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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道静集》整理了胡道静先生毕生的主要作品，根据已汇集的道静先生著述的文稿，拟编为七卷。
第六卷为“沈括研究”、“科技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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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道静（1913～2003），祖籍安徽泾县，生于上海。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青年时攻习国故，著
有《校雠学》、《公孙龙子考》。1932年参加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工作，分编新闻、文化、竞技
、交通、宗教诸部，并著有《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1956年后著有
《梦溪笔谈校证》、《沈括研究论集》、《中国古代的类书》、《农书与农史论集》、《种艺必用校
录》等，并主持《中国丛书综录》、《中国科学技术史探索》等书的编辑。此外，还主编《道藏》、
《藏外道书》、《道藏精华》、《国学大师论国学》等。生前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
人民出版社编审，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诸校特聘兼职教授，（巴黎）国际科学史研究院（AIHS
）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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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沈括研究  沈括的科学成就的历史环境及其政治倾向  祖国古典科学的重要着作——《梦溪笔谈》  沈括
的农学着作《梦溪忘怀录》  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梦溪笔谈》补证（重写稿的一部分）  
沈括文物二三事（《梦溪笔谈补证》重写稿的一部分）  《梦溪笔谈》在国外  第二○二七号小行星“
沈括”  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论沈括与其舅父许洞的师承关系  《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分析本
书每个方、论所属的作者  “沈方”抑为“苏方”  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  科技百科《梦溪笔谈》和
它的作者沈括  沈括的摩崖题名及法帖翰墨考  [附]镇江“梦溪”刻石为梦溪桥桥栏辨  关於《沈括评传
》  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  文理相通的隘道——我读《梦溪笔谈》  弥足珍贵的《梦溪笔谈
》——写在沈括逝世九百周年  沈存中佚着鈎沉  奉元历（复算）  灵苑方鈎沉  《梦溪忘怀录》鈎沉—
—沈存中佚着钧沉之  沈括诗词辑存科技史论  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试探  朴素的运筹学思想  
赵州桥传说的解释和记录  水排和风箱对於往复式蒸汽机的启发  古代地图测绘技术上的“七法”问题  
《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  加强和推广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  “宋学”的发现、发展和前途  钜鹿北
宋雕板是淹城遣址的出土物  附：雕板印刷的重要文物：宋雕板  黄道婆的时代和遭遇探索  印刷术“反
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  敦煌壁画中的上海佛教史迹画——西北
“圣傅”竺惠达的  “沪渎缘”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曙光  科技危机与人文世界  第三文化的双向交
流与三向交流  还是需要“赛先生”——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  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
》  李约瑟赠中国少年科学家的话  李约瑟博士的三个中国道号——《中国科技史探索》外纪  李约瑟改
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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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道静集·沈括研究 科技史论》收录了胡道静关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研究的大部分论文，以及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其他研究。胡道静先生是沈括研究的权威学者，其关于沈括的研究涵盖了沈括
著作、科学成就、军事思想、自然观、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系统而立体地展示了沈括这位我国古代
的重要科学家。“科技史论”部分，有关于毕昇卒年及籍贯、赵州桥、水排和风箱、印刷术、黄道婆
、壁画、科学思想史、李约瑟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显示了胡道静先生作为一位科技史家的博学广涉的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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