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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前言

在这一部分，即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简本的第三卷，我们将就中国人对磁罗盘的发明展开
探讨。该发明是中国人对物理科学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我们从其占测学起源开始，接着探讨它与
一种原始棋的关系，然后再关注它在航海方面的应用。这样便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极富魅力的话题之中
，它涉及到中国的航船及远洋航行。中国人的远洋航行在时间上比中东或西方海员的类似壮举要早。
本卷书包括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第一部第四卷的最后一节、第三部第二卷的后半部分。
简本没有严格按原书的顺序来写。我们觉得，偏离原书的顺序，可能更适合本书读者的口味，因为他
们也许希望将彼此相关的主题融汇到同一卷书中。此外，我从李约瑟那里得到了许多鼓励和帮助。他
的建议极具价值。有一次，他甚至非常慷慨地抽出他那宝贵的时间，专门为本书准备参考书目。与前
两卷一样，本卷并非一个新的版本。但是，考虑到汉语拼音应用范围的日益增加，以及李约瑟原书和
这个简本前两卷一直使用威妥码注音系统的现实，我们在书中威妥码注音符号后面的方括号里插入了
相应的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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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内容概要

《中华科学文明史(第3卷)》主要内容：中国人的远洋航行在时间上比中东或西方海员的类似壮举要早
。本卷书包括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第一部第四卷的最后一节、第三部第二卷的后半部分
。简本没有严格按原书的顺序来写。我们觉得，偏离原书的顺序，可能更适合《中华科学文明史(第3
卷)》读者的口味，因为他们也许希望将彼此相关的主题融汇到同一卷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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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李约瑟 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改编：(英国)柯林·罗南 合著者：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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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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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磁学和电学
第二章 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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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航海术
第五章 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
第六章 操纵
第七章 海上平战技术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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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章节摘录

插图：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人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是对磁的发现。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汗
牛充栋。这是因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至少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起，人们就已经发现
了磁石的引力。对此学界毫无争议。但是，磁石本身是如何被发现的？铁通过与磁石的接触就能够被
磁化这一事实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对此，人们至今仍感不解。在欧洲，这方面的知识是在12世纪末一
个很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出现的。学者们在阿拉伯和印度寻找其直接起源的努力，迄今并不成功。中国
人最早了解到并应用了磁石的指向性，这是学术界的传统认识。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一学界共识
却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推理之上的。从汉代（公元前3世纪晚期）起，“定南车”或者“指南车”这
类名称就时常出现在中国文献里，但其制造工艺却一再失传。从17世纪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人
们就认为所谓的指南车与某种形式的磁罗盘有关。但是现在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定：指南车与磁石的
指向性毫无关系。指南车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机械装置，它有一套齿轮体系，这套体系
可以确保不管车子如何运动，它的指向装置一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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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编辑推荐

《中华科学文明史(第3卷)》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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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精彩短评

1、很难买的书啊，想买一套的，只有这本
2、说了一大堆杂而无用的东西，李约瑟真能瞎忽悠，
3、李约瑟主编中国科技文明史的缩写本之一。可惜不全。
4、这本书挺好  自己看
5、很好的一本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本好书。
6、此书非常好，值得拥有。
7、读了很久
8、李约瑟老先生编的东西既通俗，又让人感受到学术的严肃。中华科学对世界的贡献，外国人都不
否认，但有些国人却因不知而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这让人汗颜。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在研究自己，只有
看清自己才能尊重别人。古时中华人的勤勉，聪慧，就在他的编写中充分地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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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精彩书评

1、农业文明VS商业文明，李约瑟难题试解――向李约瑟先生和其他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者们致敬！作
者：一生只做一件事“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志在
寻找这个难题的终极答案。个人认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中国古代工商业没有充分发展，而工
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西方的工商业能充分发展？作者的回答是，欧洲
没有统一。为什么欧洲没有统一？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是中西
方最原始的差异，“李约瑟难题”得解。以上是本文的基本思路。下面让我们看看，工商业在近代科
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
）中国只有农业，而西方既有农业又有工商业我们知道，科学是由许许多多的知识点组成的。这些知
识点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试验、总结出来的。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更有利于粮食作物
生长，所以中国古代农业遥遥领先其它国家。实践早，实践多，（中国人）掌握知识点早、掌握知识
点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原因。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点都能在农业实
践里获得，还有很多知识点要在工商业实践里寻找。中国古代农业领先，工商业被抑制，所以，中国
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和农业密切相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科学是一套知识体系，知识点之间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门学科微小的进步往往会带来其它学科质的飞跃。同样，一门学科遇到瓶颈，往
往也会拖累其它学科甚至整个科学体系停滞不前。中国古代科技就是因此遇到了瓶颈。打个比方，近
代科学的大门上有两把锁，只有找到这两把锁的钥匙才能打开近代科学的大门。第一把钥匙要务农才
能找到，第二把钥匙要务工务商才能找到。中国人先天条件好（地理环境优越），务农早早地找到了
第一把钥匙，可她不愿意务工务商，所以一直也找不到第二把钥匙；西方人先天条件差，虽然找到第
一把钥匙时已经比中国人晚了几百上千年，但他们务农的同时还务工务商，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
第二把钥匙，打开了近代科学的大门。（二）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决定了她会鼓励科技发展我们
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又是工商业的核心――没有生产，哪儿来买卖？所以工商业会
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科技发展，比如悬赏奖励发明创造，比如用专利制度保护发明者的积极性，等等。
而农业文明却不是这样。在农业文明里，最重要的是秩序，经济是否发达，科技是否进步并不重要。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而会破坏秩序。易中天教授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
就论述过，农业文明的政权组织形式――“帝国”的“最佳”状态是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民众刚好
维持温饱为宜。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水平太高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比如形成破
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比如国家力量过剩，君王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比如王朝会急剧膨胀，官
僚机构臃肿，遇有突发事件顾此失彼。。。。。。最终导致帝国解体。帝国的解体往往伴随着战乱，
战乱之后一片萧条，也就谈不上科技发展了。有的朋友可能会奇怪，那商业文明就不用担心这一点吗
？物理学上有一个规律，相同材质相同比例的情况下，越小的物体越结实。欧洲都是小国，他们的承
受能力比我们强多了。所以农业文明往往对科技不感冒，“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
心不在技艺”。又或者，出于维持秩序的目的，农业文明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重农抑商”，比如
科举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农业文明承
受不了经济的极大发展才是农业文明抑制科技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之类不过是一些具体的措施而已
。即使没有科举制度，农业文明也一定会用其它办法来抑制经济、抑制科技。多说几句。有的研究者
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中国的文化、科技传统不同于欧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
不能用欧洲的标准衡量中国，不能要求西方发生过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现在我们明白了，即便
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不是“科学”而是另外一套知识体系，只要这套知识体系也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
这套知识体系也会象“科学”一样，早期在中国发展迅速，后期在西方发展迅速。理由同上。不知道
我的回答，能不能让这些研究者满意。（三）工商业的很多特性和科研是相通的，比如严谨，比如交
流先看“严谨”。胡适先生说过，中国人喜欢“差不多”。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处在农业
社会，缺乏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洗礼。农业社会就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数量“差不多
”。先说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晚起“差不多”，全凭自觉；再看数量，自己做饭自
己吃，多放点儿米少放点米也“差不多”。而商业社会则不同，谈判要约时间，约了八点就是八点，
晚一分钟都是迟到；至于数量，商业活动要计算成本，（卖米饭）多放点儿米就亏了，少放点儿米就
赚了，可不敢“差不多”。（李约瑟先生曾提出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
理怕也是缘于此吧。）科研是离不开“严谨”的，开普勒三大定律、海王星、惰性气体的发现都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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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文明史:3》

益于此。科学家发现实验观测值和理论计算值之间有小小的偏差，他们苦苦追求“小小的偏差”背后
的真相，才取得了这些伟大的成果。类似的例子在科技史上不胜枚举。设想一下，如果是“差不多”
的中国人遇到这些“小小的偏差”会怎么做呢？“严谨”有时候表现为“较真”。我们的祖先早早地
发现了很多自然现象，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大多没有上升为理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满足于“
知其然”，懒得去追究“其所以然”呢？再说交流。科学研究离不开交流，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就。科技史上，中国国内国外都缺乏交流。在外，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
流；在内，研究者们总是单兵作战，没有协同。缺乏交流，是中国古代科技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那
为什么西方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流；而商业就是“把东边的东西挪
到西边去卖”，商业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而且，“物离乡贵”、“坐商不如行商”，经商不但要
交流，而且交流越远越好。商业交流的力量是惊人的。中西方文明相距数千公里，中间还有大片的荒
漠，所以鸦片战争以前，两大文明交流很少。但是史载，两千多年前，凯撒大帝就穿着中国制的丝绸
袍子去看戏。请问，是谁把这件丝绸袍子从中国带到遥远的古罗马？当然是商人。总之，工商业在近
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有朋友会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商业发展迅速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迎来科技的爆发呢？这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的进步还是明显的。
问题在于这种进步更多地是“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自己“原创”的不多。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
也有原因，但它更多地属于“钱学森之问”的范畴。作者会就“钱学森之问”专门撰文，本文就不赘
述了。介绍完“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西
方的工商业能充分发展，最终战胜封建势力。二、西方工商业能充分发展的关键是欧洲没有统一（一
）欧洲没有统一，小国之间有工商业发展的间隙欧洲没有统一，诸侯林立，林立的诸侯力量都不够大
，而且诸侯之间的力量彼此抵消。因此在诸侯林立的缝隙当中，城镇容易产生出来，工商业容易发展
起来。（二）欧洲没有统一，小国们迫于竞争的压力，必须发展工商业有竞争才有压力，这种例子比
比皆是。比如说，尼德兰革命胜利以后，荷兰共和国诞生。广泛的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急剧发展，
使荷兰经济特别兴旺，富甲全球。整个欧洲为之吃惊，各国资产阶级羡慕不已。不少国家都向荷兰学
习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连俄国的彼得大帝都亲自到荷兰学习造船。无独有偶，迫于竞争发展工商业
的例子中国也有。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
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工商业空前发展。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三）欧洲没有统一，新兴资
产阶级面对就只是一个国家的封建势力，力量对比没有中国那么悬殊。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
原因。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西欧，经历了尼德兰革命、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4个阶段。“万事开头难”，先看看资产阶级革命的“
开头”――尼德兰革命。尼德兰地区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地区。16世纪初
，这里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尼德兰革
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换句话说，尼德兰面对的只是西班牙
一个国家，西班牙还受到英国的牵制。即便这样，尼德兰革命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尼德兰南部仍然处
于西班牙统治之下――如果尼德兰面对的是象中国这样的庞大封建帝国呢？尼德兰革命之后是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英国是个岛国。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的只是英国一国的封建势力；再看法国大革命，法国
大革命遭到了周边国家的干涉，英、普、奥、西等国7次组成“反法同盟”。但联军就是联军，指挥
协同不可能亲密无间，“反法同盟”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拿破仑就是利用联军的间隙、矛盾，多次瓦
解、击败了“反法同盟”。再看美国独立战争，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得到
了法国的援助。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封建势力不团结。封建势力不团结，资
产阶级革命还历时好几百年，中间还有复辟、倒退。那如果封建势力团结如一国呢？如果面对的是象
中国这样的庞大封建帝国呢？恐怕，资本主义连萌芽都长不出来吧。介绍完“西方工商业能充分发展
的关键是欧洲没有统一”，下面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欧洲没有统一。三、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
关键是地理环境中国统一的关键是中国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汉族，中国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文化
――汉语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把中国人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欧洲
的核心民族太多，语言文化圈也太多，欧洲统一没有凝聚的核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这是中
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文明之初，黄河流域上出现了很多人类定居
点，慢慢地邻近的定居点开始融合，定居点变成了小部落。小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和西方是一
样的。但黄河流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注定了这些小部落早晚会融合在一起。传说中，黄帝部
落打败并吞并了炎帝部落，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开始萌芽。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开始成形。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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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集华夏制度、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形成，华夏民族最终形成。以上是中国核心民族汉族
的形成过程，再看看核心文化汉语文化的形成过程。核心民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核心文化形成的过程
。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夏商周，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了汉语汉字。当然了，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各地
对每个字的写法也多少有点差异，比如有的地方多一撇，有的地方少一捺。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特别悬
殊，大部分的字是可以“猜”出它的意思来的，这有点儿象我们今天的“书简识繁”。所以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书同文”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更何况，对同一个中国的认同也使得原
六国的人们对“书同文”没有太大的抵触。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汉语文化圈正式确立。再看西方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群岛，岛屿易守难攻，岛屿之间的交通也远不如陆地上便利、频
繁。因此，岛屿天生就有自治的传统。所以，与中国“大一统”不同，古希腊是由许多城邦组成的“
邦联”，城邦之间是平等的邻邦关系。地形同样保护了古希腊不被别国侵略，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
帝国两次试图吞并古希腊。古希腊都凭借地形（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赶跑了侵略者――小小的
希腊都不能“统一”，更何况整个欧洲。从整个欧洲看，欧洲被阿尔卑斯山脉隔离成几个区域，在落
后的古代，它成为欧洲“统一”的障碍。它也直接导致了欧洲有近30种语言。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有
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的关键在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核心当然是语言、文
字的一致。而要想让语言、文字一致只有在其还没有成形之前就“书同文”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要
么早早统一，要么永远别想统一！四、结束语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总之，“李约瑟难题”所描述的
现象不是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历史重来一次，一定
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如果黄河流域不是平原，或者欧洲没有阿尔卑斯山脉，也许历史会改写。
又或者，如果历史上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周围有崇山峻岭保护，或许
资本主义会在那里萌芽、壮大。江南甚至可能象荷兰共和国那样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率先胜利的地区，
进而带动整个中国早早进入资本主义。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它直接导致
了我们近代的落后，导致了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屈辱。也许有朋友会想，如果当初中国象欧洲一样没有
统一就好了，近代科学就有希望诞生在中国了，我们也不会落后了。其实不然，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
了中国在近代落后，但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在古代领先，甘蔗没有两头甜。个人认为，造物主创造世界
，让中西方有这样的地理环境自有她的深意，作者将在《“李约瑟难题”的启示》一文中详细讨论这
个问题，该文还将写一些作者研究“李约瑟难题”的心得，敬请期待。杨某人2012年4月3日夜写于安
徽巢湖，天涯首发。参考文献：1．《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帝国的终结》。黄仁宇先生的《赫
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详细
描述了帝国制度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过程。个人认为，读完这两本书，读者对“李约瑟难题”会有
更深的理解。2．《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干解释理论》何平著
。本文借鉴了很多前人的成果。由于本文写作过程较长，参阅的文献较多，无法将这些文献一一列举
，只能列出这篇作为代表，并以此向前辈们表示感谢。3．互联网。1999年作者开始接触互联网。10余
年来，作者从网友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在本文的写作及发布过程中，互联网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
作用，比如查阅资料。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本文。感谢互联网，互联网万岁！4．《近代科
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关键是没有大学》，链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18928.shtml这是作者的早期作品。现在看来，当
时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但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素材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说明：作
者保留本文的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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