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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王渝生 ※

提起近现代科学技术三四百年来的发展，欧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似

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一千多年前，美洲还是未经开发的地区，

欧洲则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而此时东方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

则经历了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全盛阶段。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

之一。古老的中华农业科技文明可以追溯到至少六七千年以前。四五千

年以前的科学知识萌芽和农、牧、手工业以及青铜冶铸等技术都有了长

足的进步。可以说，在四五千年甚至六七千年以前，世界文明四分天下

的话，中国有其一。

两三千年以前，中国逐渐形成了农学、医药学、天文学和数学等独

特的科学体系，在地学、生物学以及制陶、矿冶、纺织、建筑等技术领

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时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崛起了一个新兴的奴

隶联邦制的古希腊，后来是古罗马的文明，而此前的古老文明，除中华

文明外，其他的都衰亡了下去，出现了中断现象。可以说，在两三千年

前，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就像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在东方，

一颗在西方，交相辉映，那时的世界文明两分天下，中国有其一。

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则先后完成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

这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并在 3 到 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

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直

到 14 ～ 16 世纪，从“四元术”及“招差术”到“十二平均律”，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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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历》到《本草纲目》，从《农政全书》到《天工开物》，都在世界

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一千年前，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一枝

独秀 !

从四分天下到半壁江山到独领风骚，中华文明一直在大踏步前进。

而在西方，到了一千多年前，也就是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4 世纪文艺复兴兴起，差不多一千年左右，欧洲处在黑暗的中世纪，

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到了 14 ～ 16 世纪，西方出现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三

大近代化运动，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一下就把在封建老路上蹒跚爬行的中华封建大帝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然而，西方的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古代科技成

就在其中是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培根在 1620 年曾指出，印刷术、

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

都改变了”；马克思则在 1863 年这样评论道，“火药、指南针、印刷

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英国科学史家贝尔

纳 1959 年在为其《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所写序中则说：“中国许多

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中国在技术上的

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

定意义的作用。”

富有科技传统和四大发明成就的中华帝国，在三四百年前没有顺应

历史潮流发展，没有像西方那样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从农业

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后来又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国家，因此我们落后了。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充满艰辛与屈辱，而又有奋

斗与辉煌的曲折道路。今天，我们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中国梦”的奋斗过程中，回顾中华文明历程，展示我国科技发

明奥秘，这对于促进当代科技发展和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远不止这四大发明，在粟作稻作、农具农耕、筹

算珠算、天文仪器、机械制造、钻井探矿、油煤开采、青铜冶铸、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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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建筑营造、造船航海、陶器瓷器、雕塑髹漆、蚕桑丝绸、纺织印

染、发酵酿造、中医中药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而巨大的成就，这些与国

计民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和发明

创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生活的进展。中国传统

科技发明不仅创造了中国古代光辉的科技成就，更重要的是，吸收和应

用内在基因，开发现代科技，往往可以有大的创新。

为此，贵州民族出版社策划《世界意义的中国发明》系列丛书。这

套丛书并不以百科全书和全景式展示为目标，而是在中国传统技术的多

个领域中选取一些专题，它们均代表了传统科技文化的某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人对某一种自然的认识以及与这种认识相应的科技文化形态，

以及其对于世界的意义。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人更了解自己的科技与文

明，也希望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本丛书在语言上以叙述为主，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应现代

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需求，对于书中涉及到的科学原理、规律不做学术

性和过于专业的解释，而是用浅显通俗的语言介绍，语言整体风格生动

活泼。

在本丛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是为序。

                                

                                 2013 年 12 月于北京

                

 ※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博士、教授、博导，中国科技馆研究员、

原馆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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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孕育了悠久而璀璨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中国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

秋时代，大约经历了 15 个世纪。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

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商周的青

铜冶铸业所产生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量的出土实物资料和历代文献业已证

明，中国古代的先民早已开启了灿烂的文明，先秦文献《易经·文言》

曾有“天下文明”句，《尚书·舜典》有“睿哲文明”句。在文明的创

造和发展进程中，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光辉的青铜时

代既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科技

成就辉煌灿烂的时代。青铜器的铸造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生产力

和科技发展水平，而且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的进步

与发展。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形制独特，变化万千，颇具中国特征；中

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采取了陶范法、石范法、失蜡法，并发明了

分铸法、拍印法、焊接法以及嵌石、错金银、鎏金、漆绘、彩绘等工艺，

丰富多彩，创造了大量的艺术杰作，举世瞩目；中国古代青铜器随葬品，

庞大的数量组合，令人震撼；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艺术，思想内涵极其

丰富、纯厚，极富中国民俗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奴

隶社会礼乐制度的特点，铸造了种类繁多数量颇巨的青铜礼乐器，这一

特点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总之，中国古代青铜器之铸造硕果累

累，其青铜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上独树一帜，璀璨绚烂，在世界文明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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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重要的地位。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中国青铜文化之源及其发展一直是学

者们的研究热点。

瑞典著名汉学家，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

本汉 (Bernhard Karlgren．1889 ～ 1978 年 ) 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

颇有建树，如他研究的主要论著有：《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殷周

中国青铜器》等。高本汉在他的研究论著中，评价中国古代青铜器为“优

雅”与“质朴”。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梅原末治在中国的考古学方面，对商周青铜器，

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的铜镜等，都有一定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鉴

镜的研究》（1927）、《铜铎的研究》（1927）以及欧美、日本所藏中

国古代铜器精品的大型图集等。

已故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曾不无自豪地指出：已经出土的

中国青铜器的数量，是世界出土青铜器数量的总和；已经出土的中国青

铜器的种类，是世界出土青铜器种类的总和。

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辉煌的青铜文化，中

国古代的冶炼技术和青铜文明，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青

铜器不仅在中国古物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全世界古铜器中，也是

出类拔萃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冈维尔 - 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

在研究中国科技史后著文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

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

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 3 世纪到 15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

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

上的卓越成就，印证了李约瑟博士的上述论断。

一件件中国古代青铜器，岁岁年年，朝朝代代，历经沧桑，幸存下

来，弥足珍贵，而这些青铜瑰宝，它们的起源与发展充分地印证了中国

古代人民的无比智慧和无穷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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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8 日，“百面中国铭文镜和百面日本和镜展”在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品是清华 58 级校友、国内知名的铜

镜收藏家王纲怀向母校捐赠的自己

多年的珍藏——百面中国古铜镜

和百面日本古铜镜。古铜镜的捐

赠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中设计

史论的研究将带来重要的贡献。

铜镜是我国古代历时最久、传

播最广的文物种类之一。中国历代

铜镜蕴含诸多特色，铸制历史连贯，

考古断代便捷，文化内涵博大，审

美情趣彰显，证史直观翔实，书体

映照生辉。其中尤以汉唐两代铜镜

对东邻日本有重大影响。王纲怀 1958 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多

年来醉心于铜镜的收藏与研究工作。在 2003 年出版的《三槐堂藏镜》

一书中，王纲怀说，“一部

铜镜铭文史，近似一部中国

书法史，与石碑、简牍、帛

书的书法艺术相比，镜铭文

字毫不逊色”。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出

版社还举行了《清华铭文镜》、

《清华藏日本和镜》两本新

书的首发仪式。

2012 年，一枚铜镜在日本新潟县胎内市古坟时代遗址内出土，后

经有关学者研究鉴定，发现该铜镜是中国后汉或魏晋时代的“盘龙镜”。

日本 19 世纪花鸟小镜

西汉七乳四神镜

从中日两国古代铜镜清华展说起

遗落东瀛的汉唐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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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潟大学考古学教授桥本博文

指导了这次挖掘工作，他表示，这件中

国“盘龙镜”在东日本的出土文物内实

属罕见。

“盘龙镜”直径约 10 厘米，中心

雕有一只张口的独角龙，而且还留有一

个可以穿绳子的小孔，这是中国古代铜

镜的通用形式，便于使用。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两国在文化

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的密不可分的渊源

关系。早在弥生时代，中国有大批移民

迁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和

技术。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在这一时

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秦始

皇本纪》载：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

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

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

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

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市发童男

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

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

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

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此外，还有

徐福建倭国的传说，故徐福被日本人奉

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甚至

被日本人尊为祖宗，奉为神灵。虽无法

考证“倭国”是否为徐福所建，但从《史

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日本刀歌》等古籍记载来看，徐福确

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东渡日本的移

《三槐堂藏镜》书影

徐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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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公元前两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

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国家的

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

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84年，

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

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这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403年，

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

事。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而汉镜传入日本，则促

进了日本制镜业的发展。据《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238 年）六月，

魏明帝曹睿赠送日本女王卑弥呼的物品中有“铜镜百枚”。 迄今，日

本北九州出土中国汉镜、三国制造的铜镜达 300 多件。可见中国汉镜对

日本制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盛唐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丝绸之路”上各国商贾往来不绝。

唐都长安聚集了许多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人等。中国繁荣的经

济、绚烂的文化给外国以深刻的影响，以丝织品为主的许多物品通过各

种渠道向外输送，唐代的铜镜也在

这频繁的交流中被运送出去。

唐代铜镜在国外多有发现，其

中以在日本的最为著名。日本在唐

时受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许多

方面的深刻影响。当时许多舶载镜

运到日本。就拿唐瑞兽葡萄镜来说，

正仓院南仓收藏了 5 件，其中 4 件

圆形，1 件方形；此外，一些神社、

寺庙，如千叶县香取神宫、四国伊

予大山袛神社、奈良春日大社都收藏有传世的瑞兽葡萄镜；奈良县明日

香村高松塚古坟、法隆寺五重塔以及群马县、爱知县、三重县、兵库县、

福冈县、京都府、大阪府、冈山市等处都出土了不少海兽葡萄镜。有学

者认为这些收藏传世镜的神社、寺院都是历史久远的大寺、名刹。如正

西汉昭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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