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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历史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

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

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

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

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

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

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

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

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

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

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

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

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

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

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

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

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

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

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

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

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

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

（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

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

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

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

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

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

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

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

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

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

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

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

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

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

……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

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

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

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

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

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

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

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

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

《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

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

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

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

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

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

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

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

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

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农民起

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

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

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

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

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

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

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

《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

的地位。

司马迁写《史记》

司马迁

趣味数学

四色猜想是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

一。四色猜想的提出来自英国。1852 年，毕

业于伦敦大学的弗南西斯·格思里来到一家

科研单位搞地图着色工作时，发现了一种有

趣的现象：“看来，每幅地图都可以用四种颜

色着色，使得有共同边界的国家着上不同的

颜色。”这个结论能不能从数学上加以严格证

明呢?他和在大学读书的弟弟格里斯决心试

一试。兄弟二人为证明这一问题而使用的稿

纸已经堆了一大叠，可是研究工作没有进

展。1852年10月23日，他的弟弟就这个问题

的证明请教他的老师、数学家德·摩尔根，摩

尔根也没有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于

是写信向自己的好友、数学家哈密尔顿爵士

请教。哈密尔顿接到摩尔根的信后，对四色

问题进行论证。但直到1865年哈密尔顿逝世

为止，问题也没有能够解决。

1872年，英国当时的数学家凯利正式向伦

敦数学学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四色猜想成

了世界数学界关注的问题。世界上许多一流

的数学家都纷纷参加了四色猜想的大会战。

1878～1880年两年间，律师兼数学家肯普和泰

勒两人分别提交了证明四色猜想的论文，宣布

证明了四色定理，大家都认为四色猜想从此也

就解决了。

11 年后，即 1890 年，数学家赫伍德以自

己的精确计算指出肯普的证明是错误的。

不久，泰勒的证明也被人们否定了。后来，

越来越多的数学家虽然对此绞尽脑汁，但

一无所获。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个貌

似容易的题目，其实是一个可与费马猜想

相媲美的难题：先辈数学大师们的努力，为

后世的数学家揭示四色猜想之谜铺平了道

路。

进入 20 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对四色猜想

的证明基本上是按照肯普的想法在进行。

1913 年，伯克霍夫在肯普的基础上引进了一

些新技巧，美国数学家富兰克林于 1939 年证

明了 22 国以下的地图都可以用四色着色。

1950 年，有人从 22 国推进到 35 国。1960 年，

有人又证明了 39 国以下的地图可以只用四

种颜色着色;随后又推进到了 50 国。看来这

种推进仍然十分缓慢。电子计算机问世以

后，由于演算速度迅速提高，加之人机对话的

出现，大大加快了对四色猜想证明的进程。

1976 年，美国数学家阿佩尔与哈肯在美国伊

利诺斯大学的两台不同的电子计算机上，用

了1200个小时，作了100亿判断，终于完成了

四色定理的证明。四色猜想的计算机证明，

轰动了世界。它不仅解决了一个历时 100 多

年的难题，而且有可能成为数学一系列新思

维的起点。不过也有不少数学家并不满足于

计算机取得的成就，他们还在寻找一种简捷

明快的书面证明方法。

四色猜想

思考：夏天的天空缀满了繁星，非常美丽，

如果能有一架望远镜，那就可以近距离观察神

秘的星星啦!现在，不妨自己动手试着做一架

望远镜吧。

工具:两个放大镜、一张稍硬实的白纸、一

瓶胶水。

操作:现在用一个放大镜看远方，可以看

到远方的景物呈倒立状;把白纸卷成圆筒状，

用胶水把纸的一头粘在一个放大镜上，另一头

粘在另一个放大镜上，望远镜就做成啦!用自

制望远镜观看远方的景物，会发现远方的景物

仍呈倒立状，但明显比肉眼看上去的要大得

多。

讲解:望远镜的目镜和物镜都是凸透镜，

光线经过凸透镜折射后，所产生的影像为放大

的倒立虚像。因为物体经过了两个凸透镜的

折射，所以远方的景物就放大了许多。

实验台

自制望远镜

趣味谜语

1.【谜语】：身体晶莹又透明，一颗丹心分

外红，不声不响墙上挂，随时报热又报冷(打一

仪表) 【答案】：温度表

2.【谜语】：像箭不是箭，爱在高处站，屁股

坐不稳，脑袋随风转(打一气象仪器)

【答案】：风向标

3.【谜语】：小珍珠真可爱，只能看不能踩，

清晨长在绿草丛，太阳一出无影踪(打一自然

物) 【答案】：露水

4.【谜语】：软似薄纸硬如钢，工农商学都

用上，耐酸耐寒耐腐烂，颜色鲜艳逗人赏(打一

化学制品) 【答案】：塑料

5.【谜语】：银白软又韧，胜似麻和棉，既能

织成网，又能把带编(打一化学制品)

【答案】：尼龙线

6.【谜语】：凸眼睛阔嘴巴，尾巴要比身体

大，碧绿水草衬着它，好像一朵大红花(打一动

物) 【答案】：金鱼

7.【谜语】：小时着黑衣，长大穿绿袍，水里

过日子，岸上来睡觉(打一动物)

【答案】：青蛙

8.【谜语】：小树长桃多又大，桃儿裂了开

白花，结的籽儿能榨油，采下花儿能纺纱(打一

农作物) 【答案】：棉花

9.【谜语】：烽火台上起狼烟(打一消防用

语) 【答案】：警报

10.【谜语】：彩色锦缎挂天边，夕阳映照更

好看，姑娘见了空欢喜，不能剪来做衣衫(打一

自然现象) 【答案】：晚霞

11.【谜语】：一物生来两面光，都爱用它装

门窗，能挡狂风和暴雨，就是不遮光和亮(打一

常用物) 【答案】：玻璃

12.【谜语】：兄弟几个真和气，天天并肩坐

一起，少时喜爱绿衣裳，老来都穿黄色衣(打一

水果) 【答案】：香蕉

13.【谜语】：远看像座亭，近看没窗棂，上

边直流水，下边有人行(打一常用物)

【答案】：雨伞

14.【谜语】：天上星星数不清，有颗星星分

外明，此星能工巧匠造，昼夜飞行在天庭(打一

科技名词) 【答案】：人造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