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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详细记述了领先于当时世界的我国各种工农
业生产措施和科学创见，全面反映了明末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水平，而且也体现了作者
的农本思想。
一直为后人所喜爱，也受到国内外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先后有日、英、德、法、俄等译本。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宋应星为“中国的阿格瑞柯拉”、“技术的百科全书家”。
本书以涉园重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参校其他各本，《目录》仍沿用涉园重刻本目录，并作了一些简
注，方便阅读。
    宋应星编著的《开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书中详细论述了我
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
全书配有一百多幅插图，画面生动，立体感强，是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极其重要的图样资料。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约1582-1645)资助刊刻。
《天工开物》共3卷l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
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
《丹青》、《曲蘗》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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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明代万历十五年（公元　1587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
家庭，本人曾在江西、福建、安徽为官，明亡后，弃官回乡，大约在清顺治年间去世。
代表作《天工开物》。
该书分下、中、下三部，共18卷，是一部总结前人科技成果，反映我国明代科技各个方面的科学巨著
，被誉为"十七世纪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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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麦　　凡麦有数种。
小麦曰来，麦之长也；大麦曰牟、曰矿①；杂麦曰雀、曰荞②；皆以播种同时、花形相似、粉食同功
而得麦名也。
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③，燕④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
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⑤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磨面以为捻头、环
饵、馒首、汤料之需，而饔飧⑥不及焉。
种余麦者五十分而一，闾阎作苦⑦以充朝膳，而贵介⑧不与焉。
　　矿麦独产陕西，一名青棵，即大麦，随土而变。
而皮成青黑色者，秦人专以饲马，饥荒人乃食之。
大麦亦有粘者，河洛⑨用以酿酒。
雀麦细穗，穗中又分十数细子，间亦野生。
荞麦实非麦类，然以其为粉疗饥，传名为麦，则麦之而已。
　　凡北方小麦，历四时之气，白秋播种，明年初夏方收。
南方者种与收期，时日差短。
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⑩，亦一异也。
大麦种获期与小麦相同。
荞麦则秋半下种，不两月而即收。
其苗遇霜即杀，邀天降霜迟迟，则有收矣。
　　乃服①第二　　宋子曰：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百体②，赅③而存焉。
贵者垂衣裳④，煌煌山龙⑤，以治天下。
贱者桓褐、臬裳⑥，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
是故其质则造物⑦之所具也。
属草木者为臬、麻、苘、葛⑧，属禽兽与昆虫者为裘⑨褐、丝绵。
各载其半，而裳服充焉矣。
　　天孙机杼⑩，传巧人间。
从本质而见花，因绣濯而得锦。
乃杼柚⑾遍天下，而得见花机之巧者，能几人哉?“治乱”、“经纶”⑿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
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先列饲蚕之法，以知丝源之所自。
盖人物相丽⒀，贵贱有章⒁，天实为之矣。
　　[注释]　　①乃服：指衣服。
　　②五官：耳、目、口唇、鼻、舌的合称。
《灵枢·五阅五使》：“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
官也。
”百体：身体的各个部分。
　　③赅：完备。
　　④垂衣裳：语出《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是垂下，喻无为而治。
意思是黄帝尧舜创立文物制度，百官分职，各尽其能，终致天下太平。
这里借指衣服华贵。
　　⑤煌煌山龙：指富贵之人的衣服上绣有鲜明艳丽的山、龙图案。
　　⑥裋：古指僮竖所穿的衣服。
褐：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
枲：即麻。
臬裳：麻农。
　　夏　　服　　凡苎麻①无土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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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种植有撒子、分头②两法。
池郡③每岁以草粪压头，其根随土而高。
广南青麻④撒子种田茂甚。
色有青、黄两样。
每岁有两刈者，有三刈者，绩⑤为当暑衣裳、帷帐。
　　凡苎皮剥取后，喜日燥干，见水即烂。
破析时则以水浸之，然只耐二十刻⑥，久而不析则亦烂。
苎质本淡黄，漂工化成至白色。
先用稻灰、石灰水煮过，人长流水再漂，再晒，以成至白。
纺苎纱能者用脚车⑦，一女工并敌⑧三工，惟破析时穷日之力只得三五铢⑨重。
织苎机具与织棉者同。
凡布衣缝线，革履⑩串绳，其质必用苎纠合。
　　凡葛蔓生，质长于苎数尺。
破析至细者，成布贵重。
又有苘麻一种，成布甚粗，最粗者以充丧服。
即苎布有极粗者，漆家以盛布灰，大内⑾以充火炬。
又有蕉纱，乃闽中取芭蕉皮析缉⑿为之，轻细之甚，值贱而质枵⒀，不可为衣也。
　　[注释]　　①苎麻：属荨麻科，茎部韧皮纤维坚韧有光泽，可织麻布。
　　②分头：分株。
　　③池郡：今安徽池州一带。
　　④青麻：即青叶苎麻，苎麻的一种。
　　⑤绩：纺织。
　　⑥刻：古代用漏壶计时，一昼夜共一百刻，即一刻相当今十四分二十四秒。
　　⑦脚车：脚踏纺车。
　　⑧敌：同等；相当；匹敌。
　　⑨铢：古代重量单位，各代的标准不一，如汉代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唐代以后，
十钱为一两，一钱等于二铢四亲，即一枚开元天宝钱的重量。
　　⑩革履：皮鞋。
　　⑾大内：皇宫。
　　⑿缉：把麻析成缕连接起来。
　　⒀枵：布的纱缕稀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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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明中叶以后，朝政腐败，贪官横行，战争连年不断，出现了一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
局面。
与政治腐败相对应，是封建学风的腐朽。
明朝是以经义八股文取士，一般士子都是皓首穷经，希望能金榜题名。
而那些封建士大夫们只知一味空谈身心性命，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封建知识分子敢于冲破宋明理学的束缚，他们讲求实际，崇尚真知，提倡经世致
用，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著作。
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
全书，书中详细论述了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
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
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和他的哥哥宋应升同时考中举人，以后屡试不第。
崇祯七年(1634)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由于对经义八股文不感兴趣，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调查研究
在当时被称为实学的科技知识上，并着手撰写《天工开物》一书。
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到崇祯十年(1637)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科技史名作，由他的好友涂伯聚帮助刊
印。
此后又改任福建汀州推官、安徽亳州知州等，明亡时他弃官还乡。
他一生著述颇丰，除《天工开物》外，还有《谈天》、《论气》、《野议》、《思怜诗》、《画音归
正》、《杂色文》、《原耗》、《卮言十种》等等。
　　《天工开物》原书二十卷，据宋应星自己在书前《序》中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
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
”刊出的十八卷，内容涉及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
铸、锤锻、舟车制造、石灰烧制、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珠玉采集等，几乎包括所有重要
的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和过程。
全书配有一百多幅插图，画面生动，立体感强，是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极其重要的图样资料。
　　《天工开物》一书详细记述了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各种工农业生产措施和科学创见。
　　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记载了培育优良稻种和杂交蚕蛾等许多农业生产的技术措施。
我国是世界上水稻作物栽培历史最早的国家。
从先秦的一些典籍及地下考古来看，水稻一直是我们祖先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宋应星在《乃粒》篇中具体地从科技的角度描绘了一幅农作物生产过程的历史图景，包括浸种、施肥
、土壤改良、播种、育秧、耕耙、除草、灾害防治和水利灌溉等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宝贵经验和创造发明。
“凡播种，先以稻麦稿包浸数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出寸许，其名曰秧。
”这段文字记述了浸种育秧的方法。
“秧过期，老而长节，即栽于亩中，生谷数粒，结果而已。
”意思是说栽插了拔节的秧会减产，以前的农书没有这样明确的记载。
“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
”这句话是秧田和本田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数据，也是宋应星第一次准确记载。
“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
”这里作者指出有些水稻因干旱缺水而变成旱稻，这是符合水稻品系演变规律的。
客观事实也已证明，早稻品种是从水稻品种通过人工选育而产生的变异型。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物种发展变异的观念，在生物学物种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比德
国的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就提出了关于物种变化发展的观点了。
“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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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农书中首见的关于因地制宜施肥的例子。
　　我国也是世界上种桑养蚕、织造丝绸最早的国家，而且在养蚕科学技术上也有着一系列创造发明
。
宋应星在《乃服》篇中对养蚕的叙述非常详细，这在历代农书中是不多见的。
“凡茧色唯黄、白两种。
川、陕、晋、豫有黄无白，嘉、湖有白无黄。
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
”又说：“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这些文字记载说明，当时蚕农做了两组家
蚕的杂交工作，一是将吐黄丝的雌蚕与吐白丝的雄蚕杂交，二是将雄性的“早种蚕”与雌性的“晚种
蚕”杂交，培育出优良的蚕种。
首次记述了用白茧雄蛾配黄茧雌蛾得到褐茧和用早雄蚕配晚雌蚕育出良种的杂交育种技术，是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在养蚕史上的又一创举，也是世界上家蚕杂交育种的先例。
这些材料都是我国以至世界农业科技史的重要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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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应星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约1582-1645)资助刊刻。
《天工开物》共3卷l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
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
《丹青》、《曲蘗》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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