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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技史料丛考》

前言

　　好几年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们就筹划着把大家的学术成果汇编成一个系列，出版一套《
东华人文学术文库》，以及时反映大家的学术成果。经过若干年的准备，《文库》第一辑《论现代科
技的社会功能》、《中西科技文化比较》、《明清科技史料丛考》、《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
《近代中国金融业的转型与成长》、《文化市场发展战略研究》等6本专著终于将与读者见面了。这6
本学术专著的陆续出版，标志着展现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东华人文学术文库》（以下
简称《文库》）的推出。这套丛书将同步记录着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并随着东华人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拓展下去。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把“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
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是《文库》出版的宗旨所在。《文库》将以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为目标，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学术观点、理论体系的创新为任务，努力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为东华大学学科建设，为高校文科教育发挥思想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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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科技史料丛考》首先探讨了明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以及明清天文学史研究
的价值；其次研究了地方科技史，包括文化与科技史、艺术中的科技例谈等；最后探讨了明清科学思
想史，阐述了明清科学思想的变化，以致对与近代学者思想的深刻影响。
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把握时代脉搏，对重大现实问题及时做出深切思考，以反映时代精神的现
实问题作为学科前沿所要回答的问题。近年来，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在辛勤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前
沿问题研究的同时，努力抓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重要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一批批研究成果。《文库》推
出的第一辑学术专著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些专著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技术哲学
、科学技术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学科前沿问题，专著的作者都是这些领域享有一定声誉的教授。这些
专著凝聚着他们多年研究的心血，反映着他们最新研究心得，是东华人文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一
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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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小明，男，甘肃武都人，1964年12月生。1986年7月，厦门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1988年7月，华东师
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毕业；1996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博士毕业，师从我国著名老
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科技史专家张秉伦教授。现为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纺织学院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学科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著有《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山西科技史（上部）》（主要执笔，获山西省第六届“
五个一”工程奖）、《科学史应用教程》（合著）、《大道无言——〈系统辩证学〉解读》（合著）
、《中国科技十二讲》（合著）等著作，以及科技史、科技哲学、哲学、历史学等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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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明清天文学史  第一章  哥白尼学说在中国    第一节  黄百家前哥白尼学说在中国      一  《崇祯历
书》与哥白尼学说      二  《历法西传》与哥白尼学说      三  《物理小识》与哥白尼学说    第二节  黄百
家与哥白尼的“中国行”      一  黄百家相关著述考略      二  黄百家对哥白尼学说的介绍      三  黄百家对
哥白尼学说的态度    第三节  黄家与哥白尼学说的“缘分”      一  哥白尼学说传入中国的可能途径      二 
少年黄炳重与哥白尼学说  第二章  西方天文学与中国    第一节  “多重天说”与中国左右旋之争      一  
黄百家右旋说及其依据      二  梅文鼎左旋说及其弊端      三  安清翘综合的先天不足    第二节  岁差：中
国人独立于牛顿的创见      一  安清翘及其《推步惟是》      二  安清翘驳“恒星东移”说      三  安清翘对
岁差的天才解释  第三章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与清初中国科学    第一节  黄氏父子与“西学中源说” 
    一  “西学中源说”：黄宗羲是始作俑者？      二  “西学中源说”与黄氏父子    第二节  相关评价：异
同与影响      一  回历与西历之关系      二  明代历学的特色及水平      三  周述学、唐顺之与邢云路    第三
节  历志体例变革：黄氏父子之作用      一  立法之原      二  作表之法  第四章  明清天文学史研究的现代
价值    第一节  黄道周与武王伐纣    第二节  从黄宗羲看伶州鸠      一  “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二  
水星逆行之谜      三  黄宗羲解“辰在戌上”    第三节  黄宗羲辨卫朴之伪    第四节  黄宗羲释日月并升      
一  日月并升：东南第一奇景      二  黄宗羲：登鹰窠，说天文第二编  地方科技史  第一章  文化与科技史
   第一节  三晋文化与山西科技史      一  山西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      二  中国乃至世界科技起源地之     
三  多元丰富、特色独具的科技传统      四  科技史的“活化石”    第二节  燕赵文化与河北科技史      一  
河北科技史的特色      二  河北科技史的地位  第二章  艺术中的科学例谈    第一节  山西古壁画中的科技   
  一  山西壁画技术之发展      二  山西古代壁画中的科技内涵    第二节  晋式青铜艺术中的科技      一  晋武
青铜：青铜艺术的奇葩      二  晋式青铜器的艺术特征      三  晋武青铜器的铸造技术      四  晋式青铜艺术
中的科技内容  第三章  地方科技史研究举偶    第一节  山西古代数学史述要      一  远古至秦汉：萌芽和
积累      二  魏晋至宋金元：充实和提高      三  明清：应用数学大发展    第二节  清代山西经世地理学      
一  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学成就      二  祁韵士与西北地志学的开创      三  张穆与中国边疆地理学实践      四  
徐继畲：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五  王轩、杨笃与《山西通志》      六  清代山西地理学派的影响    第三节 
山西人在明清治黄中的伟业      一  明代山西人的治黄业绩      二  清代山西人的治黄业绩      三  明清其他
山西水利家的业绩    第四节  物理、技术与艺术应用      一  古建避雷：棒打鸳鸯的启示      二  莺莺情塔
：奇妙的回声宝塔      三  临猗双塔：日月交影虚实辨第三编  科学思想史  第一章  黄宗羲的科学思想    
第一节  科学、素质与人文      一  黄宗羲倡导并躬治科学之原因      二  科学对黄宗羲思想和学问的影响   
  三  黄宗羲的影响：以黄百家为例的分析    第二节  命运注定吗：黄宗羲如是说      一  何为“决定论”
？      二  元气论与决定论      三  知命之学：黄宗羲的决定论倾向      四  气化流行：基础、影响和原因      
五  余论  第二章  从元气到光的波动说    第一节  《物理小识》与“气光波动说”    第二节  《物理小识
》：公理化的伟大尝试      一  发光机理与颜色理论      二  视觉理论      三  光肥影瘦      四  形象信息的弥
散分布原理      五  海市蜃楼      六  小孔成像    第三节  与西方同时代光学理论的比较  第三章  从清初看生
物进化思想    第一节  有机自然观与生物进化思想    第二节  遗传育种实践与生物进化思想      一  宋代刘
蒙的生物进化思想      二  清初黄百家的生物进化思想      三  清初康熙的生物进化思想  第四章  “胎毒外
感说”与明清种痘术    第一节  “胎毒外感说”    第二节  “胎毒外感说”立论基础    第三节  “胎毒外
感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    第四节  “胎毒外感说”与天花的防治    第五节  人痘接种术传播路径
考      一  《天花仁术》：失传的辉煌      二  人痘接种术传播的新史料  第五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人
的抗争    第一节  鲁迅的忧虑与驳斥    第二节  杨其春的忧虑与抗争  第六章  中西会通，泱泱大风：黄百
家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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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崇祯历书》与哥白尼学说　　中国人知道哥白尼的名字，是1630年代。成书于崇桢七年
（1634）的《崇祯历书》虽然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基本上全文译出了8章，译
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也承认哥白尼是西方四大天算家之一，并且介绍了哥白尼
的地球自转说，“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之左行，亦非星之本行。盖星无昼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气、
火通为一球，自西徂东，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以上人，见诸星之
行，理亦如此。是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以地上之小周免天上之大周也”。　　然而，该书非但
没有把哥白尼学说完整地介绍出来，而且紧接着又对地动说进行了否定，并“证明”唯有地静说才是
公认的观点。　　二 《历法西传）与哥白尼学说　　约1640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撰。《历法西传》
提到了哥白尼，并介绍了《天体运行论》的卷次目录及一些观测结果，但对日心地动说却未有提及。
　　三 《物理小识>与哥白尼学说　　《物理小识》，方以智著于1643——1664年，方中通、方中履
、揭暄注，刊行于1664年。《物理小识》有3处提到地动，一为卷1“历类”、“岁差”一节“穆公曰
：‘地亦有游’”；二为卷2“地类”、“地游地动”一节方中通注“穆先生亦有地游之说”；三为
“历类”“九重”一节在介绍了托勒密地心体系之后说“其金、水附日一周，穆公曰：‘道未圆未精
也。我国有一生明得水星者，金、水附口，如日晕之小轮乎，则九重不可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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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山西科技史很感兴趣。山西在历史上从来不是靠煤闻名的！

Page 7



《明清科技史料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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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