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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文明大厦的主要基干，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古
今中外莫不如此。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便是缀满枝头的奇花异果，为
中国古代文明增添斑斓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又为世界科学技术园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这是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中外许多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为我们描绘的
一幅真切可信的景象。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蕴藏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之中，凝聚于物化了的、丰富多姿的文物之中，融化在至今
仍具有生命力的诸多科学技术活动之中，需要下一番发掘、整理、研究的功夫，才能揭示它的博大精
深的真实面貌。
为此，中国学者已经发表了数百种专著和万篇以上的论文，从不同学科领域和审视角度，对中国科学
技术史作了大量的、精到的阐述。
国外学者亦有佳作问世，其中英国李约瑟（J.Needham）博士穷毕生精力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拟出，7卷34册），日本薮内清教授主编的一套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均为宏篇巨著。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成为世界瞩目的研究领域。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包涵一系列层面：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弱点；科学家、发明家的聪明才
智、优秀品德及其局限性；科学技术的内部结构与体系特征；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科学技术政策
、教育与管理的优劣成败；中外科学技术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中外科学技术的比较；科学技术发生
、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科学技术
发展的规律性以及经验与教训，等等。
总之，要回答下列一些问题：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科学技术？
其价值、作用与影响如何？
又走过怎样的发展道路？
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还要论述中国科学技术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展示一幅真实可靠、有血有肉、发人深思的历史画卷
。
据我所知，编著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型著作，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就是中国科学
技术史工作者的愿望与努力目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以致在这一方面显然落后于国外同行
。
不过，中国学者对祖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仅具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而且是作为一项事业与无可推
卸的社会责任，代代相承地进行着不懈的工作。
他们从业余到专业，从少数人发展到数百人，从分散研究到有组织的活动，从个别学科到科学技术的
各领域，逐次发展，日臻成熟，在资料积累、研究准备、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奠定了深厚而
又广大的基础。
本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审时度势，正式提出了由中国学者编著《中国科学技
术史》的宏大计划，随即得到众多中国著名科学家的热情支持和大力推动，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高
度重视。
经过充分的论证和筹划，1991年这项计划被正式列为中国科学院“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遂使中国
学者的宿愿变为现实，指日可待。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能为此尽绵薄之力，感到十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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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展现了中国古代科学在物理学方面的概貌。
中国古代物理学可与西方同一时期相比的有力学与光学两个分支；在电磁学和热学方面，中国取得了
远胜于西方的成就；在声学，特别是在乐律方面更是成绩卓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包括历史的概述、力学、光学、声学、电和磁、热学以及近代
物理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等几部分。
书后附有较完善的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有关物理学的参考书目，文前有珍贵的彩图插页。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可供科学史工作者、理科大学牛以及广大知识界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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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一 “物理”的古代词义二 物理学的典籍三 传统物理学的特点第一章 历史的概述第一节 物理
学知识的萌芽第二节 传统物理学的发展第三节 传统物理学的高度发展第四节 物理学从传统走向近代
一 明末清初的传统物理学知识二 鸦片战争前中西科学交流以及物理学知识的融合三 鸦片战争之后近
代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引进第二章 力学第一节 简单机械及其原理一 杠杆和天平二 《墨经》论杠杆
三 滑轮和辘轳四 《墨经》论滑轮五 尖劈与斜面六 《墨经》论斜面第二节 重心和平衡一 《墨经》论力
的平衡二 对重心的认识及运用三 周庙欹器及其在历代的发展四 重心与平衡在建筑中的运用五 不倒翁
六 磬的重心第三节 力和运动一 《墨经》定义力二 对几种力的认识三 王充论力和一个力学系统的内力
四 时空的物理性质五 机械运动六 相对运动七 回转运动：陀螺与平衡环八 力学的相对性原理九 动量矩
守恒原理的应用十 动力学的思想萌芽十一 功与能的古代观念十二 箭矢飞行及相关观念的东西方之差
异第四节 流体力学一 液体的浮力二 液体的比重及其测定法三 液体的表面现象四 静水和流水的力学知
识五 大气压第五节 材料力学一 对材料性质的认识二 材料强度的经验检验法及其联接问题三 弹性变形
和弹性定律四 梁木断面的高宽比第六节 固体一 固体的比重二 晶体三 垛积术与密堆积概念第七节 基本
计量一 时间的计量二 长度、容量和质量单位三 单位量值的演变与标准器的制定四 寻求自然常数的努
力五 《墨经》论度量第三章 光学第一节 光源一 热光源二 冷光第二节 影论一 圭表和影二 《墨经》论
影三 方以智的“光肥影瘦”说四 影戏第三节 像论一 小孔成像二 反射镜成像三 透镜成像第四节 视觉
、颜色和色散一 视觉与透视二 颜色与色觉三 色散四 衍射五 滤光及其应用第五节 大气光象一 “小儿
辩日二 海市蜃楼三 峨眉宝光第四章 声学第一节 导言一 声音的古代定义二 声学与文化背景第二节 音
调的数学计算一 乐律的起源二 三分损益法和三分损益律三 三分损益律的发展四 纯律的应用和理论五 
朱载士育及其等程律六 音高标准器与管口校正第三节 声音的特性、传播和应用一 声音的特性二 声音
的传播三 建筑与声音四 器物破裂及其内杂质的声音鉴定法五 利用声响捕鱼六 音乐与语言机械的制造
七 喷水鱼洗第四节 乐器与声学知识一 振动与声音二 弦与管乐器三 打击乐器四 编钟和壳式乐器第五节
共振一 宋代之前共振现象的记述二 宋代及其之后演示共振的实验三 消除共振四 地听器的发明及其应
用第五章 电和磁第一节 摩擦起电一 琥珀与玳瑁二 毛皮、丝绸和其他第二节 雷电一 对雷电的一般认识
二 导体与绝缘体概念的滥觞三 尖端放电和大气电现象四 建筑避雷五 东西方对电的认识差异第三节 磁
石及其特性一 磁石的名称及其分类二 磁石特性的发现三 人造磁体四 磁石的应用和磁幻术第四节 指南
针、磁极性和磁偏角一 司南的创制二 指南鱼、指南龟和地磁倾角的运用三 指南针的制造和安装四 磁
体的极性五 地磁偏角第五节 罗盘及其在航海中的应用一 罗盘的起源与发展二 航海用指南针与罗盘第
六章 热学第一节 火、燃烧与冰一 对火的认识二 摩擦生火三 引火柴与活塞式点火器四 自燃现象五 冰
第二节 热与温度一 热胀冷缩与物态变化二 沸腾过程三 热传导与热理论四 测温、测湿与火候五 冷凝与
对冰花的观察第三节 热现象的技术应用一 热气球二 走马灯三 保温瓶第七章 近代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
传播第一节 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入及影响一 中国和欧洲的社会与科技发展的状况二 天主教
耶稣会士来华与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入三 物理学知识集中的几种书籍四 力学与简单机械知识的传入
五 热学与气象学知识的传入六 光学知识的传入七 西方物理学知识传播的影响第二节 仪器制造与中西
物理学知识的融合一 眼镜二 三棱镜和望远镜三 崇祯历局制望远镜四 薄珏、孙云球和黄履庄五 计时器
、钟表和单摆六 阿基米德螺旋七 郑复光及其《镜镜詅痴》八 邹伯奇及其《格术补》九 邹伯奇的玻璃
摄影术十 郑光祖和中西宇宙观的融合第三节 晚清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入及影响一 中国和欧洲的社会
与科学技术二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以及西方人士在华的科学与教育活动三 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四 物
理学教育五 晚清时期传入的近代物理学知识六 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审订七 物理学知识传播的影响以
及影响物理学知识传播的因素第四节 近代物理学的发端一 《谈天·序》和李善兰的划时代宣言二 廷
德耳的《声学》、传统与近代的交流三 近代物理教学的肇始四 “西学中源”说图录 表录 谱例参考文
献主题索引书名索引人名索引后记总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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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纶绪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人们无疑地积累了大量的科学知识。
它们究竟有哪些内容，是如何被认识的，被谁发现和总结的，又以何种形式总结，它们在科学形成过
程中、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思维中曾经起过何种作用⋯⋯如此等等，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科学史”。
物理学史亦然。
虽然仅在科学诞生之后，才先后产生一门门范围明确、专业精深的学科，但是，从专门性的学科眼光
看，追寻某学科在古代的历史发展，或许更能深入地发掘科学的历史功能及其价值。
物理学史是物理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实验的起源、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其中一些重大的物理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历史意义，参与该事件的重要人物，各民族之间的物理学交
流，是特别引人注意的内容。
近年，人们尤其关心物理学及其思想在不同民族的起源、物理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课题。
本书讨论的内容是物理学在中国的起源、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形，而且着重叙述古代时期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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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书课题中之一卷，是该课题初始计划中所拟定的。
1992年初，在科学史所领导和大书编纂委员会指导下，成立了物理学卷写作班子。
他们是：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先生，负主编之责并撰写力学章、声学章和绪论三部分；温州大
学副校长洪震寰教授，负责撰写历史概述和光学章；科普出版社编审徐克明先生，负责撰写电磁学章
、热学章和物质结构章；科学史所王冰研究员，负责撰写明清中西交流章。
班子组成，分工明确。
此后便是各自搜集史料，调查研究并着手撰稿了。
初，拟定物理学卷于1995年底完成并交稿。
1994年10月，该卷写作人员还在温州召开了一次编写讨论会。
岂料“天有不测之风云”，在1992年落实写作班子和分工之后，洪震寰先生和徐克明先生先后身患重
病。
1995年2月洪震寰逝世，1996年9月徐克明又猝然去世。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非人为因素影响下，本书的写作和完成计划产生了极大困难。
此时，惟有主编自己捉笔，重新构架有关章节内容。
夜以继日，终于1997年初春完成了补撰工作。
迄今，令人难忘的是，洪震寰先生和徐克明先生生前都全力支持物理学卷的撰写工作。
洪震寰在遗书中写道：“诸事已毕，可暝目矣。
所感稍憾者，未能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分配之任务。
”徐克明在卒前三日，异常兴奋地给主编通电话，说：“我已经出院了，全好了。
你不用担心大书中我承担的任务，我10月底可能交稿。
”回想这些，仍催人泪下。
由多人合作完成一个重大课题，务必保证课题组成员中每个人都有坚实的体质，以能荷负艰巨重任；
同时，成员之间的和谐，彼此理解、取长补短，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终于，本书能交出版社刊发，乃实属大幸。
本书第七章第一、三两节由王冰撰写。
其余均为戴念祖执笔。
参考文献由姜淑华整理。
感谢金秋鹏先生、陈美东先生在审稿中提出的诸多建议，李安平先生为本书拍照图片，姜淑华女士在
编阅稿中亦多有指正，特别感谢科学出版社综合出版中心诸同仁的宽容和大力协助，使本书稿在出版
过程中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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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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