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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中国古代科技主题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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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者问 DeepSeek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
的话题，迅速便有了回答：虽然中国古代的
科技发展与现代科学体系有所不同，但中国
古代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这
些成就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也对世
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接下来Deep-
Seek还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古代
科技的特点”“与现代科学的区别”等几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在总结中提出应该全面
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

可见人工智能经过学习和训练后，对于
这个话题已经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那么，
普通读者还有必要读一些有关中国古代科学
技术的书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读书永远
是个人的体验，获得知识和阅读带来的乐趣
永远是属于个人的，这个过程多高技术水平
的机器也替代不了。

二十四节气人人知晓，但是对于这背
后有关的天文、气象、农业、数学等学科
是怎样产生且相互关联的，我们未必知
晓。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天象啊物候
啊，包括农历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很远。但
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产生
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
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哲理刻在
了我们的血脉基因中。

说到水利，我们很快会想到都江堰；说
到数学，祖冲之和圆周率脱口而出；说到医
药，马上就是华佗和孙思邈。更不用说四大
发明了，中国古代令人瞩目的科学技术成就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存在着。其实“经世致用”就是中国传统
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从上面这些耳
熟能详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科
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满足国家需要，
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所
以，这些书为读者从不同角度梳理了古代科
学技术的实践性，而通过系统地阅读，可以
拓宽视野。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中庸》中这句话，包括了广泛的研究、怀
疑的精神、认真的思考、批判的方法和坚定的
身体力行，而这与现代科学精神几乎是一致
的。在系统深入的阅读中，我们才能深入了
解，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认识自然
和解释自然的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文
明的视角去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去认识古人
的科学成就，对于广大读者，对于整个科技创
新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明视角从文明视角
了了解古代科技解古代科技
□韩萌萌

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中中国古代科技智慧国古代科技智慧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科学技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
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文明
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增强文化自信。

入选 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4年度好书的
《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中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
院院长孙小淳主笔，从思想史、社会史、
人类文明史等多元视角，系统全面地介绍
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展示了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如何创造知识、运用知识。

“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工业
革命，西方文明突飞猛进，其他文明突
然远远落在后面。这使得历史学界产生
了一种误解，好像近代科学是西方文明
的专利。”作者在书中指出，人们对中国

传统文化存在许多常见误解，认为中国
古代没有科学，所以科学精神更是无从
谈起。这一观念局限于近代科学的定
义，而忽视了中国古代发挥着重要作用
的科学实践。四大发明、青铜器的创
造、《夏小正》关于历法的创新……中国
古代不缺乏科学，同样也不缺乏求真创
新、探索奉献的科学精神。

我们应该怎样来看中国古代的科技价
值呢？《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强
调文明的视角，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
揭示中国重要发明与创造之所以取得成功
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本介绍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
普及读本，该书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书
中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做了重点介绍，
但不是简单的罗列，更没有通过古代科技
发明而评判文明的优劣，而是从多元的视
角考察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厘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科学精
神，由此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明连接
起来。可以说这本书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在科学思维方
面有鲜明的特点，具有创造的灵动活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域外文明有广泛的接触
和交流，始终抱有容纳吸收外来科技文明
的胸怀；中华文明几千年走来，积聚了深
厚的底蕴，有信心面向未来。

《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不应
被定义为一本科学通史，也不是科学分科
史，更像是一本文化启示录，让我们看到
了科学与文化如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交
融并推动社会进步，揭示了中国科技发展
的独特路径和丰富内涵，传递了中国古代
便有的“利用知识为人的需求服务”的人
本思想，彰显了我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创
造性思维，突出中国古代独特的科学探索
精神。

古代科技史亦是文化启示录

中国古代科技遗产承载着祖先珍贵的
科学思想，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
创造力，也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图书出版的方式，进
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就是对中国
古代科技遗产最好的保护，深入挖掘其中
蕴含的历史人文价值，并探讨了对科技遗
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在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与读者见
面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广西科学技
术出版社），选取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
中创造并留存下来的 38 项代表性遗产，
从历史沿革、景观看点、科技特点、研
究与保护历程、遗产价值五个方面为读
者进行了详尽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全
书以“学术+科普”的表达形式，在每
一篇章中配备多幅全景或特写的最新遗
产留存的实拍图，深度呈现中国古代在
农业、水利、交通、建筑、机械、航

海、军事等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技遗
产。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杨东星
认为，该书的出版为中国科技遗产保护
和开发事业提供了学术支撑。

在 《中国古代科技遗产》 出版之
际，该书主编、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教授戴吾三呼
吁全社会共同关注中国古代科技遗产，
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作
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黄兴认为，中国有着许多类似长
城这样凝聚着智慧和科技的重要遗产，
很多已经成为景点，但大家可能并没有
充分重视背后的精神和文化传承，可见
针对大众的遗产文化普及尤为重要。这
也是他积极参与 《中国古代科技遗产》
写作的原因，他希望通过该书中学术和
科普融合的形式推动科学精神和文化基
因的传承。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方艳表

示，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该类图书产生兴
趣，不仅是因为这些图书可以帮助他们
深入了解古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拓宽视野，更重要的是能系统了解中国
科技的发展脉络，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
系。她认为，一本讲述中国古代科技的
图书，应该有通俗易懂的生动故事，更
应该注重科技与人文的结合。《中国古代
科技简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共 3
册，精选了 240 余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
创造，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遴选的88项
重要研究成果。整套书以时间为顺序，
从中华文明起源讲起，按照农业、畜牧
业、手工业等排序，选取包含四大发
明、嫁接技术、干支纪年、阴阳合历、
十进位值制与算筹记数法、勾股容圆、
制图六体、法医学体系、地动仪等在内
的中国古代重大科技成就，通过科技发
展与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关系，展现古
代科学技术发展全貌。

科技成就赓续中华文脉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孕育出无数叹为
观止的科技成果，鼓舞着一代代人不断地
探索、进取。如何将这些灿若繁星的知
识，有趣地传递给孩子？

《改变历史的中国古代科技》（人民邮
电出版社）是科普作家刘兴诗写给孩子们
的科普读物，以生动风趣的语言，深入浅
出地讲述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展现中国古
代科技的壮阔画卷。从书中孩子们可以了

解中国古代科技背后的智慧，
包括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涵
养观察力和培养求知欲。该书

用讲故事的方式
提升科学素养，

不仅帮助小读者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形
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从中华文明的发
展进程中，汲取中国智慧和坚持不懈的探
索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

以绘本的形式展现天文地理、中医中
药、丝绸之路等，则是《了不起的中国·
古代科技卷》（化学工业出版社） 的一大
亮点。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文化来
源、脉络、体系，解释代表人物、著作
等，拒绝说教式的灌输，给了小读者独立
思考的空间，让他们在感受图画美的同
时，学到更多知识，开阔眼界。书中既有
儿童应知应会的学问，也有不同地域、不
同时期的趣味知识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涌现出了许多
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智慧和成就不仅影
响了中国，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我的古代科学家朋友”系列（山东

文艺出版社），是作家徐鲁为5—8岁的孩
子打造的一套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桥
梁书，包括《鲁班的故事》《毕昇的故事》

《祖冲之的故事》等。小读者可以抵达鲁班
的工坊，看这位木匠祖师爷用智慧与巧手，
将自然赋予的物料转化为令人惊叹的工具
与建筑；可以走进数学大师祖冲之的数字
王国，解开圆周率π的奥秘。在奇妙的数
学冒险中，孩子们将发现数学不仅仅是枯
燥的公式，更是宇宙间和谐秩序的美妙展
现；在毕昇的带领下，感受活字印刷的世界
里，每个字的跳跃、组合，理解文字的力量，
以及改进印刷术的重要性。整套系列图书
仿佛穿越千年的智慧之旅，将中国古代卓
越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和科技发明娓娓道
来，引领小读者们踏上奇妙的知识
探险之路，以此激发孩子们的创新
精神和探索未知的勇气。

引荐古代科学家“朋友”

战国中期的《墨经》中，最早记述了“小孔成像”现象，世界上最早的开平方与开立方出现在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中，

当然还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浩如烟海的成就让我们叹为观止，古人对自然事物、天文地理的感悟与利用超乎我们的想象。

本期《读周刊》围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题，介绍近期出版的相关图书，希望读者不仅能从书中了解古代科技的成就，还可以逐步认识到

科技与文化、社会的紧密联系，进而理解科学与文化如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不断交融，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