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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对《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的总共609条原文全部做了专门的、较广泛的注释
，在目前国内外有关出版物中尚属先创，是一种新的尝试。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专家学者有更为完善的全注本出版问世。

二、本书旨在推广和发扬沈括的治学精神，并使《梦溪笔谈》原书便于现代青年学子阅读了解。
读者对象是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所注内容不仅为古代名物、故实，也对普通文言词语中之较为
费解者予以浅释。
对原文述及的各门科学理论问题不作深入探究。

三、《梦溪笔谈》原文依据的底本是文物出版社影印元大德本的《元刊梦溪笔谈》和江苏古籍出版社
影印的《梦溪笔谈》(含番禺陶氏爱庐本的《补笔谈》和《续笔谈》)，以胡道静先生的《新校正梦溪
笔谈》1975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本为校本，间亦参酌其他版本，有变动处，在注释中加以一定说明。

四、本书仍照《梦溪笔谈》原书分卷，使读者了解原书的结构形式。
原书各条无标题，本书自拟标题加上，用以概括原文要旨。

五、所有注释，除为本书完全新注者外，均已参考和吸收其他各种选注本(各种选注本合计已注过200
余条)，择善而从，不再一一说明。
这些选本有：
 《梦溪笔谈导读》，胡道静、金茂年著，巴蜀书社1988年版。

 《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李群著，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梦溪笔谈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梦溪笔谈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部分)》，安徽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

 《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

 《梦溪笔谈艺文部校注》，刘启林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梦溪笔谈白话全译》，阎嘉、周晓风译，巴蜀书社1995年版。

此外，胡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徐规先生主编的《沈括研究》及镇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
出版的《沈括研究论文集》三书，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六、全书609条文后，注释前列有“题解”一项，用以提纲挈领，便于读者掌握该条内容大概，理解原
文脉络层次。
有一些条文注释后列有“按语”一项，用以提示此条的学术价值或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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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梦溪笔谈序
梦溪笔谈卷一 故事一
　第1条 郊庙祭祀(礼仪)
　第2条 驾头与扇筐(舆服)
　第3条 唐翰林院(科举翰林)
　第4条 宣召学士之礼(礼仪)
　第5条 学士院玉堂今昔(礼仪)
　第6条 东西头供奉官(职官)
　第7条 供奉班排列(礼仪)
　第8条 衣冠惯例为著令(舆服)
　第9条 胡服之沿革(舆服)
　第10条 幞头(舆服)
　第11条 唐人堂帖(典籍文书)
　第12条 宣头由来(典籍文书)
　第13条 百官晋见宰相与上朝(礼仪)
　第14条 笼门谢(礼仪)
　第15条 学士争槐厅(杂闻轶事)
　第16条 带坠(职官)
　第17条 校书官皆称学士(职官)
　第18条 雌黄涂字(典籍文书)
　第l9条 五司厅(职官)
　第20条 银台司(职官)
　第2l条 勘箭(礼仪)
　第22条 四馆藏书(典籍文书)
　第23条 学士无职钱叫苦(科举翰林)
　第24条 学士上任日敕设用乐(科举翰林)
　⋯⋯
梦溪笔谈卷二 故事二
梦溪笔谈卷三 辩证一
梦溪笔谈卷四 辩证二
梦溪笔谈卷五　乐律一
梦溪笔谈卷六　乐律二
梦溪笔谈卷七　象数一
梦溪笔谈卷八　象数二
梦溪笔谈卷九　人事一
梦溪笔谈卷十　人事二
梦溪笔谈卷十一　官政一
梦溪笔谈卷十二　官政二
梦溪笔谈卷十三　权智
梦溪笔谈卷十四　艺文一
梦溪笔谈卷十五　艺文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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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沈括通过细致观察和实验，对凹面镜成像原理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他记载凹面镜比英国人培根
成功磨制凹面镜早了两个世纪。
1995年报载已在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出土一件圆形的青铜凹面镜，复制后置于强阳光下，其焦点即
能迅速点火。
这件青铜凹面镜是三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制造阳燧的物证。
在西欧，直到十六世纪才有关于针孔成像原理的书面记载。
沈括用格术解释光学成像安全符合现代光学原理，这是沈括对我国古代光学的贡献。
不仅如此，沈括对&ldquo;阳燧照物皆倒&rdquo;这一物理现象的科学分析，说明他坚持反映论，对我
国唯物主义哲学有重要补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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