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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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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非凡的科学家———沈括

一生概况

沈括生活在我国北宋时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科学家。

在他的一生当中，几乎没有闲过，他一面从事政治活动，为百姓

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面进行科学研究，对天文、数学、历

法、地理、生物、医药、文学、史学、音乐等诸多学科，都有不

朽的卓越的贡献。

沈括，字存中，是杭州钱塘人。父亲沈周，长期离家在外做

小官。沈周以前，除了沈括的曾祖父曾经做过大理寺丞外，沈氏

家族几乎再没有人出来做官。沈括对人提起自己的家世时，总是

称自己出自寒门。

沈括幼年受着母亲循序的教育，同时又接受着儒家正统派孟

子思想的熏陶，对 “仁政”、“井田”一类学说深感兴趣。青少年

时代，沈周到各处上任他都跟随，给予了他了解社会与百姓疾苦

的机会。这给沈括的思想意识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沈周去世以后，沈括承袭父荫，做过多年低级官吏。他在沐

阳任主簿时，虽是权位低微的县吏，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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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泄气。因为沈括有自己的抱负，他孜孜不倦，认真苦干，

不避寒暑风雨，努力完成任务。在那里，他大兴有益于农业生产

的水利事业，还经历过县民反抗官府的斗争。斗争爆发后，官府

吓得手忙脚乱，急忙调开县令，叫沈括代替他收拾残局。沈括奉

命之后，便小心谨慎地执行安抚政策，撤销了一些束缚人的无理

禁约，博得县民好感，这样一场风波，才得以缓和下去。

兴修水利，整治沐水，是他早期从政的一项重要活动。沐水

是沐阳境内的主河，常与沂水并称。沈括到这儿做官时，沐水已

是年久失修。附近地区，经常遭受水灾威胁。他官职卑小，却以

具有远见的政治眼光，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整治沐水。

据史料记载，全部治沐工程，包括新筑大堤两道，疏导河身

及 “百渠九堰”。经数万民夫的修筑，沐水的整治顺利完工，并

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新整农田７０００顷，沐阳面貌也因此焕然一

新。沈括初入仕途，便有如此立大的作为，可算是一个出类拔萃

的人物了。

继整治沐水之后，沈括又在宁国任职期间，参加了修整圩田

的工程；继而又提倡和推广这种良好的水田，显示出他对水利科

学理论的深刻造诣。

宋仁宗嘉祐八年 （１０６３年），沈括考取了进士，到任扬州司

理参军。后又入京编校昭文馆书籍，从此他开始研究天文。在此

共同他结合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缜密观测，

很快就在天文研究中获得了不朽的伟大的成就，被宋神宗指派兼

任提举司天监，正式做了管理天文的职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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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任后便实行改革，推荐有真才实学的平民卫朴主持修订

历法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制造出一套新的观象仪器。经沈

括改进制作的新浑仪，在尺度、黄赤道、天常环、月道、规环等

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有创意的改革。他还制造了新的浮漏、测

日影的铜表等，并将其设计原理，编著写成著名的 《浑仪》、《浮

漏》、《景表》三篇科学论文。虽然它是用来说明仪器的，但里面

却综合了沈括的关于天文学说，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有价的参考

重要文献。

由于沈括思想倾向于革新派，他很自然地参与了著名的王

安石变法运动，并参加了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重点项目———疏

浚和测量汴渠。沈括的测量工作，为日后汴洛运河的修成起了

重要的作用，这将既畅通漕运，又肥沃两岸的田地。　　　　

１０７３年沈括又由王安石推荐，到江浙处理水利工程的善后

工作。他在那里招募饥民来兴修常州、润州的水利，疏浚苏州、

秀州的湖泊与泾浜。他还在苏州筑岸围田，在沿海筑堤围田，对

江浙农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沈括在这一时期，站在维护改革的立场上，在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的从事务实工作，业绩非常的突出，同时

却也得罪了保守派和打着革新旗号的政治投机者。随着王安石变

法的失败和一次军事指挥的失利，沈括也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处

分，从而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此后，沈括曾到随州 （今湖北

随县）的法云禅寺度过３个寒暑，后移居秀州 （今浙江嘉兴）。

晚年在润州购置田园，取名梦溪园，过着读书写作、颐养天年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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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生活。

梦溪园里面屹立着一座小山，满山覆盖着花草，灿烂得好像

锦绣一般。沈括的居室就在这繁花丛中。室的西端，花竹环绕着

的是他日常休憩所在的壳轩。轩下有花堆阁，花堆尽处有茅舍，

茅舍后面有苍峡亭，临亭下望，就是那潺潺的梦溪。

伟大贡献

在梦溪园居住的日子里，沈括将平日的所见所闻，编写成文

字，汇集成一本综合性著作。这就是被后人称做 “中国科学史上

的坐标”的巨著——— 《梦溪笔谈》。

沈括在 《笔谈》一书中，论述了古代测定天体的浑仪和古代

表示天体现象的浑象两种天文仪器的不同，对传统的周天３６５度

的划分，黄道、赤道和月有９道的道理，都做了解释和辩论。这

些，都为古代天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关宋治平元年 （１０６４年）常州地区陨石的记载，是我国

天文学史上突出的一次科学记录。沈括将这次流星下坠的过程，

作了完整的科学描述。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流星飞速从空间

进入大气层并与空气剧烈摩擦而燃烧发光的情况。

沈括的新历法是保存在他晚年著的 《补笔谈》里的一篇短论

文，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宝贵的文献材料。在这篇短文中，首先

讨论了置闰和气朔不正的问题，从而肯定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

律。他反对盲从古人，认为学术在不断发展，不应停留在前人的

水平上。其次，他叙述了历法中出现 “气朔相争”的现象，并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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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科学探讨。他认为四时季节的产

生，主要是节气的变化使然，和月的盈亏无关；而沈括认为，当

时的历法专门以朔定月，节气反而降到不重要地位，这是不合理

的。他基于此而提出一种崭新的历法。

该历法，是一个纯粹的阳历，比公认的现行的公历——— 《格

里历》，还要合乎理想。现在英国气象局统计农业气候和生产所

用的 《萧讷伯历》，也就是采取和沈括相同主张的一种历法。沈

括当时能够不顾众议，大胆创立与提倡新说，并且相信日后一定

可以实行，其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在数学方面，沈括也有巨大的成就。 《梦溪笔谈》一书中，

载有他创立的 “隙积术”和 “会圆术”。前者是高阶等差级数求

和法。是他对 《九章算术·商功》一章里所载 “刍童”（长方台）

的术积法的改进。他创立的这种新计算法，由于垛堆之间有虚

隙，和实质的刍童不同，因此被称为隙积术。后者是沈括对平面

几何学研究的贡献。他认为 “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

圆”。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圆形可以分割成若干部分，如能求

出其中每个部分的弧长，合起来就可得到圆周长。

沈括对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也是丰硕的。《梦溪笔谈》中所载

的物理知识，包括力学、光学、声学、热学、磁学等，在我国物

理学史中，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其中，他对磁学的研究，已为我

们所熟悉。他不仅写下了磁针的记录，而且认识到磁石的两极

性。他还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地磁场存在磁偏角的人。

在光学方面，他对光的直线传播和凹面镜成像给以形象化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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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关于凸面镜成像大小的论述，对我国古代制镜技工创造的

镜背花纹文字能够在太阳照射时反射到墙壁上的 “透光镜”，提

出了新的解释。

沈括还研究了声学上的共振现象，通过拨动一架古琴的琴

弦，使另一架古琴上的小纸人跟着跳动的实验，证明一个发声体

的振动，能引起固有频率相同的发声体的 “应声”（共振）。

在地质和地球科学方面，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注意观察山下

与山上桃树开花的迟早不一的现象，思考其中的缘故。其后在多

年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在正确阐明山谷变迁的原因方

面，迈进了一大步。他还在气象和物候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观察与

研究，留下大量有价值的科学记录。

此外，《梦溪笔谈》中还有５２条有关生物科学和动植物的记

录。该书和沈括的其他著述中还阐述了他的医疗理论。此外他在

文学、史学、音乐等方面也有研究为它们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

的贡献。

由上可见，沈括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人才。

《梦溪笔谈》的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很广，而且所记载的科

学技术知识，却反映了当时科技的先进水平，所以被科技史家李

约瑟称做 “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笔谈》除了记载了沈括从事的科学活动及其成果外，还记

录了许多别的科学家技术家研究的成果，例如卫朴的历算学，毕

昇的活字印刷，孙彦先的虹的成因说，李元规的天气预测等等，

都被他严肃认真地、科学地报道出来，成为珍贵的科技史料。其

６
























五
新
助
学
丛
书
　
　
　
　
　
　
　
　
　
　
　
　
　
　
　
　
　
　
　
　
　
　
　
　
　
　
　

　
　
　
　
　
　
　
　
　
　
　
　
　
　
　
中
国
的
骄
傲

中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记录，已为大家所熟知，还被选作中

学语文课文，就是突出的一例，沈括的记录，从造字、排版到印

刷，首尾完备。不但使我们知道毕昇在印刷技术上的这一大革

新，是一种和现代铅字排印原理相同的巨大进步，而且又为后人

在这方面的仿效与改进提供了启示。

书中关于指南针的记载，也经常被人们所提及，沈括用简短

的文字，记载了当时几种不同的指南仪，有浮在水面上的磁针，

搁在指甲上的磁针，搁在碗边上的磁针，还有用丝线悬挂的磁

针。这有力的说明了在１１世纪我国人民已懂得使用针形指南器，

接近于近代罗盘针的构造。

又如在农业技术方面，《笔谈》总结了不少农民的种植经验。

其中有一首当时的种竹口诀：“栽竹无时，下雨便移，多留宿土，

记取南枝。”这个宝贵的生产经验，受到后人的重视，世代传授

推行。

再如，关于冶炼技术，沈括在 《笔谈》里面先后记载了金属

的 “热作”和 “冷作”加工的操作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当

时在炼钢技术方面，已经掌握了 “团钢”、“灌钢”的技巧，以及

柔铁包生铁锻打器物的技术。在炼铜方面，他记载了劳动人民用

铁在胆矾 （硫酸铜）中取铜的技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湿法

练铜。

在地理学方面，《笔谈》中记录了 “三江”的考释，楚国郢

都地理方位，漳水、洛水得名由来等事项，还记载了鄜延 （今延

安）境内人民用雉尾采沾石油的方法，成为经济地理和采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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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珍贵史料。

《宋史·沈括》说：“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

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绵有所论著。”看来，这句话并非夸

大。沈括确实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卓越非凡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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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一生概况

徐光启是我国明朝著名的科学家。毕生都致力于数学、天

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潜心研究，勤奋著述，尤其是在农学方

面的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位沟通中外文化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剖

析中国学术史发展进程时，曾经深刻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笔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又说：

“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

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如果说 “第一次”接触

的代表人物是玄奘的话，那么，“第二次”接触的最著名的代表

人物便是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１５６２年４月出生于一

个商人兼地主家庭里。年幼时，家道就开始衰落。父亲徐思诚，

一贯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常以助人为乐，悠闲地学习阴阳、医

术、星相占卜及佛、道之说。母亲钱氏，是位贤惠的 “儒家女”，

勤于早晚不停地纺纱，并经常给徐光启讲述当年倭寇之患的故

事，加之评论当时主事官员的得失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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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童年生活是贫困但却是丰富多彩，平静但不寂寞

的。他曾在龙华寺读书，传说有一天馆师外出，他与同学玩耍且

各言其志。有的说：“我欲为富翁”，有的说：“我欲为道士”，徐

光启则说：“是皆不足为也。论为人，当立身行道，治国治民，

崇正辟邪，勿枉为一世。”由此可见，他从小就怀有远大的志向。

８岁，他曾顽皮地爬到塔端，一不留神跌到塔顶的铁盘里，正当

人们感到惊慌时，他却很快地爬起并且为被他惊走的鹳鸟所吸

引，又好奇地去寻找鸟蛋，早已忘却了危险。还有一次，他爬到

高塔去捉鸽子也摔到地上，当人们被吓得大叫的时候，他却目不

转睛地注视着他手中的鸽子，若无其事，透过这些小事，不难发

现徐光启小时就有着好奇、勇敢的个性和对自然界的浓厚兴趣，

这些也正是他日后致力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

徐光启生存的年代，正值明代王朝急剧衰败和崩溃的前夜。

此时，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后期，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的

文学家、探险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徐光启长大成

人后，因家庭环境不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科场中考取功名。当

时，这对读书人来讲，是所谓最公平、最具吸引力、也是最被看

重要的一条出路。参加这种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取得 “进士”资

格，以便获得朝廷委任高级官职的机会。徐光启２０岁时正式递

补为可以领俸米的 “廪膳生员”，第二年即开始参加乡试。明朝

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叫做 “大比”。他曾先后五次参加乡试，

不料，每次都以落榜告终。仅此，整整耗费了他１５年的宝贵光

阴，而屡试不中对徐光启的折磨和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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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了养家糊口，他曾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设馆教书。

１５９６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书时，有一天信步走到护城河西，

他早就听说有位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住在这里。他走进利玛窦的屋

舍，看到中堂墙上供奉的天主画像，神情栩栩如生，不由得肃然

起敬。又见到屋内陈列着许多从欧洲带来的各式钟表、天文算术

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及欧洲名城的建筑图画等，这越发激起

了他的好奇心，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当时，因利玛窦已移

往南昌，这里由另一位意大利神父郭居静主持。他亲切地接待徐

光启，话题无非是围绕屋内的东西———科学与宗教。这次会见，

使徐光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尤其是郭居静的谈吐

留给他极深的印象，更令他急切的想早日见到名闻遐迩的利

玛窦。

１５９７年，３５岁的徐光启，千里迢迢从广西桂林到北京赶考，

这是第六次。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考上了，并以第一

名中举。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焦竑，他对焦竑的知遇之恩，无疑

是万分感激的。中了举人，在科举任用考试中，等于只是通过了

地方初试，只能获得中下级的官职；要想成为可进受爵禄的 “进

士”，还须通过中央的考试，即 “礼部会试”。徐光启抱着极大希

望，先后两次参加 “礼部会试”，但又都落榜了。

１６００年春在南京，徐光启初次见到利玛窦，二人谈论得十

分投机，他热情称颂利玛窦： “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同

时，对天主教的印象更为深刻。１６０３年在郭居静、罗如望两位

教士主持下，他加入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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