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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一部分，即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简本的第三卷，我们将就中国人对磁罗盘的发明展开
探讨。
该发明是中国人对物理科学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
我们从其占测学起源开始，接着探讨它与一种原始棋的关系，然后再关注它在航海方面的应用。
这样便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极富魅力的话题之中，它涉及到中国的航船及远洋航行。
中国人的远洋航行在时间上比中东或西方海员的类似壮举要早。
本卷书包括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第一部第四卷的最后一节、第三部第二卷的后半部分。
简本没有严格按原书的顺序来写。
我们觉得，偏离原书的顺序，可能更适合本书读者的口味，因为他们也许希望将彼此相关的主题融汇
到同一卷书中。
此外，我从李约瑟那里得到了许多鼓励和帮助。
他的建议极具价值。
有一次，他甚至非常慷慨地抽出他那宝贵的时间，专门为本书准备参考书目。
与前两卷一样，本卷并非一个新的版本。
但是，考虑到汉语拼音应用范围的日益增加，以及李约瑟原书和这个简本前两卷一直使用威妥码注音
系统的现实，我们在书中威妥码注音符号后面的方括号里插入了相应的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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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系根据著名英籍科学史家李约瑟花费近50年心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第二分
册中的内容改写的。
主要论述中国古代在基本机械原理、各种机械、各种车辆、原动力及其应用、时种及航空工程史前阶
段等方面的成就。
应该说改写者柯南.罗林的改编工作是做得不错的，能把李约瑟原著中的要点和主要内容紧紧抓住，且
叙述得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又能将近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科学发展和科研新成
果融入其中，既宣扬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作出的极大贡献，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
无私奉献，又无可辩驳地宣告，西方世界过去在科技史中所讲的一些发明创造，其实早为中国人所知
晓且广泛运用。
可见，中国是发明创造的国土，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的民族。

    诚如责任编辑所述，本卷也适当地指出了古代中国在技术上发展，没能上升到理论层面，导致此后
的发展缓慢、滞后，这确实给读者一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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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人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是对磁的发现。
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汗牛充栋。
这是因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至少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起，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磁石的
引力。
对此学界毫无争议。
但是，磁石本身是如何被发现的？
铁通过与磁石的接触就能够被磁化这一事实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对此，人们至今仍感不解。
在欧洲，这方面的知识是在12世纪末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出现的。
学者们在阿拉伯和印度寻找其直接起源的努力，迄今并不成功。
中国人最早了解到并应用了磁石的指向性，这是学术界的传统认识。
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一学界共识却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推理之上的。
从汉代（公元前3世纪晚期）起，“定南车”或者“指南车”这类名称就时常出现在中国文献里，但
其制造工艺却一再失传。
从17世纪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人们就认为所谓的指南车与某种形式的磁罗盘有关。
但是现在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定：指南车与磁石的指向性毫无关系。
指南车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机械装置，它有一套齿轮体系，这套体系可以确保不管车子
如何运动，它的指向装置一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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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科学文明史(第3卷)》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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