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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应当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

士的慷慨患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

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如果中国中古世纪

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

会，我钉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

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型总是处于比敌谢领先的

地位。

一一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李约瑟

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

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结他也不会否认这小

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雷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员族努

力的成果。

全t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 何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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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版前言
江晓军、

关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中昌大众心目中，李约瑟已成"中国科学史"的司

义舌。他的巨著《中型科学技术史))，原名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直译应该是《中 E 前科学与文

明))，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请冀朝

黯题署的中文书名却作《中击科学技术史))，结果菌内就

适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

由容，Ill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

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 E古代整个文明

的观照。然西这今不萌切的中译名沿用己经很久，也就

只好约定俗成了。

关于这个书名，还有别的故事，说法各不相窍。有

趣的是这样取名背后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欢迎这个大大

锚离了原意的书名，最初摄可能是一种潜意识在起作

用一一希望将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含义"过滤"掉。

李约瑟最初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归我钉如今也只

好约定俗成，继续沿用此名)时，他曾认为只需要写一卷

∞1 I 



中华科学文明史

即可，但真的动手才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此后计剥不新扩大，变成总共

七卷，前三卷皆只一茄，从第四卷起出现分菇。剑替大学出版社自 1954 年

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此后各卷中的若干分册。由于写

作计却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

书出齐的盛况。

李约瑟未完成的巨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号称"科学史之父"的乔治·

萨顿 (George A. L. Sarton) 。大约 20 世纪 20 年代，萨顿大发宏愿，要撰

写《科学史导论)>，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论述，第一卷出瓶子 1927 年。这

部书他写了三卷(第三卷 1947 出版) ，论述到 14 世纪。随后萨顿的宏愿又

进一步扩大一→他决定写 "1900 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全书计划中共有

九卷，可悟到他 1956 年去世时，仅完戒头两卷<(希蜡黄金时代的古代科

学兴1952 年击报)、《希膳住时期的科学和文化 >)0959 年出援)。他去世

后，地书的写作计母就无疾而终。

要说这两部巨著的工作条件，李约瑟的似乎好一点。特黯是他先后

得封大批来自各国的学者的协主自-→一一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鲁桂珍。由

于鲁挂珍和李约瑟的特殊关系，来由鲁桂挚的帮助就不仅仅是事功上

的，亮且还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这一条件恐怕是萨顿所不具备的。

李约瑟 E然学识满博 ， m 力又勤，侄如此广泛的主题，终究不是他一人之

力所能包办。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挝学者的

排主要。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二人，此外据已公布的名

单，至少还有罗宾逊、何丙郁、库文、钱存守I1 、叶由、石施道、麦克尤患、库

恩、Peter 1. Golas、台覆兰、黄兴宗、丹足尔斯、孟席斯、哈布斯迈耶、民堪

内斯、罗祥罩、汉那一科哥大、蒋灵娜、 Y. 罗宾、K.提大、钱崇号I1 、李荣生、

朱济仁飞佛兰林、享ß.籁士、梅大黎、政翰恩、黄篱裕、鲍造克、祁未留斯基、

勃鲁、卡王民、麦岱慕等人。

对于《中医科学技术史)>，曾经长黠捏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再帮，

发表过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看法"长期以来，李老蕃是靠他的合作者和普普

翔《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扭资料译成英文，或替

他起稿，或代他处理黠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前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

I {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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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劳动。……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清大家认清楚李老的

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自

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①

说李约瑟的《中 E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并不是仅从有许多华裔

科学家协助他这一方军上来立论，还有另一方面。何丙有3说"我还要提及

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黯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

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望

扇友。换句话来说，我如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珉，没有中华民族

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

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 E科学技术史》可I;Á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

成果。"②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在国内受到特殊的重视。

在"文革"后巅，曾由科学出版社出援了}f.著的少数几卷，并另行分为七菇，

不与原著对应。不过在当时这已算罕见的"殊荣押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末，重新翻译此书的工作隆重展开，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嚣科学扶术史》

番苦译出 f极委员会"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

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报社联合

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前平装小本可比了。

关于"李约瑟难题"

这些年来，国内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缉，看得我们

实在已经严重审美疫劳了。

2009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拣方正的《继承与叛逆一一现代科学为何击

现于西方))，它以副栋题"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作为纲领，对西方科

学史做了通史性庚的论述。这样的尝试在中文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陈方正这部书，与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美国教援席文 (Nathan

Siviω 的一个想法十分相合，席文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

①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载《中华读书报>>2000 年 8 月 9 fL 
② 同上。

∞31 



中华科学文暗史

中 00.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传出现在西方"。席文还认为 f李约瑟难题"

是没有意义的二→因为在他看来讨论一件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

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难题"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

么?东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摄纸的第三报出现"。

靠文的这个比喻，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平常人，名字没有出现在报

纸第三族上，当然银正常;但如果是一个名人，或一个此封正处在某种风口

;丧失上的问题人物，比如某个正词纬阁的女明星，地如该报纸的第三版 J险

好是娱乐款，那她的名字没出现在上茧，人的是可以问问为什么的 o 我的

意思是说，湾文的这个比喻，没有事Jt住问楚的要点。

那么问题的要点在哪里呢?其实每个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梧关语境

不大陌生的人都知道，就在"李约瑟难题"的前一句。

"李约瑟难题"的表述有许多殷本，意思都大同小异〈当然没有必要在

这里做版本考据)，基本意思就是"中菌古代科学技术曹长期比西方遥遥

领先，为何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出现?"这里前一句是苦提，是被当作已

经获得认定的一种历史事实"李约瑟难题"要在这前一句的基础上，来问

后一句所表达的问题。

于是，问题的要点立刻就浮现了←一那些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

论著，凡乎从来不尝试给出任何有效的证握，来证明那个前提，郎中 E古代

科技究竟是如何"遥遥领先"于吉方的。他白的逻辑显然是"李约瑟已经这

么说了，那就肯定是真的"。哥他们显然喜欢这样的前提，于是反反复复去

"解答"。许多这样的"解答"其实是某种变相的意淫→→医为每次"解答"

都是对"中国古代遥遥领先"这个前提的一次认定，百每次对这个前提的认

定都能带来一次心理上的自憨。

至少二十年前，我就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传坷题。在 2001 年 5

月 24 EI 接受《葡方周末》专访时，又做过比较全面的论述。

如果我们站在客现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廓，就不难发现

"李约瑟难题"确实是一个钟问题一一一当然仿问题也可以有店发意义。因

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呈领先于世界的图景，梧当大程度上

是中国人吉己虚构出来的。古代中 E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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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九今主要文明在这方E走的发展路径都

是互不相同的。商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

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窍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

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 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民一今方窍

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比如在唐辑时，中嚣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历史长河

中，国力最强盛的自家并不一定就是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国力强盛有共同

的、相对简单的费量标准，科学文化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挥要复杂得多。

西且，科学史意义上的科学先进同我幻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发达，考量

棕准也不一样。

肆方正《继承与叛逆》书前，有余英时写的长序，阐发喜事著的价值和意

义，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余英时的岸中，也将"李纬瑟难题"称为传

问题，余英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

先某一象棋手"。这和我上面的比喻偌是堪称异曲同工。

本书的意义与价值

今天的人信，物Jfft生活越来越富格，窗外有百丈红尘，其诱惑越来越羁

烈，许多人被名缰利锁越缠越紧，每目的步覆越来越匆忙，在物欲深壤中越

陷越深，离精神家国越来越远 c 我的可以看到，撞着时间的流逝，宏大主题

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 7 。作者懒得写，读者也辙得读了。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棋浩繁，从 1954 年起出版，已出数十 E

册，至今仍远未出齐，哥李氏已归道出。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考患

到公众很难去揭渎上述巨著，所以请科林·罗甫 (Colin A. Ronan)将李氏

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共得五卷。现在罗民也早已谢世多年了。

这部五卷本《中华科学文明史))，原名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就是李氏上面那部 E著的篱编本之意。我如当然不

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晓史》这

个书名，既符合作者肆意，颇便生是一次正名一一尽管是已经迟冀的正名。

由于是需编本，这部书的读者对象，由然要比李民计划中有七十余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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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皇室著广泛得多。书中略去了大量繁琐的考证，阅读起来生比较

流畅 c

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望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轧物，是他的著作

中宽广的祖野。这部简编本虽然经过了科林·罗甫的改编，但这一特点仍

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

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盟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

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对此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c

健如，在泼到中国古代水运仪象之类天文观测一演示仪器时，就介绍

了起漂于拜占庭的"商拉伯自鸣水钟"而0t前国内的读物大谈中嚣的水运

仪象台时，从来不提西方历史上的民类仪器，好像它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一样。又如，即使是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伪科学时，李约瑟也不忘记进行

中西方比较，在谈到中国十四世纪时的一幅算命屑的星命图时，李纬瑟立

即将它与公元初几个世纪西方"系统化的古希藉占星求中的十二宫或十二

所"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二~lE为我们以前有太

多的读物窍我信描绘过一幅又一憧夜郎自大的虚幻图景，好像古代只有中

国的科学技术桂步全球，别人都在蛮荒世界。虽然李氏有时不免有点接高

中国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地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体论述时到

都是实事求是的。

这部简编本的论述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一百实事求是的论述是不

会误导读者的。如今媒体或书刊上，特别能选导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谎

言"。这是一种高畴的说谎技巧，其中每一个或分都是真实的，但是合起来

就构成谎言。比如，由儿童泼科学史，说我 1fJ今天讲两个科学家的故事，一

小是爱因斯坦，一个是黄道婆;市使所讲的事都是真实的，但小孩子听过后

就获得这样的~象:中国古代有一个像爱lE斯坦那么伟大的科学家黄道

婆，商这个印象却是一个进言。因为黄道婆即使历史上真有其人，也无法

和爱国斯坦梧提并论。

李约瑟的工作和李纬瑟的精神，都有永远的情值。事实上，他已经或

为一个象征。但这不是"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商是中西方文化沟通、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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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象征。

关于本书中译本

本书中译本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参与本书泽、技者，主要是上海交通

大学科学史系的教用及研究生，也有若干其他单位的人士 o 各卷具体分工

名单如下(来注明单位者皆为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押生) : 

第一卷 1~6 章: 段爱爱泽，王 援、江晓原校

7~8 章: 李 商泽〈华东部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9~11 章: 邢兆良泽

12~16 章:李商泽

第二卷 1~3 章: 去丑卫星译

4~5 章 z 郑 燕译(新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对外合作编

辑室)

6 章:

第三卷 i 章:

2~7 章:

第一~三卷索引:

商伟明译(坑州市农业银有国际业务部) ，关增

建校

f才桂梅译(上海交遥大学学报编辑部) ，关增建校

辛元欧译

王菌忠译(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李约瑟文献

中心) ，孙毅霖、钮卫星、关增建、江晓原校

江晓原、关增建、纪志醋、辛元欧四人共同审离了前三卷的校样。

第四卷 全部: 梁耀添译，陆敬严校(民主耳大学轧械系〉

第五卷全部: 王援译

策划、组织、统穰:江晓原

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窍读者说明 z

- 英文原版中的错误问题。科林·罗商需编本中有一些错误，这些

错误可分为两类:

甲、硬伤，比如将年代、地名之类写错，我们对这类错误的处理办法是

正文依据原文，然后在错误之处加上"应作某某 译者注"字样，故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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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内。

乙、并非篱单的硬伤，但是羁于明显不妥的论菇，我的对这类错误的

处理办法是正文依据原文，然后在页末注中加以说明 e

• 对其他中译本的参考。我们在翻译中主要参考了如下窝手中译

本-一'这呈谨向诸译者及出版社深表谢意 z

甲、《中 E科学技术史》鲁泽小组((中 E 科学技术史>>.科学出最社，

1975 年。此中译本包括"总论"两册、"数学"一菇、"天学"两册、"地学"商

册，系另分卷婿，不与李约瑟英文原族对应。

乙、由科学出最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译本，完全按黑李

约瑟英文露握的卷册，到 2002 年本书初版时为止仅出版了如下西册〈此后

当然又已击摄了若干册，但已不及为本书费译时所参考) : 

袁翰青等译:第一卷"导论".1990 年 5

?可兆武等译: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1990 年;

刘程建主译: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 1990 年;

量在国宝等译 z 第西卷第二分册"书L械工程"， 1999 年。

• 在本书中译本索引中，我卡制捺了少数专为西方读者而设、对中

国读者来混纯属起码常识的义项。

此次新鼠，重新统一读整了全书罢录，并对初版文本中的错误作了

停订。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所有参加本书工作的人。特别感谢、怀念本书

初版的责任编辑已故的胡小静先生，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其他有关编

辑，他们已经并还将继续为本书付出极为难巨的劳动。

江晓荐、

2010 年 11 月 16 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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