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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速桂会主义建设，尽快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责任，已经

历史地蔼到我们这一代中茵人的肩上。建国三十年来的社会实

践，从正、反两个方面使人的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理代化，要想实

现工业、农业和国坊的现代化都将是不可能的。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如何使我茵的科学技术能够有一个较为迅速的支展，己经成

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其它事物→荐，是有着一定

的历史键承性的。今天院科学技术，正是由过去的科学技术去黑

市来的。研究和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探讨它的支展规

律，持可以起至u借鉴历史、温故知新的作用。

这正是我的编写此书并捂它奉蘸给各位读者的真正目前。

余蔚周知，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不

少杰出的人物，出现了不少辉趋前成就。这些人物和成就，使得

我们中华民族可以毫无愧色地并立于世界真族之栋。我们的祖国

曾以这些历史上的人物都成就，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

己应有的贡献。

对这些人物和成挠，毫无疑坷，我的是要甜墨重彩着力却以叙

述的。但本书将不局限于这些方面，除叙远古代成就之外，还要

叙述近代的落后z 除罗列历主事实之外，还要试图探讨产生这些

历史事实的露齿。这就决定了本书的体剖是把整个科学技术发展

的历史，按时代先后，分成若干阶段的"断代体飞

在分期望野代的具体处理上，我们采取的原则是r ld.释学技术

本身发展的珍援佳为主，划分为萌芽、积累、奠基、体系形成、

提高、高峰、每撵等若干前段s 同时适当考虑中国历主上宦用的

;. Tl直·



王朝体系的黯序，相互参照。我们没有采取按草原始、奴隶、封

建等社会形态划分的方法。伊i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毅多摆摆社会

形态不同币把它们分属于两个阶段，我们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阶

段性出发，考虑它们之闰无何显著区别，因而把它们置于一章之

内，再如明清时期，我们也没有接王朝时代捏它们严格分开，而

是按科学技术发展不同珩段的特点，把传统科学技术和西方科学

技术传入这两个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上、下两章。另外，在各

章之中，为使不同学科内容出叙述相对集中，我们还采用了追叙

和延叙的方法，打破了各章闰严格的砖闰限制。关于公元1919年

以后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因研究不够，一时很难就绪，故本

书暂未包括这部分内容。我们希望有机会再版时，能够提它补

上。

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选程选行拮述的过程中，我如果

黑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纱的提法。我们认为2 这荐的体系

是存在的。不织科学技术的各个分科，如中虽古代天文学、数学、

医学、农学、冶金、建筑、纺织等各学科都存在着自身的体系，币

五从科学技术的整体来看，体系也是存在的。这里所谓的体系，

不仅表示可与世界其它古代文萌中心明显相区别的若干特点，商

且还表示它也具有着可以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的力量，即不断提

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并且能够找到解决这些持题的途痊和方法，

从而得到了长时期的持续不断的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虫，是整个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它发展的

过程中，曾不断吸取了世界各民族、地区如国家的很多成果。同

时也遥过各种途径，捏自己的许多成果贡献给全人类。对科学技

术内容的文化交流进行叙述，也是本书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

及全国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大力胁助。关于本书编写的详细情

况，谨i己子全书"后记万之中，以志感谢。

在本书书稿即将付印的时候，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都不能不

一再深刻地认识王U: 编写这荐一部综合住的中国科学技术支，我

• Vll1. 



在1所作的~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对全书体锦以及许多问题，

如科学技术在中国历史上的作黑，关于娓道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

原因的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问题的提出，和我吕近代科

学技术落后原因的讨论等等，虽然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更集中地写入了全书的"结语万之中)，但因水平所珉，

全书不妥之处一定但多。另外由于篇福弱限，挂一漏万之处也在

所卫在免。既i骂我frJ决定把本书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穰》。在当

里，我们热荒地期望国志ff1多多提出宝隶意见，以便在适当的时

候远行{岳武F 佳乞i寻到不隘的主善.

编著者

1980年lOJÜ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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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萌芽

〈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至四千多年前〉

一伟大的祖医，古老的文明

我们伟大的在国位于北半球，在亚洲的东部，太平嚣的西岸。

雄领土辽阔广大，面积和整个欧洲几乎相等。当槌米老毛高原星党

员炼，夜色正浓之时，在每苏里江畔己是霞光棋天的清晨5 当黑

龙江上冻封雪飘，万物理踵时，南海诸岛上都郁郁葱葱，生意盎

然。她有绪面多姿的自然风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各种自揉

资摞丰富。西部的巍峨山岳以及西南部号称"在界屋脊莎的青藏高

原，像是天然能屏障，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环抱着东部和
东南部，蒙古高原雄踞于北部，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使

我妇吉它先民较少与外界交往，造成→寇的闭塞拉态。因而从这块

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晓，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着自

己的鲜明色彩。在握国广阔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和众多的江河

JI\读完若生命的纽带，两岸的m沃土壤，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

很早就发展起农敬业生产，这是我国得以进入世界文明古国行列

的基本条件之一。高原、盆地、平原和丘援错综分布在这块土地

上，温带、亚热带在热带气候自北币南差异显著，各地蕴藏着丰

富多样的自然资摞。所有这些F使各地区的生产面税大不相同，也

使早黯文明的发展显示出很不平衡的状态。

从远古时候起，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就劳动、生息、繁箭在这

块产大的土地上。他的手持简髓的工具与大自然进行着艰苦的斗

争3 在从事采集渔猎和原始农技业等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地提

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改造生产工具，并逐步棋累了关于自然界的

矜种知识。

人类的历史是从能造工具开始的。根据古人类学研究的最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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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世界上制造工具的人的出现， 最早大约距今三百多万年。

我国也是古人类化石很多的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古

人类化石，最早的有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此后

有约八十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和约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相

当于旧石器中期的有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等。

相当于旧石器晚期的有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北 京 山顶洞

人、内蒙古河套人、山西峙峪人等。

图 1-1 云南元谋人t假前面的两个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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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人使用的石器，其原料与打能方法和蓝国人、北京人很

相拟。已经知道选择质地坚硬的石料制造工具。北京人已能建用

火和保存火种。火均使璋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许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秸火的利层有关。距今约二万八千年前

的峙将人文化遗物中出现了石碟，表明这时弓啻己发明了，它的

发现使持捷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旧石器时代经过二、三百万年能

缓慢发展，我们的先民大约子一万年前，开始选人了一个新的男

主时期一一新石器时代。 e

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进步和旧石器时代相比，是一今飞跃。到

目前为止，在全国共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约有六、七千处。

由于我们的先民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长期生活和从

事生产劳动，生产工具、住房、生活用品、技术等各方面都形戎

了各吉的特点。考古工f乍者一般把最如发现这些文化遗存的地名

称之为"某某文化气例如著名的有z 河姆段文化告、{rp韶文化②、

屈家'*文化③、大汶口文化③、龙山文化⑤、齐家文化③等等。

这些繁花缸锦的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各自保持着吉

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相互交流和融合。这一时期，技术

上的新突破是出现了形剖准确合用和有锋利刃口的磨光石器，开

始烧制陶器，畜牧业和农业的产生，在其后期还开始了金属的捷

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去展，社会财富开始有剩余，贫富的差

① 1973年发现子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附近， 是造今在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新石

器时代遗址.有两个测定年代:一为距今击， 725士140年;一为距今串， 960士 100年.

② 茵首次发现于河南混池县仰韶衬顶得各，应今约6， 080至U5， 600年.现已发珑此

矜文化的大量遗址.

@ 应首次发现于湖北京山周家岭而得名.年代晚于仰嚣而卒子龙山.

@ 应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商得名.大汶口文化均分布主要是以泰山附近
为中心，包括江苏北部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

⑤ 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拨子崖而得名. 山东、 窝窝、?可北、 山西、

陕西等省都发现具有此矜文化基本特征蛇遗址，是一种年代较院的新右器时代遗

存.

@ 因首次发现于首肃临泌齐家好而得各.亦为一种年代较晚始新石器时代遗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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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号产生了，.mt始公社制度吕益走向崩溃，为阶级桂会的~j来准备

了条件.

原始桂会阶段，科学还存在子技术之中，或只能说缸但是萌

芽。如在选择石斜，打制和使用石器中，就蕴含有力学京矿物学、

地震学知识的萌芽，在采集持猎和原始农敬业中，包含着动撞物

学的韧始知识F 在火的使用、常i陶和原始后辑技术中，则有一些

化学知识的萌芽F 币农、敬业发展的需要赔{是成了物辑、天文和

数学知识的早期稳累。

科学从技术中开始分化出来，都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

这种分化出现之后，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极其在大的。在长期实

践经验的积累中出现的科学萌芽，娓道了各种生产技术的发展，

从西也促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 .总的说来，在人类历史

的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缓慢的，桓越到后来其发展速度越

快，社会的支展也随之加速。旧石器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将

近三宙万年才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南新石器时代只经过五、六千 1

年就发展到了除级社会。

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先民在和吉然界作斗争时，是结成群

体进行的。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工具蓓后，生产技术本平

十分抵下，组织能力也很藩嚣，经常几十人结成一伙，过着群体

生活，靠采集程渔猎弘撞持生活。由于生活极端艰苦，当时大多

数人都早年夭亡。有人彗就北京人洞穴内发掘厨得的替料选行过

统计z 在可统计的22人中，死于14岁以下的就有15人，占68.2%。到

茹石器时代就不一样了。生产工具较为进步，弘血绿为纽带的民族

公社制度高度发展，使人白有了比较牢嚣的结合和集团之间较密

切的联系，这就能保证持续不断的生产活动和劳动经验的佳代继

承，为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原始社会传期，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遥远的过去。在写它的科

学技术发展史时，只能凭借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以及神

话学、语言学提供的资料。这些资料比较零散，科学娃有时也存

在一些问题，只能作祠援的旁证之用。更主要的是我白对原始社

... . 



会主与科学技术史研究得模不够。国比，这→章班述内容只能提是

在这方ì.íii律的一个裙步尝试币已.

二 劳动工具的制造和火的使黑

右器的制造

人和动物都面对着与自然界造行斗争kJ.求得生存的 i可题。动

物只能靠自己抗体和器官的缓慢改变来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当这

种改变不能适应自然界的较大变化的时按p 动物就会大批灭绝。

人赔不然，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面工具正是人孚和牙齿等器官

的延长与增强。能造和使用工其是人所持有的活动。它意味着人

对自然的改造，意味着生产。简言之，人类的文明虫，首先就是

能造和使用工具的历史。

据撞测，人类形成的过程中，在长期使用天然木棒和石块来

获取食物和防卫时，偶尔发现用砾石捧破后产生的镜缘来砍疆和

切害tl东西较省力，从而受翌i启示，便开始打击石头乡使之磁碍，

以制造出合起的工具。就世界琵围来看，人类开始制造工具大约

是在三百万年前。最早的工具大概没有什么标准的形式，一物可

以有多种用途。坦桑尼亚奥社韦按答发现的最早石剖工具，大约

距今二百万年左右，其典型的石器是用砾石打制的砍碰器。我~I

元谋人也己使用打能扭酷的右器，与其化石同边层出土的七件石

器均为刮酣菇。

据对出土石器的考察，制作石器的工艺过程，在 Ir:I石器时代，

最原始的办法，是把一块石头加以敲击或碰击使之王军成刃日，即

成石器。打制切割黑的带有薄刃的石器，则有一定的方法和步骤z

先从石块〈石核〉上打下所需要的石片，再把扛下的石片加以修整

茄成石器。福期，石器是用石器敲击锋整的，边缘不太平齐。到了

中题，使用木棒或劳棒棒整，边操比按平整了。及至后期， ~彦整

技术造一步提高，台d造了压割去是，压制的工具主要是骨、焦或硬

木。用压制主主{牵整出来的石器已经比较精细。我国旧石器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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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器主要是用石片加工商戎，百且以单E加工为主。器形摸据1吾

远不同，有政磕器，可砍树木，做木棒等工具B 有刮部器如尖状

器，是加工猎物租拉提用的工具。此外，还有持猎用的石球、石

矛、石镜等。 18石器晚期山顶商人的文化遗物中，有蘑韶黯致的

骨针布磨先前鹿角，还有钻孔的石珠、砾石、牙齿、海蜡壳、鱼

骨等。磨制骨器技术的产生，为磨充石器的出现，提供了技求前

提。在骨针和琼右上钻孔，表晓人们应用了新的加工技术z 并说

萌人白不仅给自己准备了一套工具，还后工具来制造工具，如捷

用堪石锥子;同穿骨头和鹿角等。

国 1-2 北京人使用白石器-一尖状器

在人类早期的生产工具中，弓箭揭去明具有重大意义。我理

由西费远县蜂路二万八千多年前的 18石器晚期遗址中就已发现有石

键。键的一端具有锋利的失头，与尖端相对的底端两制经过如工，

稳窄→些，形成镰座，以便与箭抨捆在一起。只有当人们具有制造

工具的丰富经验和较高技能时才可能去朋弓箭。它不是一般的工

具，己具有马克思厨分析的机器的三个要素① z 动力，人做的功

〈拉弦〉转化为势稳〈拉开了的弦)，起了动力和发动机的作用事

传动，拉开的弦收西，势能转化为动器，将筒弹出去，射到一寇

<D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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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起了传动的作用z 工具，箭镰起了工具的作用，射到动物

身上，等于人用石器工具打击动物。位用弓箭，人就可以从较远

距离，安全有效地打击野兽。因而大大促进了持猎的发达，从币

扩大了人们的衣食之源。弓箭在火器发明以前，它→直是人们使

用的重要武器之一。正如患格斯厨说曲"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

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

器JF①进入新石器时代，箭攘的制作更精组进步了，石镰、骨模都

是磨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尾部带链〈凸出可安杆的部分)，

有的具有双翼和倒钩。至今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弓的实物遗

存， {旦遗留下的许多茹苦在可以说明这时的弓箭己有较远的射程和

较大的杀白力了。

新石器时代，因为在业和其它生产发展的需要，石器制造按

术有很大的ill步。首先，对石料的选择、切~J、磨割、钻孔、雕

邦等工序已有一寇的要求。石料选立后，先打制成石器的雏?言，

然是把刃部或整个表面放在碗石上加水街沙子磨元。这就成了磨

制石器。磨能石器与打锚的相比，磨锚石器具备了上下左右部分

的比锦更加准确合理的形髓，佳用途趋向专一，增强了石器刃部

的锋度F 减少了使用时的阻力，使工具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穿孔

技术的发明是石器制作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成就，它基本上可分

为结穿、管穿和琢穿三种。钻穿是用一端削尖的坚硬木棒，或在

木棒→器装上石制的钻头，在要穿孔的地方先加些潮湿的沙子，

再用手掌或弓子的弦来转动木棒造行钻孔。管穿是用削尖了边缘

的细节管来$孔，具体方法与结穿相同。琢孔，即用敲琢器在大

件石器上直接琢成大孔。穿孔的吕的在于制成复合工具，使石器

的工具能够比较牢固地摇缚在木柄上，侄子使勇和携带，以提高

劳动效率。这时，石器的种类比旧石器时代大大增多，而且类型

分明，扉途专一。早黯遗址中大量出现的农业4 手工业和渔猎工

具有斧、研、铲、苗、镜、矛头、磨盘、磨棒、网坠、纺轮等。

① 4家庭、忽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 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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