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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唐宋王朝伴随始终的南诏大理国，虽然被视为云南历史乃至西南民族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有关南诏
大理国的研究，由于文献不足，资料零散，成果有限，与此辉煌并不匹配。
当然，其中不乏值得注意和表彰者。
例如，美国学者海伦·嘉萍的《云南的观音像》①一文，打开了南诏大理国国际化研究的大门。
向达先生在校注《蛮书》（樊绰《云南志》）的基础上，将南诏史史料二分为以《蛮书》为代表的汉
文史料，和以《滇载记》为代表的从白文翻译而成的地方史料，为如何科学鉴别和应用南诏大理国研
究史料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李霖灿先生继海伦·嘉萍之后对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研究，证明结合文献资料充分分析和研究文物遗
存，是南诏大理国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
王叔武先生辑录古佚书佚文，方国瑜先生纂集云南地方史料目录，则为梳理南诏大理国史料源流提供
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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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唐宋王朝伴随始终的南诏大理国，其科技成就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
本书使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并辅以实地调查和现代实验分析等多种方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
析了南诏大理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科技交流。
本书提供了唐、宋时期白蛮、乌蛮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对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中的重
要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代表了云南地区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书适合民族史和科技史等领域研究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及民族地区干部参考，同时可作为云南文
化旅游读物供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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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岑，1964年生，白族，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科技考古。
科技史和传统工艺研究。
1999年被遴选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00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多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文物局研究课题。
在《考古》、《文物》、《历史研究》、《民族研究》、《科学通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近80篇，出版
《自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少数民族手工造纸》、《中国铅同位素考古》。
《云南民族科技》、《云南民族民间工艺技术》，《古滇国金属技术研究》等专著6部，合作专著近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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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南诏大理国的佛教徒，常常作为与内地来往的友好使者。
佛教史研究者侯冲曾发现一条宋代史料：“伪蜀时，云南国遣内供奉僧、崇圣寺主、赐紫银钵僧充通
好使。
”①大理的崇圣寺主持作为云南与四川的通好使。
实际上，不仅云南的僧人到四川，当时四川的僧人也常常来到大理，进行传教，修建寺庙和佛塔。
四川成为佛教文化进入云南的最主要通道。
佛教的盛行对大理地区一些科技领域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建筑学（
佛塔、寺庙等建筑）和冶金学（梵钟、佛像铸造）的进步，而且在天文学、医学、水利等方面都促进
了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大理崇圣寺塔发现了一张绢质符咒，其上绘有30多颗恒星状的示意图，上有印度梵文和汉字，说明
南诏大理国的天文学知识和佛教有关。
②该图上还有道符，也不能忽略它与道教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大理还流传观音开拓大理坝的开疆神话：“时观音大士开疆，水退、林翳，人不敢入。
有二鹤，自河尾日行其中，刊斩渐开，果得平土以居。
”③这个佛教故事，充满了地质渐变论的色彩，也符合大理古时为一片泽国的地质事实。
这类神话也许在大理古已有之，但在这里却加入了佛教有机自然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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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大理学院申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成功，我被聘为该基地学术委员，
因想为家乡做点实际工作，从而开始了本书的撰写。
其后，这一课题又得到了大理市科学技术局的资助。
1988年，我与父亲一起，发表《大理古代若干科技成就》一文，迄今已逾20年，其中涉及南诏大理国
的科技内容。
1997年，出版了专著《白族的科学与文明》，内有一章是关于南诏大理国白族先民科学技术的。
而本书做的工作，一是增加了南诏大理国境内其他民族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内容，二是对原来写得不够
深入的内容进行重新研究和改写，并调整了部分章节。
两年来，我利用假期回大理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
究所进行了南诏铁柱的金相实验工作。
初稿完成后，承蒙侯冲教授通读了全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对大理佛教典籍的理解方面
，使笔者避免了很多错误。
侯冲教授还应邀为此书作序，陈久金教授审阅了“天文历法”部分，张锡禄教授常常给予鼓励。
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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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编辑推荐：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
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
收大麦后，还种粳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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