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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哥李约瑟博士《中医科学技术史》筒本

的第三卷，我们掉就中 E人对磁罗盘的发费展开探讨。

该发明是中国人对物理科学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

我们从其占到学起摞开始，接着探讨它与一种原始棋的

关系，然后再关注它在航海方E的应黑。这样便把我们

带入了一个极富魅力的话题之中，它涉及中嚣的航船及

远洋主运行。中 E人的远洋兢行在时词上比中东或西方

海员的类但壮举要旱。本卷书包括了李约瑟《中医科学

技术史》原书第一部第四卷的最后一节、第三部第二卷

的后半部分。简本没有严格按票书的颇序来写。我们

觉得，偏离原书的 )1震耳，可能更适合本书读者的口味，因

为他们毡许希望将被她担关的主题融会到民一卷书中 G

此外，我从李约瑟那里得到了许多鼓励和帮助。他

的建议极具价值。有一次，他甚至非常镰慨地抽出他那

宝贵的时间，专门为本书准备参考书 E 。与前两卷一

样，本卷并非一个新的提本。但是，考虑到汉语拼音应

用芫围的 5 益增加，以及李约瑟愿书和这个简本曾两卷

一直使后威妥码注音系统的现实，我们在书中威妥码注

56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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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号后面的方括号里插入了柜应的江语拼音。出于显而易见的勇齿，我

的并非每次都给出汉语拼音符号，如果一段话里有一个用威妥码注音得号

表示的中国谓的话，我钉就在这一段中给出一次它的拼音形式 o 只是在商

种注音符号梧同的靖况下，我们才不给出汉语拼音注音形式，百那种情况

是馄罕见的。

退役的皇家海军指挥官亨利·哈特菲尔德审问了本卷书的航海部分，

戴维·戴维斯教授和苏珊娜·佩呈帮助编制了索引，到替大学出版社的西

蒙·米顿以其酣心和细致出色地震行了责任编辑的职责。对此，作者谨表

衷心感谢。

i 虫驾B

柯林·罗南

剑桥

198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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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约瑟博士的三著《中华科学文晓史》简编本的

第四卷中，我的探索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在机械工程

技术方面取得的令人惊讶的进步。该简编本涵盖了李

纯瑟博士原著中第二部分第四卷中的大部分内容。然

而，为了使篱编本中的每一卷都有大致等量的内容，因

此，在在得李约瑟博士的同意下，水利枉械的内容就被

放到下一卷中。在下一卷中，水利有L械的内容将与关于

水路控制、建造及维护的水利工程部分一起阐述。

正如在该需编本的前凡卷中一样，我十分惑激李约

瑟博士的鼓蔚与帮助，他的建议非常宝贵。也正如前几

卷，这不是新版本。然而，我们在正文里加上了汉语拼

音，这种拼音现在使扉银广，因此放在前面;威妥玛注音

系统可在后E的方挂号内查到，它是按膜序编排以方便

读者在需要时参考李约瑟博士的原著。拼音在标题和

留例表中单桔给出。

我深深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Simon Mitton 博士

和 Fiona Thomson 小姐一如既往的帮助，也感器 Helen

Spil1εtt 小姐对拼音音译的管组核对，及 Sheila

79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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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ney 小姐作为抄写员所做的令人钦镜的工作，我还要感谢 Líz

Granger 小姐极佳的索引。

这套简编本是在台湾蒋经国 E 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镰慨资助下才得

以完成的，这也是我最感激的。

I 798 

Hastings , East Sussex 

材林·罗南

1992 年 9 月



第一章 工程师:他们的地位，

工具和材料

中国的就械工程技术在西方的工程技术仍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时就己 1 

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发展黯段。尽管这种技术徨先进，它还是被称为"古

老技术"(eotechnic)阶嚣，这种技术主要是依靠容易获得的、自然存在的材料。

在中国，这个阶鼓表现为木、竹、石头和水的时代，但金属并不是说还未为人

所知，它们实际上也是一样地非常重要。青锢在属朝(约公元前 1000 年至公

元前 300 年〉时就用于帘j作武器;汉代(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时青铜也

以精良的影式应用于齿轮和弩祝中，当时生铁犁拌也广泛使店，甚至钢造工

具也苦次出现，中国人把金震屑于他的认为是告当前地方。中国人在某些方

面远远走在欧洲人的前00: 如铸铁工艺的掌握，关于镑的知识和它的第二次

应用。但是大部分吉代大型工程仍然主要是由木石梅成的，直到文艺复兴的

技术传遍亚洲大陆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文艺复兴把技术的变化带到了亚酬，不过从业者们根本就没有去注意这

些技术的起草草。中世纪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技术是有历史的，直到 16 世纪

和 17 世纪中的书面争论，人们才逐渐了解到古罗马人并不在纸上写字，也根

本不知道有印刷的书籍，也没有使黑颈圈挠具、眼镜、爆蚌武器或磁罗盘。白

这个认识所引起的不安，是古代探租现代派之间的争论的一部分直接原因，

商这个争论是人文主义博学家和实验哲学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个

重要方嚣。现代派的积极支持者杰罗姆·卡丹(Jerorne Cardan)于 1550 年提

出，磁罗盘、自1嗣术和火药三大发明是所有古代无法与之相匹敌的发明。差

7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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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是→个世纪活的 1620 年，弗朗医斯·培模(Francis Bacon)在《茹工具》

(Novum命ganum)中最雄辩地说道 z

我们应该注意各种发明的戒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即

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胡古人都不知道:它们的发明虽然是在近

期，但其起涯却不为人所知，翠没无闻。这三种东西曾经改变了世界事

物的哥拉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

由此又产生了无数变化 c 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嚣，没

2 有一个教澡，没有一个替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核发明在人类曲

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培摄错误地认为这塾发明是默默无闻的，但那时候很少有作家，以后也

银少有历史学家能认识清楚这三大发明并非起摞于欧测，或了解这个事实的

全部含义。就机械工程技术部分而言，所有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部分将在以下

的内容中得以体现。

第一节 工程师的名称和概念

在此谈嵌在西方语言中和在汉语中用于"工程师"的名词起源也许是适

当的。按照我们的看法，"Engine(工程赔)"这一词已经具有十分生动和明确

的意义，以致初看起来难以想黠它是提于在一些人身上的聪晓或创造性的品

贯一-叮agenium"，即内在的或内部产生的才华。由于这个南根的派生已经

通常被罗马人用来表达才智、工艺和技能的品质，所以从 12 世纪起能毫无意

井地看到，在更限定的革围上， "Ingeniarîus"一词在欧概越来越颜繁地见到，

它直到 18 世纪才摆脱了最初的军事含义。事情在中国的发展与这种情况不

很梧假。

在最早的时代"工"字指手艺性员的工作，是工艺性而不是农艺筐。这

个意义在现代名词"工程"中保留下来，其中的"程"宇原来的意义是量度、尺

寸、数量、规程、检验、计算等等。其他的!自词如"机"(原意是织机，卓越的机

器)和"电气原意是闪电)最终分别被用作机械和电气设备的名称。但是，直

到中世纪，这些字也还没有结合起来以表示人的身份。"匠"是代表工匠的真

正古老的名诲，也许是表示木匠用的矩尺，它的甲骨文实际上表示一个人拿

3 着木匠用的矩尺。"工"字也起源于这工具的图画。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古

i 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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