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世界的毒舌頭與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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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要  

本書環繞微積分、氧氣、演化論和原子彈等課題，講述八個

科學和科技突破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當中涉及頂尖科學家、科

學產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種種糾葛和競爭，讓人們對「創造者」

和「夢想家」這個社群有更多的理解。全書分八個章節，每個章

節都有綱目及小標題，可獨立成篇，亦能互相緊扣。各章內容概

括如下： 
 
第一章 微積分大論戰 

本章講述著名科學家牛頓成長的故事，當中以牛頓與萊布尼

茲爭論誰先發明微積分的衝突為主線，令讀者對牛頓這位自視甚

高的科學泰斗有更全面的認識。 
 

第二章 誰先發現了氧氣？ 
本章講述拉瓦謝和普利斯特利之間糾纏了二十年的爭執。他

們都醉心研究燃燒金屬時出現的特殊現象：普利斯特利發現氧氣

的存在，但卻不清楚這發現有甚麼價值；拉瓦謝甚麼都沒發現，

但卻了解普利斯特利的發現，而且幾乎獨力詮釋了氧氣在燃燒過



 

 

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氧氣在空氣中的重要性。兩人的研究成果，

開啟後世研究化學之門。 
 

第三章 演化論舌戰創造論 
本章講述達爾文和歐文就演化論和創造論進行舌戰的經歷。

達爾文經過 20 年的思考及整理，提出生物演化的概念，打破人

類對生物學固有的認知。達爾文提出演化論後，支持創造論的歐

文不斷攻擊他，而教廷亦質疑達爾文所提出的理論，認為猩猩不

可能是人類的祖先。 
 

第四章 直流電與交流電的戰爭 
本章講述愛迪生及特斯拉的競爭故事。愛迪生發明了直流電

系統，希望能加以推廣；而特斯拉則發明了成本較低的交流電系

統。他們互不相容，兩人之間的「戰爭」在龐大資金的推動下如

火如荼地進行。 
 

第五章 改變世局的原子彈競賽 
本章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同盟國和德國之間爆發的原子

彈競賽。作者指出在 1942 年時，科學家都認為要再花幾十年，

原子彈才可面世，但由於戰爭，國家願意投入大量的資源、人力

和財力，最終提早實現了這個天方夜譚。 
 
第六章 誰先解開了 DNA 之謎？ 

本章講述克拉克和華森兩人成功解開人類 DNA 的雙螺旋結

構，並獲得諾貝爾獎的故事，從而反映科學發現背後的競爭：科

學家各出奇謀，打擊對手，務求爭取最先發現的榮譽。作者指出

克拉克和華森跟一般科學家不同，他們並非遺傳學的專才，又極

少進行實驗，反而擅長從其他科學家的研究中發掘新知識，修訂

別人的錯誤，最終走在眾人之前。 
 
第七章 美蘇太空競賽 

本章講述美蘇太空競賽的經歷和意義。1957 年，蘇聯的史

普尼克一號升空，開啟了太空競賽的大門。在競賽初期，美國是



 

 

落後的；後來美國急起直追，並把競賽的戰線推向月球。作者認

為由於各部門能緊密溝通，減少失誤，結果美國在 1969 年成功

登陸月球。 
 
第八章 軟體雙雄網路爭鋒 

本章講述電腦王國兩位舉足輕重人物比爾．蓋茲和艾利森的

競爭故事。蓋茲出生於美國一個中產家庭，創立了微軟公司，成

為全球首富；艾利森的童年生活艱苦，後來創立「甲骨文」公司，

至今該公司仍是企業資料庫軟件的巨頭。作者認為儘管二人性格

南轅北轍，但對今日的電腦時代都作出了偉大貢獻，而且兩人所

開發的系統亦非對立，反而能互補長短，二人的競爭，加快了數

碼時代的來臨。 
 

活動舉隅  

1. 引發閱讀興趣 

 從封面說起 

展示本書的封面，着學生從書名和圖像等資料，猜猜本

書的內容，並說明這樣猜想的原因；或談談對書名和封

面設計的意見和聯想。 

 從片段開始 

選取故事精彩的片段，着學生一起閱讀；或以說故事的

形式，演繹部分生動的情節，引發學生閱讀本書或其中

一篇作品的全文。 
 
2. 賞析 

着學生閱讀本書後，選自己最喜愛/感受最深刻的一篇作品，

從科學之美、人文之美和語文之美等方面進行賞析（可安排

選同一作品的學生一起交流討論，然後每組再派代表跟全班

同學分享）。例如：  
 可從以下方面探討科學之美： 



 

 

         - 在科學發展史上具價值的事實、原理、現象或貢獻； 
         - 具科研價值或影響社會的科研行為、實驗過程或科

學發現； 
 - 影響深遠的看法或思考方法。 

 可從以下方面探討人文之美： 
 - 歷史文化 
 - 社會發展 
 - 倫理道德 
 - 文化修養 

 可從以下方面探討語文之美： 
         - 話語淺白易明 

- 詮釋清晰具體 
- 表達形象化 

 - 組織嚴謹 
 

3. 回應作者的觀點 
着學生談談對以下觀點的看法（可選一項或多項），除了要求

學生從本書舉例說明外，也可鼓勵他們結合其他事例作進一

步的說明： 
 科學令人類進步，而推動這種進步的力量是來自人與人、

國與國的競爭。（可參考本書前言《通往理性的漫漫長路》） 
 「激勵科學家的要素有三：他們必須滿足社會的需求；

他們必須努力理解，追求真相；而且他們必須尋求肯定。」
（見本書結語《科學，始終來自人性》）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科學本身已經足以激發創意和

想像，至少引起想要研究和探索的慾望。但是商業和政

治因素扮演的角色卻愈來愈重要，而且已經成功地激發

創新，讓在科學上敵對競爭的雙方達成重要的科學成

就。」（見本書結語《科學，始終來自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