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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科技构建的宏伟大厦，不断改变着人类文明进程和日常生活，并以其无限的魅力影响着人类的心
灵。但是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科技的起源、发展过程与历史作用，却是整个文明史中人们了解得
较少的部分之一。自Z0世纪中叶科学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以来，科技与人文两大领域的专家学
者逐渐开始将目光投向古往今来在人类进步历程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并深刻影响着当今社会的这一新
兴学科。其深刻意义恰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arton）在半个世纪前概括所谓新人文主义纲领
时所表述的那样——是双重的文艺复兴：对于人文学者，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是人文的复兴
。中国科学院早在1954年即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又于1957年初成立了独立的“中
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所。科学史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也很
重要。这是因为我始终认为：科学是人类认知世界不竭的长河，技术是人类对生存发展方式不倦的创
造。研究科学史，本质上也就是研究人类创造的历史，继往而开来，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08年，科学史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为领导同志讲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任务。这一系列讲座始自“人
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与“中国古代科技概况”的纵横开篇，对于“科学史上若干理
论问题与李约瑟难题”作了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其间贯以“天算农医”等知识体系，“四大发明”以
及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各个技术领域，共计44讲。科学史所也精心聘请了所内外久负盛名的资深专
家，以及目前活跃在学术研究的中年科研骨干共同担任主讲人；历经试讲、讨论、修改等过程，使得
每一讲的内容皆达到内容丰富、论说得当，体现了最新研究水平。因而得到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与赞
赏。讲座结束后，专家学者们又对各自的讲稿进行了认真整理，集结成书付梓，意在能使社会各界人
士能够共同分享这一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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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主讲天文学、地学、数学、物理学、农学、生物学，本系列丛书
分上、中、下三册，由2008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担的为领导同志讲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讲稿
整理、集结而成。这一系列讲座始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与“中国古代科技概
况”的纵横开篇，对于“科学史上若干问题与李约瑟难题”作了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其间贯以“天算
农医”等知识体系。“四大发明”以及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各个技术领域，共计44讲。主讲人以中
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各领域的知名专家为主，其他单位的参与者亦皆属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
本系列丛书内容丰富、系统而全面，论说客观有据，旁征博引之处甚多。可供各界人士阅读，尤其是
科技史、科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与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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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纵横开篇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中国古代科技概况天文学中国古代天学概述天文观测
与历法中外天文学交流与比较地学古代地学概论与地理灾异观古代地图史与军事地理思想数学中国传
统数学发展的基本概况与特点九章算术、刘徽与宋元数学欧洲古典及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物理学力
学史光学史声学史农学生民之本——中国古代的农业生物学中国传统生物学史概略中国栽培植物的起
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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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可能在哈拉帕文化时代，印度人就采用了10进制计数法，到公元前8至7世纪左右.出现了表示数
字的符号，吠陀时代的《绳法经》中出现了有关测量、作图与定向等几何学知识。《梨俱吠陀》中有
十三月的记载，《鹧鸪氏梵书》将一年分为春、热、雨、秋、寒、冬六季，《爱达罗氏梵书》分一年
为360日，12个月，每月30天。印度人也发明了可以调解日、月周期的历法。为了研究太阳、月亮的运
动，他们将黄道分成27个等分，称为“月站”，二十七宿的全部名称最早也见于《鹧鸪氏梵书》。印
度人十分重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其医学与药物学都相当发达，涉及健康与长寿的古代文献被总结归
纳到名为“阿输吠陀”的医学系统之中。古印度医学中的眼科很有特色，后来因佛教的传播在中国享
有盛名。《妙闻集》卷六专述眼的生理与眼科疾病，并言及包括剔除白内障在内的多种手术疗法；尽
管该书成书年代较晚，学者们认为其内容大多属于后吠陀时代。4.其他古代文明爱琴文明可以说是欧
洲从金属、石器并用向青铜时代演变时期的文化，突出的有米诺斯与迈锡尼，辉煌期在公元前1700年
至1200年之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代。米诺斯位于爱琴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上，其王宫遗址出上了
大批文物，包括使用象形文字与两种线形文字的泥版书。这一王宫气势宏伟、结构复杂。反映出当时
高超的建筑水平。米诺斯文明衰落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迈锡尼文明。其古城位于希腊本土伯罗奔尼撒
半岛，在19世纪后期被发掘，学者们认为就是荷马史诗所称阿伽门农的王城。迈锡尼文化的文字系统
与米诺斯文化的第二种线形文字相同，在20世纪初已被解读，由此可以证明迈锡尼人在米诺斯文明的
后期开始南侵，势力达到了克里特岛。迈锡尼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后来希腊神话中众多神衹的名字，如
宙斯、希拉、雅典娜、波塞冬等。除此之外，环爱琴海的若干岛屿和小亚细亚西岸，也出现了许多代
表青铜文化的文明，最著名的就是特洛伊。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地区进行广泛的挖掘之后，相
信荷马史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爱琴文明的原貌。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周初年间，地中海
东岸今黎巴嫩所在的地区活跃着一些善于航海的城邦居民，希腊人称其为“腓尼基”。原指当地居民
发明的一种紫红色植物染料，为后来希腊、罗马的贵族所钟爱。腓尼基地当埃及、赫悌两大帝国之间
，以商业贸易与海外殖民著称，是沟通欧、亚、非三大洲古代文明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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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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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洁而又有学术深度的科学史著作。是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为领导讲课的讲义汇编而成。每部分
由相应专家撰写，皆为当今科学史界的不二之选。领导都听得懂，我想大家也能行吧。但本书的责任
编辑很不负责啊。
2、非常好的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汇编文集。
3、写课程作业需要读这本书里的地学部分，想说的都写在书评里了，明天发上来。当然地学的写作
水准不能代表全书，而我又没读完全书，所以把地学部分的分数提高了半颗星代表全书，希望不会有
太大偏差。
4、在此书中，新的研究观点还表现在引导读者对熟知的史实进行思考。比如，一般人都知道中国古
代金戈铁马，刀锋剑利，兵器成就非凡。那么，为何中国在近代没有发展出坚船利炮？军事史专家王
兆春参加过《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撰稿，当时对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赞颂有加，在其后的深入研究中
，除了补充新的材料，他也开始探讨中国军事技术由盛转衰的原因,本书就反映出他这些年来的思考。
例如，分析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中国军事技术由盛而衰的原因。以火器的制造与使用为例，王
兆春大致归纳出几点原因：一是生产方式落后决定了军事技术的衰萎；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控制导致
军事技术时兴时衰；三是对军事人员采取时扬时抑的政策埋没了创新成果。他认为，传统不变的科技
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限制了军事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最重要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
5、上篇的涵盖领域为开篇、天文学、地学、数学、物理学、农学、生物学等领域，都是讲稿、论文
之类的，挺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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