挤在一起，破坏了队形。这就使
门捷列夫不得不凭着自己的天才，强迫它们站到各自的真正位置上。

他将铀的原子量由 120 改为 240，钍由116 改为 232，铈由92 改为 138，
铟由 75.6 改为 113。

第二，我们现在已知的原子量有上百种，可是当时发现的元素只有 60
种左右，因此把元素按原子量顺序排队时，就容易错位。而一位排错，后面
的位置就全不对了。

例如站在第 4号元素硼和第 11 号元素铝下面的是第 18 号元素钛。它们
中间的间隔是六个元素，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这好像很有规律。但是就性质
来看，钛在硼和铝这一族中，显然是“外路人”，它的位置，应该在隔壁的
碳族里，于是门捷列夫决定把钛从第 18 位上搬开。

“这里应该是一个未知元素站队的地方，这未知元素应该像硼和铝！”
他肯定地说。

于是门捷列夫就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空格。跳过这个空格，钛就站在与它
有亲缘关系的碳族中了。钛以后的元素呢，也都可以按照原子量递增的顺序
一个一个往下排，不致乱队了。

门捷列夫就利用这样的空格，强迫各种元素站到各自应站的位置，免得
破坏周期律。

可是门捷列夫也没让这些空格成为完全的空白点：他往里面填进了些自
己臆造的新元素。

他给它们定名有类硼、类铝和类硅。他又预言他自己臆造的这些谁也不
知道的物质，会具有怎样怎样的性质。他甚至说明了它们的形状、原子量以
及它们同别的元素化合而成的化合物。

门捷列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发现的周期律是正确的。可
是在别的许多化学家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狂妄的行为。

但是，好几年过去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的空格还是空着，只有一些幽
灵般的、臆造的物质待在里面。谁也不重视它们了，更糟的是人们简直忘掉
了它们。

门捷列夫发表了周期律以后，争夺这个发明权的斗争立即开始了。门捷
列夫忍受了许多外国学者的抨击，他们企图否认周期律是门捷列夫发现的，
企图否认俄罗斯伟大学者发现这一规律的优先权。

1870 年，在德国化学通报和化学年鉴上登载了布洛姆斯特兰德和迈耶的
论文，稍后又有包姆豪威尔所写的小册子，都对门捷列夫的发现表示怀疑。
对于他们，门捷列夫认为不值一驳。但攻击并没有结束，门捷列夫都给予了
反驳。

发现了伟大的自然法则，为整个的下一步研究元素指出了方向的门捷列
夫，为了保证他发现周期律和创立周期系统的优先权，在当时进行了激烈的
斗争。



门捷列夫对他自己的原理的正确性有无限的信心，对他自己的预言曾这
样写道：“我决定这样做，预言中的元素一个个迟早会被发现，但也有可能
这些周期表中的元素始终隐避着不让化学家发现。”门捷列夫有时怀疑他所
预言的元素是否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被发现出来，但这事情却终于实现了。

1875 年 9 月 20 日，在巴黎科学院会议上宣读了维尔兹的学生布瓦博德
朗的一封信。

“前天，1875 年 8 月 27 日，夜间 3—4时，我在比里牛斯山中皮埃耳菲
矿山所产的闪锌矿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信上说。

新元素终于到来了！
布瓦博德朗在来自比里牛斯山的闪锌矿的光谱中发现了明亮的紫色谱

线，这是任何一种已知元素所不具有的。他又将闪锌矿物提纯并观察到更强
的紫色谱光，于是得到一种新元素。为了纪念他的祖国，他把这一元素命名
为镓。

1875 年 9 月 20 日在《巴黎科学院院报》上，报道了这一发现，标题为
——从比里牛斯的闪锌矿中发现的新金属元素镓的化学与光谱特征。

1875 上 10 月底，门捷列夫看到这一报导，他马上看出，镓就是他所预
言过的类铝。他在俄国化学会的会议上（1875 年 11 月）谈到这一情况，他
给《巴黎科学院院报》寄去名为《关于镓的发现》的短文，于 1875 年 11 月
22 日发表出来。门捷列夫将他所预言的类铝性质与布瓦博德朗所描述的镓的
性质加以对比。按照周期律，类铝的性质应是：原子量 68，其氧化物的分子
式为 Ea2O3⋯⋯门捷列夫还指出，镓的比重应为 5.7 而不是布瓦博德朗所测定

的 4.7。
1876 年 9 月，布瓦博德朗重做了实验，将金属镓提纯，结果得到的比重

为 5.94（现代值为 5.91），而原子量为 69.9（现代值为 69.72）。他写道：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说明门捷列夫这一理论的巨大意义了。”在《化学原
理》第 3版（1887 年）所载的周期表中，门捷列夫将原来写成“？68”的字
样改为“Ga68”。1880 年 5 月，门捷列夫又写道：“我得承认，我没有想到
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周期律得到这样有力的证明，像布瓦博德朗发现镓所做
出的证明一样。”镓的发现，对普遍承认周期律是重要的推动力。

1879 年春，瑞典化学家尼尔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新的稀有金属—
—钪》。1879 年克利夫在给门捷列夫的信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你，你所
预言的元素类硼已被分离出来。这就是尼尔逊先生在今年春天所发现的钪。”
在化学原理第四版（1881—1882）中，门捷列夫把钪列入第三族元素中，完
全与类硼的性质相符合。

1886 年 2 月，德国化学家温克勒（1838—1904）在研究硫银锗矿的成分
时，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他把新元素命名为锗。2月 26 日温克勒在给门捷列
夫的信中写道：“我发现了一种新元素锗，⋯⋯这里所说的类硅⋯⋯告诉您
的天才研究工作的又一新胜利。”门捷列夫当时预言类硅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比其它元素更详细。对类硅的发现，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一元素在
周期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是具有双重性质的过渡元素。锗的发现和研究
是周期律的彻底胜利。

起初，温克勒以为他发现的元素——锗是像锑的元素，但门捷列夫指出
了他的错误，他认为温克勒发现的元素应属于第四族，在钛与锆的中间。温
克勒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一篇详细叙述锗的性质的文章中，温克勒写道：“再也没有比类硅的
发现能这样好地证明元素周期律的正确性了，它不仅证明这个有胆略的理
论，而且还扩大了人们在化学方面的眼界，在认识领域里也迈进了一大步。”

1889 年，门捷列夫在《化学原理》第 5版中写道：“我没有想到，能活
到周期律所预言的元素能得到证实，但是现实已做出了回答。我预言了三种
元素——类硼、类铝和类硅。从那时（1869 年）起到现在还不到 20 年，它
们都已被发现，我感到莫大愉快。”（参看表 2）

表 2：预言的元素性质与新发现的元素性质对比表

门捷列夫预言的

元素性质

其他科学家发现的

元素性质

类硅 Es 锗 Ge

  氧化物化学式为 EsO2 ，其密度为 氧化锗为 GeO2 ，其密度为 4.703 。

4.7 。其氢氧化物应该能溶解于酸中 在酸中很少溶解

  氯化物 EsCl4 可能在略低于 四氯化锗 GeCl4 的沸点为 86 ℃，

100 ℃时沸腾。其密度为 1.9 （ 0 ℃

时），分子体积为 113

其密度为 1.887 （ 18 ℃时），分子体积

为 113.3

类 Dt 钋 Po

（门捷列夫， 1889 年） （居里夫妇， 1898 年）

  原子量为 212 ，生成氧化物为   原子量为 210 ，生成氧化物为

DtO2 ，灰色金属，密度为 9.3 ，易

熔化，

PoO2 ，银色金属，密度约 9.3 ，易溶化，

与其它金属形成合金 生成合金： PbPo 、 CaPo 等等

除了类硼、类铝和类硅之外，门捷列夫在他的周期表中还为原子量 180
及原子量为 187 的元素留下了空位。1923 年，科斯特（1889—1950）与赫维
西（1885—1966）发现了新元素铪，其原子量为 178.5，而在 1927 年，诺达
克（1893—1960）和塔克分离出了铼，其原子量为 187。

门捷列夫深信他所发现的周期律是正确的，他根据周期律修订了铟、铀、
钍、铯等 9种元素的原子量，因为原来的原子量违背了各种性质变化的周期
规律性。在门捷列夫以前，人们认为铈的原子量为 92，门捷列夫将它修订为
138，最后又修订为 140。

布劳纳（1855—1935）发现铈的原子量等于 140.25，而起初他把铈的原
子量计算为 128。

1870 年，门捷列夫将铀的原子量修订为 240（原来是 120），后来齐默
尔曼在 1881 年测定 UBr4和 UCl4的密度时，证实了门捷列夫的原子量值是正

确的。齐默尔曼在给门捷列夫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我的研究结果完全
证实了你所作出的铀原子量为 240 的预言。同时，这一元素在周期系中也有
了明确的位置。”

在元素周期律的探索者中，门捷列夫的确是站得最高、想得最深、看得



最远的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但是，对周期律的认识还刚刚开始。为什么元素性质会随着原子量的递

增而周期性的变化？为什么原子量上一些很小的变动会引起元素性质上的极
大变动？例如化学性质最活泼的氟，它的原子量（19.00）跟最不活泼的氖的
原子量（20.2）只相差 1，而铁和钴的化学性质很相似，可是它们的原子量
（55.85 和 58.94）的差值却差不多大到 3，这是什么缘故呢？

当时出现了两条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一条是努力揭示出决定元素所有
性质的质量的本质是什么；另一条道路是弄清原子的复杂结构和元素相互转
化的规律。在 70 年代，也就是门捷列夫刚刚提出周期律不久，他还是个 40
岁左右的中年人时，他认为第一条道路似乎更正确，它能引导科学直接走向
目标，可是对第二条道路他也没有坚决摒弃。为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质量和
引力的本质。

19 世纪末，X射线、放射性、电子等一系列新发现，重新把原子的复杂
结构和可转化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为揭开周期律的秘密提供了大
好机会。然而年已六七十岁的门捷列夫却成了新发现的固执的反对派了。他
否认原子的复杂性和可分性，否定元素转化的可能性。他曾说：“我们应当
不再相信我们已知单质的复杂性”，并宣称“关于元素不能转化的概念特别
重要，⋯⋯是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同一个门捷列夫，早期依靠正确的哲学思想开创了发现周期律的勋业；
晚期却因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束缚而堵塞了发展周期律的道路。

五、婚姻和家庭

19 世纪 70 年代门捷列夫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1862 年，门捷列夫和费奥兹娃·尼基季奇娜·列且娃结婚了。她是一位

并不聪慧而带神经质的病态妇女，终日锁在家务琐事的狭窄圈子里。门捷列
夫早在最初认识列且娃的时候，就写信给他姐姐奥丽佳·依凡诺芙娜·巴萨
尔金娜说：“我越是和我的未婚妻接近，我就越是觉得我对她并没有未婚夫
的感情。”可是她姐姐却对门捷列夫这种感情严加斥责，她写道：“你回忆
一下伟大的歌德的话，‘最大的罪莫过于欺骗姑娘。’你订了婚，成了未婚
夫，如果你现在拒绝她，那末她将会处于何种情况呢？”门捷列夫听了姐姐
的话。1862 年他们举行了婚礼。但是不出所料，这的确是一件不幸的婚事。
门捷列夫也希望妻子能够理解自己所负担的使命，从而获得友谊的支持。然
而，实际上他一个人单独地进行了艰巨的创造工作，并且很痛苦地忍受了孤
独的生活。

冲突发生了，这种冲突与其说是门捷列夫和他夫人的私人关系所造成，
倒不如说是他与整个宗法环境的冲突所造成的。

1876 年，门捷列夫在自己的姐姐卜普斯金娜家里，结识了自己外甥女的
女友——聪明而有艺术天赋的安娜·依凡诺芙娜·波波娃，进而爱上了她。
但离婚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好不容易经过 4年的工夫，才获得费奥兹
娃·尼基季奇娜的同意，1880 年门捷列夫和安娜·依凡诺芙娜结了婚。

从前一向是很沉寂的门捷列夫的寓所现在变了样。每逢星期五，后来是
每逢星期三，先进的俄罗斯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到这里聚会。经常到门捷列夫
家去的有克拉姆斯柯依、列宾、雅罗申柯、米亚索耶道夫、库英支、瓦斯涅



佐夫、苏里科夫、西什金和其他接近“流动展览画家”运动的艺术家们。
门捷列夫家里的“星期三”过得既愉快而又活泼。安娜·依凡诺芙娜在

回忆录中写道：“这些艺术家们都很喜欢星期三。这里聚集了中立阵地上各
个阵营的人们。由于有门捷列夫参加了克制各走极端的僵局。这里可以听到
一切艺术新闻。艺术品商店把艺术出版物送给星期三集会来审阅。有时艺术
界中的创作家把自己的新创作带来展览。那时，彼得鲁雪夫斯基曾经想要写
一本论述颜料的著作，⋯⋯门捷列夫所创立的气氛，到处都呈现着高尚知识
趣味，而没有低级的趣味和诽谤，使星期三变得格外有趣而愉快。”

门捷列夫沉醉于绘画。库英支展览出自己的新画片《第聂伯河上之夜》
后，门捷列夫写了一篇评论这幅画的文章《在库英支的画前面》。这位科学
家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艺术的精湛见解。

俄国艺术家们为了尊崇门捷列夫对绘画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关怀，并重视
他对艺术的赏识，1894 年推选门捷列夫为艺术院院士，以表敬意。

门捷列夫最热爱的主要事业仍然是科学活动。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如
果这天没有课，门捷列夫就从清早起，毫不间断地一直工作到下午五点半。
按照习惯他在晚上六点钟进午餐。进餐后，通常就一直继续工作到深夜。这
样他日复一日地过着充满劳动，深切关怀各种事物和创造乐趣的生活。

六、晚年生活

世界科学史上，像门捷列夫这样，名字和伟大的发现相联的科学家是少
有的。然而 1880 年俄罗斯科学院却发生了一件很悲痛的事。

根据科学院章程，科学院是“俄罗斯帝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团体”。章程
规定，“科学院有权选举院士和研究员”，即以自己的著作“努力扩展造福
人类的各种知识范围，并以新的发现来增进和丰富这种知识的科学家”，而
且“当著作价值相等时，则俄国科学家较外国人占优先地位”。这些官样文
章写得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齐宁院士逝世后，布特列罗夫、契比雪夫、奥符相尼科夫和科克沙洛夫
诸院士提出候选人门捷列夫充任化学工业学院院士缺位的候选人，“门捷列
夫有资格在俄国科学院中占有地位，这当然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似
乎是毋庸置疑的。不只在俄国，就是在世界科学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和门
捷列夫来争夺院士的地位。

1880 年 11 月 11 日，科学院物理数学部会议进行投票。推选门捷列夫为
候选人，但是科学院的多数分子在这次投票中从中作梗。门捷列夫落选了。
他遭到了和许多俄国科学家同样的命运——由于统治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思
想体系的崇拜，沙皇反动政权残酷扼杀俄国科学界中一切具有生气和富有创
造性的人才。

俄国的科学团体和进步团体很清楚地知道门捷列夫是在反动压力下被排
挤出科学院的。基辅大学和以基辅大学为榜样的俄国所有其他大学，都选举
门捷列夫为自己的名誉院士，以示抗议。可以说，门捷列夫被整个俄国科学
界和进步团体选入了“第一流科学家团体”。

门捷列夫接到选他为基辅大学名誉院士的通知后，他发信给基辅大学校
长答谢说：“我衷心地向您和基铺大学校委会致以谢忱。我深刻了解这是俄
罗斯的荣誉，而不是我个人的荣誉。科学原野上的幼苗，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萌芽滋长的。”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部分反动势力，并不能削弱门捷列夫世界荣誉的光

辉。当时门捷列夫已经获得了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
——的学位。像伦敦科学院这样巨大的科学院和俄国、西欧及美洲的 50 多个
科学团体，都选门捷列夫为自己的院士。

在当时的进步刊物上广泛地宣传了“门捷列夫事件”。布特列夫在《罗
斯报》上发表了评论《是俄罗斯的科学院还是皇帝自己的科学院？》他的尖
刻言论响彻了全俄。在这篇评论中，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有机化学家以非凡勇
敢抗议不选门捷列夫。布特列夫写到：“这样一来，俄国化学家就不能掌管
科学院，而我却要受从‘遥远的地方’来发号施令的玻恩教授管辖。让他们
告诉我，从此以后，我能不能和该不该缄默不言呢？”

“门捷列夫事件”在俄国社会的意识中，留下了鲜明的不可磨灭的痕迹。
门捷列夫不止一次地遭受到社会和国家生活各方面愚蠢而顽固的执行农

奴制政策的苦楚。1890 年，门捷列夫已经在彼得堡大学工作了 33 年，但他
却在这一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被迫离开了彼得堡大学。

门捷列夫离开大学的直接原因，是他和国民教育部长捷良诺夫伯爵的冲
突。拜科夫院士这样描写了这个事件：

“1890 年 3 月彼得堡大学开始了‘学潮’，规模很大。学生们举行集会
讨论向政府提出要求和拟定请愿书的问题，一切准备就绪后，邀请教授们参
加了这个会议。在全体学生中间享有威望和受到爱戴与尊敬的门捷列夫也和
其他教授一起出席了这次集会。事情是这样的，会上请求门捷列夫把已经拟
定好的请愿书提交政府，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保证完成。⋯⋯这是最黑暗
势力的统治年代，是亚力山大三世统治的时代，是一切稍有生气的事业都遭
受摧残、迫害和压迫的时代。因此，担负这个责任和委托决不是一项简单而
轻松的任务。这正表现了门捷列夫伟大之处，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还
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公民。

“我还清楚地记得门捷列夫在接受这份请愿书时所发表的演说。这是
1890 年 3 月 14 日的事情。许多学生都来参加这次讲演会。当门捷列夫出现
的时候，大家以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来欢迎他。3月 16 日由门捷列夫
递交给捷良诺夫的请愿书退了回来，上面批道：‘国民教育部长命令，请愿
书退还给现任五等文官门捷列夫教授，因为部长以及为圣上效劳的任何人员
都无权接受此项请愿书。致门捷列夫阁下，1890 年 3 月 16 日’。”

门捷列夫认为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能再留在大学里了，因而申请辞职，
并于夏季由大学迁往新寓所。

当捷良诺夫拒绝宣读请愿书和门捷列夫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大学生又掀
起了“学潮”。学校当局把警察带进了学校，逮捕了许多人，抗议被镇压下
去了。门捷列夫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最后一次讲演：“由于许多不同原因，
我恳切地请求大家退席时不要鼓掌。”这番话的意味是如此深长，以致没有
一声欢呼，也没有一声掌声，他在肃穆沉寂中，离开了讲堂，永远地离开了
它。

门捷列夫非常沉痛地离开了大学。他在 33 年当中始终是精神饱满，热情
百倍地辛勤工作着，然而却没有受到重视。门捷列夫的一切美好计划和希望
都是和这所大学分不开的。这位科学家晚年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与自
己的学生离别了。门捷列夫异常悲愤，最初他无论何处都不去，任何人也不



见。
但是，像门捷列夫这样的人难道能够长久不做事情吗？不能的。他那充

沛的精力，他对祖国的热爱要求他去寻找出路。政府冷酷地对待门捷列夫，
但是门捷列夫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最优秀的儿子。
政府并不能代表俄罗斯。门捷列夫也懂得这一点，尽管受到排斥，但他还要
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因此，他决不肯到外国去，仍留在俄国。

1890 年，海军部，继而陆军部建议门捷列夫制造新型无烟火药。
门捷列夫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门捷列夫提出，只有“利用俄国的硫

铁矿来制造硫酸”，只有在应用国产原料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新型火药。
1890—1891 年间，门捷列夫研究出了一种新的无烟火药。他描写这种火

药说：“这种火棉膠应该认为是一种新的、至今实验中还无人知道的硝化纤
维，是含氮约 13％的低氮硝化纤维素和含氮约 11％的用以封闭小切口的药用
火棉膠中间的混合中性物质。”所以门捷列夫把这一类型硝化纤维称做低氮
硝化火棉膠。

1892 年，进行了用低氮硝化棉膠火药的第一次试验射击。试验结果，成
绩辉煌。门捷列夫所制造的火药能够均匀而迅速地燃烧，大大超过了国外应
用的火药。

1894 年，门捷列夫被迫离开海军部，这对门捷列夫又是一个新的打击。
门捷列夫离去，严重影响了俄国火药事业的发展。因而在 1914 年世界大

战时，俄国不得不向美国订数千吨无烟低氮硝化棉膠火药。
晚年时间，门捷列夫的名字是和俄国的度量衡学——研究度量衡和精确

测验的科学——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
1893 年，被任命为国家度量衡检定总局局长。为研究精密的度量衡标准

器，6年内完成了别国需要 15 到 20 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在全国推行米制
做好了准备。

门捷列夫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能提出创造性的观点。提出了使煤在地下
气化，用管道输往各地的想法。

门捷列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写自传，编制自己著作清单。有时，
就在他多年来时断时续的日记中做笔记。

“和我的名字相联系的只有四件事：周期律、气体张力的研究、把溶液
理解为缔和以及《化学原理》。这就是我的全部财富。他们不是从别人那里
抢来的，而是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我的成果，我极为珍视它们，啊，
就像珍爱我的孩子一样。

“看来，周期律将来不致遭到破坏，而只会提高和发展，尽管作为一个
俄国人，人们，特别是德国人，想把我抹煞。我感到幸福，特别是我对镓和
锗的预言，⋯⋯关于在微小压力下的张力问题，直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 30
年，人们却很少谈论它。但是，我寄希望于未来。人们将会明白，我所发现
的东西，对于了解整个自然界和微观世界既普遍又重要，⋯⋯看来，对于溶
液，人们开始理解，就连奥斯特瓦尔德一派的人也开始正确评价。我这里实
在的东西很少。但是，牢固的基础却是明显的。我首先寄希望于美国人，他
们在化学方面搞出很多好东西。他们会记起我的⋯⋯

“这部《原理》是我所喜爱的作品。其中有我的教学方法和经验以及我
所倾心的科学思想，在《化学原理》中包含着我的精神力量和我留给孩子们
的遗产。在目前印行的第 8版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1906 年门捷列夫在彼得堡居住，他继续写作，尽管他的视力已很弱，手
也颤抖，写出来的字体歪歪斜斜。

初冬，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波波娃来看他。她看到哥哥时，
心里感到很难受，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面色苍白、头发稀疏的瘦老头。

“你需要休息，你这一辈子工作得够多了。”
“对我来说，最好的休息就是工作。停止工作，我就会烦闷而死。”
他真的工作到最后一天。1907 年 1 月 20 日早晨，门捷列夫逝世了。
这位伟大科学家逝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俄国。葬礼是隆重的。通向沃

尔科夫公墓的道路两旁绵延着不尽的人流，在送葬的行列中，高举着一条很
大的横幅，上面画着周期表。横幅在呼啸的北风中迎风摆动，好像一只巨大
的飞鸟，把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不朽名字传向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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