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括轶事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当读到这句诗时，沈

括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

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

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

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朱彧在《萍洲可谈》的记载，沈括前后有二任妻子，第二任是淮南转张刍之女，张氏骄

蛮凶悍，平时常虐待沈括，将胡须连皮带肉扯将下来，儿女们抱头痛哭，跪求张氏息怒；又

驱逐元配之子，年年状告其父子。但是张氏去世后，沈括竟郁郁寡欢，过扬子江时，一度跳

水寻短，并于隔年去世。 

人物后记 

  在北宋那个崇文读经、吟诗填词的主流时代，理科被视为末学，甚至被讥为奇技淫巧的

旁门左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括（1031—1095）却才学绝世，兼擅文理，是个文化、科技

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

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但是，沈括死后既没人给他建碑，也没人为他写墓志铭，就连他的生平传记也仅仅附在

《宋史·沈遘传》之中。在科技领域独步千古，作出重大贡献的沈括，为什么史家没有单独

为他列传？为什么会才高名微，生前身后痛遭非议，寂寞身后呢？ 

  宋代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

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

是现代人熟知的沈括。然而，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

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

—苏轼。 

  沈括在官场的蹭蹬和学术上的成就， 几乎都可以从他的性格中找到解释。他这人好学，

喜欢研究各种新奇东西，干活儿好动脑子，所以，在做主管治河、天文工作的技术官员时，

成就突出，在做依靠地理学知识的外交谈判使节时，也能不辱使命。但他缺少杀伐决断的实

际军政才能，所以在做边境军政“一把手”时难免失败。在政治活动中，他的人格缺陷很明

显，他与王安石本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写的，在王安石当政时，沈括曾是

他变法的支持者。但在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后，沈括又曾上书反对过王安石的一些法令，导致

王安石复出后，骂沈括是“小人”。这样，沈括成了在新旧两派都讨不到好处的人物。他和

苏轼的关系也不好，很可能是出自某种“文人相轻”的心态，也许他认为苏轼所擅长的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