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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古今图说》

前言

以农为本的传播物证（代序）陈卫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大国。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天工开
物》这样一本被称之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该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和工业领域当中一百多
项生产技术的工具和名称，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其形状和工序。到19世纪，这本书的影响已经通过
多种文字的译本传播到全世界，对全球的生产工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该书的作者宋应星有
“反满”思想的嫌疑，原著在中国的清朝初期即失传，现在能够找到的明朝最初的原刻本存放在法国
国家图书馆。几个世纪后，广东《清远日报》的潘伟先生按图索骥，借用工作之余的机会，遍访各地
的农业生产现场，不辞辛劳地用他的照相机为我们呈现出“天工开物”的现实影像，从而提供了这一
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文明的物证。摄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纪录的工艺。从历史考证和现实考察的
双重约束出发，潘伟先生的摄影创造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重新组织影像，而必须
用现实影像来印证历史图本，要按照规定的内容来抓住拍摄对象的本来面貌，即通过拍摄对象的位置
，取景角度，光照强度和镜头焦距来说明对象。这些看似简陋的农具，透露出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智慧
，把生产劳动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把力学原理、实用性和想象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潘伟的作品复
原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叠影。《天工开物》是一个生产技术体系的集大成，书名取自《易o系辞》中
“天工人其代之” 及“开物成务”。中国人较早开始发明和使用技术尤其是农业技术，从材料属性到
工艺流程，从生产方式到资源对象，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工艺形式通过这本书有一个较完整的形塑
。中国农业文明的形塑是如何产生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它如何形成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如何产生了集体合作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如何通过这种农业技术的扩散和相应的社会组织建立制
度和机构？为什么迄今中国人还能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习性？《天工开物》留下最初的现象纪录的印
刷版本，而潘伟的影像作品在今天则继续向我们予以提示和揭示。作为一个早熟的文明大国，在先秦
百家时期，中国先贤就展现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复杂性的探讨。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指导
下，中国人对自然的渴望较早就转向了物质世界，充分认识到农业技术的作用，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方法、手段和方式，以农为本成为从此以后的社会指南。中国古代的农业技术，虽然
能量的转化规模较小，但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有结构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循环。这种农业生产关
系，不但确认了中国农业社会内在关系的技术模式，而且也是一种体现中国人与自然环境和生产过程
相统一的一种模式，形成一个技术和程序相互协调的整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技术的本质在于扩
散，并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准备新的技术创新。不过，潘伟先生的作品还是使我们感到吃惊：一些
已经有几百年甚至更长历史的生产工具今天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正是这种农业技术的运用
，生产的经验，对环境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解释综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这说明顽强的文明
始终是要固守本土，从而形成生产力差异的界限，发达和不发达的区域差别以及从文明的本土性当中
滋长出来的主体归属感。同时也说明，我们还继续处在从小生产文明向大生产文明的过渡环节中。中
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暨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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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古今图说》

内容概要

《天工开物古今图说》被誉为“中国古代技术百科全书”，现已成为世界科技名著而在各国翻译流传
，是了解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实态和传统科技的工具书。《天工开物古今图说》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图
文，融合历史考证与现实考察，见证中国农耕文明的嬗变过程。而一些已经有百年甚至更长历史的生
产工具今天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天工开物”的现实影像，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代传统农耕文明的物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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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古今图说》

作者简介

潘伟，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有：散文集
《故乡这方土》，报告文学《大路歌》、《走进“寒极”》，摄影散文集《民间一瞥》。专题摄影《
稻草人——中国农民的大地艺术》入选首届巴黎世界摄影双年展，《民间一瞥》入选首届连州国际摄
影年展，《开工天物古今图说》入选第十一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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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古今图说》

精彩短评

1、内容对孩子挺有吸引力，还提议照里面描述自己可以动手做。
2、图片精美，今昔对照，就是解说略差，三星半
3、简单易明，图文并茂。但我遗憾的发现这些实用东西大多都在博物馆~~~
4、有各种图片、相片，看着方便直观。刚开始看
5、好多好好玩的东西嗷
6、有大量的图片，有古图有新图，详略得当感觉很好
7、酸啊！
8、还不错，就是作者太名族主义了些，不够客观，一些经典句式很是像中学课本啊..
9、由于宋应星有“反满”思想，《天工开物》原著在清朝初期即失传，现在能够找到的明朝最初刻
本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原来还有这么个故事。
10、及时，详细，孩子喜欢
11、非常有趣！生字能注上拼音更好
12、不错，古人的智慧，可以结合考工记一同阅读
13、只挑了天工开物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和现代的做比较，并不全。还有一点，排版搞得很规矩很刻板
。一页引文，一页引图，一页现代说明，一页现代配图。内容都是浅浅掠过，没有很深入的说明⋯⋯
想去找全本的天工开物来看呐
14、没文化 真可怕 我一定是脑袋进屎了才买了这本书 作者拍现在照片给加了一颗星 别侵犯人家老宋
的著作权了。
15、「应星兄」还⋯⋯麻了
16、挺一般的，书很贵，配图，并与当今对照，但是，感觉没有很好解说，而且将原文删减精选过。
17、对于古今学说，略看了几页，不太喜欢这方面东西，不好评价什么，一般吧。
18、述评形式的，内容还不错。
19、天工开物也不全是农耕用具，涉及到轻工业（如制陶、烧瓷、纺织），还有工业（如火器、轻武
器、冶炼、车船等）。很多小时候见过，现在随着城镇化很多消失了，到时再读原著，继续发现之旅
、继续回忆。
20、帮老爸买的，按错了，多买了一本，嘿嘿
21、挺好的，不错！还没看完 ，，，但是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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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古今图说》

精彩书评

1、在湖南卫视2011年跨年演唱会上有一幕场景令人尤其深刻难忘，某选秀歌手与邓丽君来了场隔空对
唱，现实中的人和磁带中的影像在一块屏幕上同场呈现——谁说人鬼殊途？高科技的全息技术让时空
倒转和阴阳对话竟成为真实，投射在观众的眼里和心里，烙成了新旧交换、时光流转时刻最珍贵的记
忆刻片。潘伟先生的这本《天工开物古今图说》也仿佛有这样的魔力，一部四百多年前的古书经过今
人的释解，不仅将古语带来的隔离和陌生感消淡了许多，经典之作的精髓也随着传承和讲述方式的革
新得以无穷放大。潘伟先生也不只一次在书中管宋应星叫做“应星兄”，而唤自己为“晚生”，一声
亲切的呼唤仿佛将四百年的历史迷雾吹得烟消云散。古人和今人的对话，科技的文化传播，借由这亲
切的呼唤而变得格外家常。作为一本系统全面介绍古代中国农业、工业、手工业成就的“工艺百科全
书”，《天工开物》从名称上来看，就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人文追求，“天工”意指相对于人
工的自然力，“开物”强调的就是人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因此，这本书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在于它
从人类利用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度来总结、介绍历代的生产经验与技术。比如在首卷中，他就
充满热情地赞颂道“神农氏”一名的由来。这本书既表现出他的学识渊博，还表现出他的哲学情思。
难怪，连进化论大师达尔文都尊称宋应星为“东方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正像科学史家惠灵顿说过
的那样，“科学上最初的几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在今天看来，《天工开物》中记载的科技知
识已经被发达的现代文明所逐渐超越和淘汰，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它在科技记述史上的地位所在。
它与瓦罗的《论农业》等著作一样，皆充分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实践经验以及独特的对于生活的
观察。除了有详尽的文字说明，全书还有123幅插图，较为直观地展现了各种器具、工艺、流程的概况
。正是以《天工开物》的权威古本为底本，潘伟先生遍访各地的农业生产现场，用照相机拍下了诸多
在这123幅插画中出现的器具以及生产场景，还原出中华传统文明何以如此灿烂辉煌，以及在生产实践
中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在各种工具和技艺中的充分展现。我们可以看到，古本中的插图讲
究写意，线条简单，寥寥数笔却真实勾勒出真实场景，潘伟先生的相片讲究写实，一目了然，对文言
古文的白话文解读也帮助现代读者们更清晰明了地了解这些离我们的现代生活其实很近的古代发明。
潘伟先生的足迹遍布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以及西部等传统农业文明发达且保存较为完好的省份，
许多古旧的生产器具和方法竟然还在这些地方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古旧器具和方法的强盛生命
力，虽历经千年仍因其科学性而被广泛接受，即便是在讲究高科技、机械化、现代化的现代生产体系
中，它们的存在也丝毫不显得突兀，其强调人那些高明、精巧的构思仍然是对冰冷机械的最好补充。
难怪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正是如此，它们充满了七情六欲和人间烟火，
比如书中呈现的“打枷”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脱粒工具，可以被追溯到商周时期，常被用于五谷和菜籽
的脱粒，几片竹子捆扎在一起末端钻孔并安装上可转动的硬木轴，充分地实现了物理学中的圆周运动
，还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惯性定律和打击原理，虽然简单粗陋，却非常科学，潘伟先生拍摄的照片让我
的思绪回到了20多年前在乡下祖母的稻场里看到的村民们手持这器物辛苦劳作的真实场景，童年时的
记忆倏忽从岁月的水底浸漫上来，分外亲切。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秋日》中写道：“新筑场泥镜面平
，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多么富有生气、朝气蓬勃的描写啊！

Page 7



《天工开物古今图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