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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巴蜀科技史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历史上在巴蜀大地出生的人才对世界科学与技术作出的贡献；这
些人才作出贡献的地方，不一定就局限在巴蜀大地上。
例如，天文学家落下闳，出生于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
但他作出贡献的地方，是在西汉的京城长安；其二，是指历史上在巴蜀大地这个空间范围内在科学和
技术方面的创造。
但是，作出这些创造的人才，不一定都是巴蜀大地上出生的人。
例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李冰，并不是在巴蜀出生的。
我们正是从上述两种意义上来选择巴蜀科技史的内容。
科学和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工程师都有自己的祖国；科学和技术更是没有省界的，但是
，科学家、工程师却有自己的故乡。
科学和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科学和技术总是有自己的发源地。
我们是持这种科学技术观，来撰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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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蜀科技史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历史上在巴蜀大地出生的人才对世界科学与技术作出的贡献
；这些人才作出贡献的地方，不一定就局限在巴蜀大地上。
例如，天文学家落下闳，出生于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
但他作出贡献的地方，是在西汉的京城长安；其二，是指历史上在巴蜀大地这个空间范围内在科学和
技术方面的创造。
但是，作出这些创造的人才，不一定都是巴蜀大地上出生的人。
例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李冰，并不是在巴蜀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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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清·赵翼撰《廿二史创记》卷三“汉多黄金”条记载，汉代有不少帝王、大臣拥有大量“
黄金”，其中应有不少是“药金”，汉代黄白术的兴起及其有关专著的出现，足以说明炼制“药金”
的黄白术从开始就是作为炼丹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炼丹术分为金丹术和黄白术。
前者是用各种金石药物，经炼制以期得到一种“长生仙药”，即“金丹”、“仙丹”；后者是因黄金
白银十分罕见，故术士希图经药物的炼制使铜、铝、锡等普通金属转变成金黄色的合金，即“药金”
和银白色的合金，即“药银”。
当时炼制金银的目的并非为了发财，而是人们认为金、玉等物质不朽，以之为药，人服用可以长生。
到隋、唐时代，为了与道教以炼养体内精、气、神为主的“内丹”相区别，炼丹术又被称为“外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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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蜀科技史略》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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