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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中华民族在生存
环境中认识和利用自然，以及协调文明
与自然发展的知识积累过程，是中华文
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的广
泛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中国古代科技的
传播作为发展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的基
础之一，而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中国具有 5000 年文明史，中华民
族在农、医、天、算四大领域有杰出的
成就。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农
业文明是世界文明产生的第一个阶段，
农学也是世界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文
明的诞生之地都在大江大河流域，因为
发展农业需要土壤、阳光和水分。

中国的农业有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

技，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乃至今天农村
所用的农具、农业机械，追根溯源，在
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有所奠
基。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
址发现了中国 7000 年前的稻场和碳化
稻谷的遗存，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
环遗址距今1万多年前的地层中，发现
了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体，这一发现，
实证了中华远古先民是最早种稻的人。
河姆渡文化已经是被全世界承认的除了
稻谷以外，还有村落的遗存，以及具有
榫卯结构的建筑遗存，这说明当时已有
人口的聚集。

中华文明 5000 年一脉相承，不得
不提到的是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
库。在秦汉时期形成了以《黄帝内经》
为基础的中医理论，以《神农本草经》
为基础的药学体系，有基本的诊病方法
望、闻、问、切，还发展出了人体结构
理论，等等。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
达，中国人很早就用窥管来观测天象，
后来又发明了天文仪器、制定了历法。

数学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基础科
学学科之一。数学在中国古代叫作算

术，甲骨文就已有数码。中国古代数学
家祖冲之 （429—500 年） 用刘徽“割
圆术”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第
七位，即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
间，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
重大贡献。直到 16 世纪，阿拉伯数学
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祖冲
之领先了世界 1000 年。现代有华罗
庚、苏步青等数学家，华罗庚在解析
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
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
高维数值积分等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
越贡献。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印
刷术、指南针、火药，发明得很早，到
了宋代就已非常成熟，明清时传向了西
方，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程方面，中国人修凿了大运
河，在古代叫作南北大运河，大运河沟
通南北，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
也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对
中国古代的全国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
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还有2024年7
月刚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杰出的成就不
仅体现在坐落其上的恢宏建筑当中，更
体现在伟大的城市规划思想上。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以看出，科技的发展是为人
们的生活而服务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对于现代生活的服务与指导也远超出了
很多人对其的评价。科学求真，实事实
证，实事求是，是为“格物致知”；科
学向善，如中医讲的“悬壶济世”“医
者仁心”“大医精诚”，选择向善是亘古
不变的；科学尚美，李政道说，科学与
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古代青铜
器、漆器、玉器及建筑等方面的成就都
是高超技术与完美艺术的结合体。中国
古代科技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生发
出的诸多促进了文明发展的优秀科技成
果，对于今天的科技发展及科技工作者
来说都是值得学习与研究的。

《灿烂与辉煌：解码中国古代科技
基因》

王渝生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

文明之光 灿烂辉煌
□王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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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从数字
化生存到人工智能遍惠生产生活的升维
态势，正在加速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
革，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在学习、思考和
实践上的路径，改变现实生活的境遇与
方式。毫无疑问，艺术教育也在其中受
到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为艺术教育
注入了新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如何在艺术教育领域迎向新一
轮的科技革命，如何平衡技术工具的应
用与人文精神的传承，如何重构艺术教
育的核心价值，如何培养符合未来需求

的复合型艺术人才等问题，都突出地摆
在我们的面前。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人工智能凭
借强大的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使图像
的生成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高效。自动
化图像生成算法极大改变了图像创作的
生态，动摇着艺术家们长期积累的创作
模式，也为社会公众打开了崭新的审美
体验，在艺术感知和美学观念上指引出
新的视角。然而，我们又有理由坚信，
人工智能尽管在技术层面展现出惊人
能力，但终究无法替代艺术家这个生
命个体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和源于自我
心灵的创造性实践。在艺术创作中，
艺术家与被表达的世界与事物之间便是
这种“我与你”的关系，在作品中倾注
了全部的情感与生命体验，而人工智能
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则更像是“我与

它”，需要在运用技术实现创造中发挥
技术的动能，使创造的图像拥有人文的
温度和情感的深度。

卓凡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是人工智
能时代艺术教育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成
果。丛书的每一本围绕一个课题，展开
历史溯源、理论分析和技术应用方法，
辅以艺术史和当代设计的实践案例，形
成了颇有视野广度并具学术新颖度的论
述。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艺术与设计领
域的今天，这套丛书从知识层面提供的
阅读是解渴的，从设计作用于生活的角
度上看是富有启发性的，从今天艺术教
育需要进一步确立探向未来的使命目标
上看，更是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套丛
书不仅展开了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对于
图形、图案、图像设计的支持，也着眼
于今天社会文化建设的新需求进行了许

多方面的探索。例如在数字技术对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上，阐述了文化遗存
转译的条件、转译的过程和转译的表
达；在民族民间“活态”文化的传承演
化、生活场景空间的“还原”上，为数
字化设计筑牢传统文化根基打开了新的
路径；在促进文旅发展上，数字设计和
智能应用的空间更加广阔，实地体验和
虚拟体验相结合，使诗与远方更加引人
入胜。如此等等，以“AI+”为总方向
的这套丛书十分契合今天社会对艺术的
新期待，尤其是打开了科技与艺术融合
新窗口，更是在艺术教育的跨学科合作
研究上富有创新意义。

“人工智能艺术设计新逻辑”丛书
卓凡 主编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打开科技与艺术融合新窗口
□范迪安

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是中国思想文
化绽放的一个高峰期。从春秋至战国初
期，齐国创办稷下学宫，广纳天下贤
才。贤人高士在这里授徒、问政、争

鸣，将诸子之学推向巅峰，形成了云蒸
霞蔚的学术气象。

稷下学宫的创办，被中外学者誉为
“中国历史文化大手笔”“世界文明史上
的奇观”。《稷下先生》一书聚焦于这一
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融史实、学术与文
学性表达为一体，描画出稷下先生“奋
髯横议”的宏大气象。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这是一部既厚重又适合大
众阅读的优秀历史文化作品。书中既写
到孟子、荀子这些广为人知的先圣，也
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故事，

让人耳目一新。这部历史非虚构著作，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
播路径。

张亚丽（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陈
歆耕历时3年遍查史料、实地考察、倾
心创作，以激越的情思、摇曳缤纷的文
字，深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
盛况、历史地位和影响，通过描画一个
个性格各异的稷下先生形象，使得中华
文明穿越千年的智慧，在当下得到精彩
呈现。

刘颋（《文艺报》总编辑）：从文
本看，本书有3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史

学家的史学精神，作者做了很多的案头
工作，史学、治学的严谨，在这本书写
作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其次，引入了
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对枯燥的历史故
事，通过文学性的修辞手段进行了重
塑。最后，基于批评家的精当点评。严
谨的史学精神和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
以及批评家的精当点评，共同构成文本
的特点。

《稷下先生》
陈歆耕 著
作家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

展现诸子百家学术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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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最后一个字时，我脑子里想到
的是一篇名叫《克莱喀先生》的小说。
这是我高中时读到的，讲的是一个英文
教授花一辈子时间编一本书，没编完就
去世了，于是所有书稿变成了一堆废
纸。我创作《泥潭》时常常想起这个故
事。倘若我中途放弃了，那么无论写了
多少字，花了多少时间，最终都是废
纸。但是，改这个稿子真是异常艰难，
一是我丧失了对历史小说的兴趣，二是
这部书稿写的时间太长了，不同风格的
文字混在一起像在打架，每次修改都像

在改好多人的文章。我在这两种矛盾的
情绪中挣扎着，就感觉写作好像陷入泥
潭一样，唯愿快点结束。

虽说如此，最终定稿之前，我仍在
一遍又一遍修改，总觉得这里可以完善
一下，那里还未令我完全满意。如果不
是有个“deadline”（最后期限），恐怕
我还可以继续改一个星期、一个月、半
年……是我的责编告诉我，世上没有
完美的稿子。哪怕放任托尔斯泰去改
自己的小说，也可以无限期改下去。
所以必须人为画出一道红线，到时限
就强行停止，停止后呈现出什么样子就
是什么样子。

总之，我和这部小说之间漫长的拉
扯就这样结束了。当初为什么会选这
一题材，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偶然。那
时就是想写一部有激烈戏剧冲突，以
及涵盖形形色色不同阶层人物的“史

诗般的小说”。后来翻阅家乡荆州的
地方志，我发现清末时期充满了冲
突：满汉、革命党和清政府……于是
就这么动笔了。当然，最初的创作主
旨和艺术审美早已被抛弃了。至于现
在我想表达什么，我以为我应当保持
沉默，交由读者自行判断。因为作者
脑中所想，未必一定能忠实地传递到
文本上，而读者的理解是基于客观的
文本，并非作者心中所想。倘若我贸
然说出我的见解，反而会干扰读者与
文本的互动，就好像电影放映时，于
画面外突然插入旁白。

此外，我必须作出声明。这部小说
是基于历史的虚构，其历史背景、历史
走向固然是真实的，部分人物也有其真
实原型，但小说终归是小说，故事发展
自有内在逻辑。与真实历史相冲突时，
作者不得不牺牲部分史实，读者也切莫

将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譬如为塑造恒
龄的性格，我将真实历史中的职位佐
领刻意拔高为协领，以突显角色在小
说中的作用。又比如小说中描写的站
笼，其实当时已经废除。此外，恒龄
的子女、诸位革命党的性格都是作者
的虚构，读者不可不察。如果情节台
词的安排、人物命运的设计冒犯到真
实历史人物的后人，我谨此表达由衷
的歉意。

最后，谨向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评
审与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囿于篇
幅，我无法一一写下您的名字，但当您
读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知道我对您感念
在心。

《泥潭》
刘楚昕 著
漓江出版社
2025年7月出版

从泥潭般漫长拉扯中解脱
□刘楚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