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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根据《天工开物》的权威古本编译，文字流畅生动，便于
现代读者阅读。
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而其中157幅珍宝级的古版插图，画面生动，立体感强，本身就是罕见的古
代艺术珍品，经《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编绘者精心着色渲染之后，更显示出清雅别致
，宜于鉴赏的格调。
开卷翻阅《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可以尽览传统民生之种种。
今昔对比之后，更可体味时光流转之间，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及社会变迁。
“天工”，是指相对于人工的自然力，而“开物”，则是指利用自然力进行创造生产。
《天工开物》一书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一部科技巨著，其他同类的书籍或者只集中于某一领域，
或者未能从利用自然万物这一角度出发，总之，没有一《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能够脉
络清晰地记录如此众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科技过程，更没有一《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
译彩图本）能够从人类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一高度来总结、介绍历代的生产经验与技术。
《天工开物》刊印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18卷。
上卷记载了常见谷物的栽培和加工方法，养蚕、纺织和染色的技术，以及制盐、造糖的工艺。
中卷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舟车的制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
及榨油、造纸方法等。
下卷则主要集中于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宝石的采集加工等。
按照全书的结构来看，食物、着衣两个方面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与金属开采、冶炼、锤锻有
关的内容。
书中所提到的各种技术都是以国内当时最先进的地区为准，如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云南的矿
产等等。
《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背负着家人希望其早日应试中举、重振家族
声威的冀望，他曾与兄长先后五次进京赴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
在四十五岁时，宋应星再一次落榜，终于放弃了走入仕途的打算。
在几次应试的远游中，宋应星眼界大开，从沿途的农村和乡县的小作坊里学到了不少农业和手工业的
技术知识及操作过程，并一一加以记录。
1634年，宋应星被任命为家乡江西分宜县的一名教谕（即督学）。
他利用任职期间的大量闲散时间，专心致志地整理与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一些科学技术资料，最终汇
集成《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巨著。
据说，最早《天工开物》共有20卷，但由于宋应星在晚年经历社会的动荡，经济能力又有限，只能草
草出版18卷，也未能仔细加以考证和修饰。
然而，《天工开物》在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中仍称得上是首屈一指。
这部著作以大量扎实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为基础，忠实地记载和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
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历史上其他典籍在造纸、金属冶炼等方面有语焉不详之处，《天工开物》填补了这一空白。
书中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强调了各行业中影响国计民生的因素，其中又尤其重视农业生产，
他引用“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名言，作为《天工开物》各卷排列次序的首要原则，把与民众生活关系
最密切的“食”排在卷首，其次是穿衣、日用等方面，价值连城、却与百姓日常无关的“珠玉”则被
排在卷末。
 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协调上，宋应星既肯定大自然的物质性，又强调人的作用。
在首卷中，他曾充满热情地赞叹道“神农氏”一名的由来，可能是古人将创始农业的先民，加上一个
“神”字，这是多么合情合理呀！
而在“乃服”一卷中，他又称赞织工的“心计”能巧夺天工。
在讲述造纸技术的“杀青”一卷中，他则讽刺了人们烧纸钱、求冥福的风俗，说给死人烧纸钱，难道
是以为阴间也贿赂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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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天工开物》传入日本，被大量刊印，成为日本人普遍阅读的书籍之一。
日本学者更是纷纷引用《天工开物》中的技术资料，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农业的发展。
日本研究科技史的专家薮内清教授曾指出：“整个德川时代读过这部书的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关于技
术方面，它成为一般学者们的优秀参考书。
”进入19世纪之后，《天工开物》又流入欧洲，引起了当时法兰西学院著名的汉学家儒莲的注意。
儒莲对这本中国著作十分重视，陆续将其翻译成法文报刊转载在国内重要的科学杂志物上刊登，之后
它们又陆续被英国、德国的报刊物转载。
英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读过儒莲的译作之后，也称赞《天工开物》是一本科技“权威著作”，
并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收入其著作，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英国学者李约瑟则将宋应星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相比，称
其为“中国的狄德罗”。
但是，这样一部令举世赞叹的科学巨著，在由明至清的三百多年间，在中国国内却几乎湮灭无闻。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天工开物》中曾提到“北虏”、“东北夷”等字眼，触犯了清朝皇族的禁忌，
因而未能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当时流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
的影响，人们觉得手工艺与生产技术并不重要，不值得重视。
直到民国初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云南考察时，发现了一本载有《天工开物》片断的古籍，感到很有
价值，才托朋友到日本抄录购买。
同时，另一位叫陶湘的学者，也以日本的“尊经阁”版《天工开物》为底本，并参照其他文献，重新
将《天工开物》这一巨著在国内出版发行。
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又发现了由宋应星之友涂绍资助的明刊初刻本。
自此，《天工开物》才得以重与国内的读者见面。
明快生动的语言，以及多幅优雅古朴、详实再现各行业生产过程的着色古代版画，完全称得上是对中
国古代科技生活的全景展示。
尽管在今天看来，《天工开物》中记载的科技知识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但它仍不失为传统文化中的一
部耀眼之作，足以使今天的人们轻松地走入那些逝去的传统生活，值得重温与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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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应星（1587-1661），汉族，字长庚，奉新县宋埠镇牌楼村人。
明朝科学家。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１６１５年）他28岁，他考中举人。
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
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
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
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
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1638～1654）年间写成了《天工开物》。
他在《序》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
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
”（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与同人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
“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崇祯七年（公元１６３４年）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的教官）。
在这个时期，他把他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
祯十年（公元１６３７年）刊行。
稍后，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大约在清顺治年间
（公元１６６１年前后）去世。
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
他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同情，对官府压榨人民深为不满。
　　宋应星除著《天工开物》外，还有《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等著作
，多已失传。
近年来，在江西省发现了宋应星四篇佚著的明刻本：《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
《野议》是一部议论时局的政论著作，对明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腐败现象进行
了揭露和批判，并且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
《思怜诗》包括“思美”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反映了作者愤世忧民的感情。
《论气》和《谈天》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从这两篇的标题来看，很可能是《卮言十种》中的
部分篇章。
　　《天工开物》的书名取自《易·系辞》中“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天工开物这4 个字, 
是用”巧夺天工”和”开物成务”两句古成语合并而成的．前一成语的意思是说, 人们用自己的聪明
才智和精湛的技艺, 可以生产出胜过天然形成的精美物品；后一成语的意思是说, 如果掌握了事物的规
律, 就能办成事情．那么, 这两句话合并后, 总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它就是: 只要丰富提高自己的知识技
能, 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辛勤劳动, 就能生产制造出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 其精美的程度胜过天然． 作
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卷）。
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
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
埏》（陶瓷）、《冶铸》、《舟车》、《锤锻》、《播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
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共18卷。
包括当时许多，工艺部门世代相传的各种技术，并附有大量插图，注明工艺关键，具体描述生产中各
种实际数据（如重量准确到钱，长度准确到寸）。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
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
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
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
，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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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我国古代物理知识大部分分散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的书籍中，《天工开物》中也是如此。
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
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
此外，在《论气》中，宋应星深刻阐述了发声原因及波，他还指出太阳也在不断变化，"以今日之日为
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谈天》）。
　　他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
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
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
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
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
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特别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在生物学方面，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
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
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
，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新发现的佚著《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
宋应星通过对各种音响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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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图文并茂，详细展示130种决定古代民生的传统技艺157幅
珍宝级古版画，全新着色，生动呈现宏大场景和逼真细节特别添加200种珍贵文物，80幅彩色手绘植物
图谱，展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伟大智慧《天工开物》成书于400年前，是系统介绍古代中国农业、工业
、手工业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此书一改古人旁征博引，视生产研究为风雅余事的习惯，首次以系统的、统计的方式记录了迄今明代
为止的古中国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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