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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英籍科学史家李约瑟花费近50年心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中国的科学
与文明》），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
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科学思想、数、理、化、天
、地、生、农、医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
《中国科学技术史4》是这一巨著的第四卷第二分册，主要论述中国古代在基本机械原理、各种机械
、各种车辆、原动力及其应用、时钟及航空工程史前阶段等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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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李约瑟 译者：鲍国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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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插图目录列表目录凡例缩略语表志谢作者的话第二十七章 机械工程(a)引论(1)工程师的名称和概念(2)
封建官僚社会的工匠和工程师(3)工匠界的传说(4)工具和材料(b)基本机械原理(1)杠杆、铰链和链系(2)
轮和齿轮，踏板和桨(3)滑车、传动带和链传动(4)曲柄和偏心运动(5)螺旋、蜗杆和螺旋面叶片(6)弹簧
和弹簧机构(7)渠道、管道和虹吸管(8)活门、鼓风器、泵和风扇(c)机械玩具(d)中国典籍中阐述的各种
机器(1)中国工程文献的性质(2)人力和畜力推动的古技术的机械(i)舂，磨和碾(ii)筛和榨(3)旧技术机械
；耶稣会士的新事物和并非新的事物(i)一个初步的传播对比清单(ii)紫禁城里的汽轮机(4)“卡丹”平
衡环(5)锁匠的技艺(e)陆地运输车辆(1)中国古代的双轮车(2)大型车、营地磨和手推车(3)独轮车和扬帆
车(4)记里鼓车(5)指南车(f)原动力及其应用(I)，牲畜牵引(1)高效率的挽具及其历史(i)苏美尔和商代的
颈前和肚带挽具(ii)第一次合理化；楚和汉的胸带挽具(iii)比较性的评价(iv)发明的辐射(v)第二次合理化
；蜀和魏的颈圈挽具(2)畜力和人的劳动(g)水利工程(I)，提水机械(1)桔槔(平衡重戽斗)(2)井上辘轳(3)
刮车(4)翻车和念珠式泵(5)“罐式链泵”(高转筒车)(6)筒车(周边罐轮)(h)原动力及其应用(Ⅱ)，水流与
落水(1)勺碓(2)西方和东方的水轮(3)汉代和宋代的冶炼鼓风机(4)往复运动与蒸汽机的世系(5)秦汉时期
的水碓(6)汉朝以后的水磨(7)发明及其传播问题(i)水激轮和激水轮；东西方的船磨和轮船(j)被埋没了六
个世纪的时钟机构(1)苏子容和他的天文钟(2)北宋及其以前的时钟机构(3)中国时钟机构的史前史(4)从
苏子容到利玛窦；时钟及其制造者(5)朝鲜太阳系仪、亚洲时钟和须弥山的机械化(6)时钟机构和各文
化间的关系(k)立式和卧式装置；东方和西方的旋转书架(1)原动力及其应用(Ⅲ)，风力；东方和西方的
风车(m)航空工程的史前时期(1)传说资料(2)奇巧的工匠(3)风筝及其起源(4)直升陀螺；葛洪和凯利的“
罡风”与“旋动扇(5)空气动力学的诞生(6)东方和西方的降落伞(7)东方和西方的气球(n)结论补遗参考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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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在我们查明最后一类技术人员，即小官员，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他们（即使出身低微）但
所受教育足够使他们进入官僚队伍，但是他们的特殊才能或个性妨碍了辉煌事业的一切希望。
这种人如果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世界上，可能在科学或技术上闻名。
举李诫（鼎盛于1100年）为例，他在喻皓和其他人的较早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中国建筑学千年
传统的任何时代中最伟大的权威性著作；他当时只是建筑和施工局的助理（“将作监丞”）。
最后他曾任该局的首长（“将作监”），但只任职一年左右，便由于他父亲去世而被迫退职回乡。
后来，虽然李诫作为有实践经验的建筑师和作家是有突出成就的，但是他却被任为河南虢州的地方管
（“知虢州”），1110年皇帝召他回京，但诏令到时他已去世。
在这个例子上，幸有他的同时代人（大概是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程俱替他写的详细传记。
但在其他成百的例子中，则没有这样的记载。
卢道隆于1027年精心编写的记里鼓车详细说明留传到现代，但是关于这个工程师一生的资料却一点也
没有。
关于李诫的同时代人吴德仁的详细事迹将会更有意思，因为他在1107年对更复杂的指南车的详细说明
曾经在3{近代引起了很多复原的努力。
四川人张思训于976年制成用汞代替水来运转的宏伟的擒纵轮时钟，含有大概是历史上所知道的第一个
传送动力的链传动，他只是那时候天文台的学生，没有资料可证明他曾否升到高于主管浑天仪和时钟
的助理员（“司天浑仪丞”）的位置。
有时中国工程师感觉他们在外族朝廷内服务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在那里传统的文学修养的压力
较小，而创造性则能够获得自然的虽然是质朴的赞赏和支持。
关于这个现象可以举许多例子。
解飞和魏猛变约于公元340年都替匈奴后赵统治者石虎工作。
魏猛变确实是工场（“尚方”）的主管人，和解飞一起制成指南车、有复杂机械木人的檀车、磨车、
旋转座位、喷泉，等等，石虎特别爱好所有这些东西。
另一游牧民族（鲜卑）的王朝燕的统治者慕容超，得到这个时代（约410年）最著名的军事工程师张纲
替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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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是由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
社共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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