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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造船技术曾取得过巨大成就，若干方面领先于世界。
出土的中国古船与船具通讯绘画、古籍中的各类船图分散存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各家机构，其他国家亦
有收藏。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我年悉心收集、整理，精选海内外诸家所存实物及图式六百余幅编辑《
中国古船图谱》，集各类中国古船式样于一书，实前所未见。
作者还将研究成果撰写《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作为本书主线，以文导图，以图辅文，两者相得益彰
，勾画出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发展的壮丽画卷。
本书是中外史学工作者、文物工作者、科技史研究人员、广大教师、学生、造船工作者及美术工作者
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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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冠倬，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历史博物馆，长期从事宋元历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主
持、修改中国通史陈列，多次组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展览，在国内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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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中国古船图谱（修订版）》　　中国造船业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为造船业提从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造船力量的壮大、船舶种类和数理的增多、对大自然认识的加深及行船经验的积累，中国的航运
、交通、文化交流、水战技艺也相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历史上有若干优秀的船舶设计师，有许许多多的经验丰富，善于造船的能工巧匠。
可惜的是，文献没有记录下他们的大名，没有记叙他们的业绩。
我们只能透过出土的船舶实体与造船史料来追忆、缅怀其卓越的成就。
先辈们所具有的聪慧、进取、坚韧、勤劳的高贵品格，足令后人赞叹、钦佩不已。
　　编著者王冠倬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故而这本书是反映中国古
代造船技术发展的画卷，既有研究造船、航海、渔业、运输、战争等方面的价值，也有艺术欣赏的价
值。
它以一篇《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为主线，以文导图，以图附文，共有图版六百多幅，这样的书，读
来是充满趣味的。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毗邻太湖，河流纵横，旧时交通惟有舟楫，故吴人习水，妇孺皆能摇橹棹桨。
翻读春秋历史，如果没有船，也就不可能有吴楚之战、吴越之争，自然也不会有文化的交流。
在前人关于苏州的绘画里，凡有水，就有船，有的只是淡淡的点染，有的则画得很细，如徐扬的《盛
世滋生图》和《乾隆南巡图》，画了几十种船，它们的形制、装饰、色彩、陈设，都画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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