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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奇器图说》为明末著作，全书共四卷，前三卷为《远西奇器图说录丛》，是由德国籍传教士邓玉函
口授，王徵译绘而成，成书于1627年；第四卷《新制诸器图说》，为王徵独立撰写，记录了他本人的
一系列科技发明，成书于1626年。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远西奇器图说录丛》与《新制诸器图说》两书合刊，在扬州刻印成书
刊行于世，后人常简称此书为《奇器图说》。
《远西奇器图说录丛》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介绍近代欧洲机械工程学和力学的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机
械工程学专著。
《远西奇器图说录丛》在明朝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时发生了在东西文化交
流史上著名的“七干部西书人华”事件。
为在中国更好地传播基督教，1618年4月，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率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学识渊博
、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第二次向中国远航，于次年7月抵达中国澳门，随船还带来了七千余
部精装本图书。
这些书几乎囊括了欧洲的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西方在神学、哲学、科学、文艺等方面的最新
成就。
金尼阁当时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欲率当时中外的科技与文化精英将这些书译为中文。
可惜的是，这一庞大计划因金尼阁1628年病逝于杭州而流产，仅有极少的一部分被译为中文，其中的
代表性著作便是《远西奇器图说录丛》。
《远西奇器图说录丛》的成书有着机缘巧合。
这里我们先简要介绍译者王徵的相关生平。
王徵（公元1571-1644年），陕西泾阳人。
他二十四岁中举，五十二岁才考中进士，五十三岁补广平推官，上任数月后便离职，五十七岁时补扬
州推官，次年离职，六十一岁时任山东按察司令事，结果因孔有德叛乱而去职。
王徵一生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但他在科技和工程机械方面却成就斐然。
他自小便极富好奇心，喜欢结交奇人、阅读奇书、研究奇器。
因受一位西班牙籍传教士的影响，王徵约在四十五岁（公元1616年）时皈依天主教，从此与教士们交
往甚密。
1626年底至1627年初，已是天主教徒的王徵到吏部候选，恰好与在京城候旨修订历法的邓玉函、汤若
望、龙华民三位西方传教士结识，对西方机械充满极强好奇心的王徵，于是请他们帮助翻译七干部西
书中那些有益于民生和国家发展的欧洲工程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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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力学和机械工程知识的著作。
　　此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力学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种几何图
形重心的求法、重心与稳定性的关系、各种物体的比重、浮力等。
第二部分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包活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识。
第三部分介绍各种实用机械，共54幅图说，包括起重11图，引重4图，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
解木4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1图，水铳4图。
　　研究表明，该书的内容部分取材于欧洲著名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F.韦达、S.斯蒂文、G.阿格里科
拉和A.拉梅里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内容取自伽利略的著作《力学》和《论水中物体的性质》。
总之，此书汇总和介绍了当时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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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插图作者：(明代)王徵 注译：雷钊 口述：(德国)邓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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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原文】盖此重学，其总思维一，日运重。
凡学各有所司，如医学所司者，治人病疾；算学所司者，计数多寡；而此力艺之学，其所司不论土、
水、木、石等物，则总在运重而已。
其分所有二，一本所在内，日明悟；一借所在外，日图籍。
人之神，有三司：一明悟，二记含，三爱欲。
凡学者所取外物外事，皆从明悟而入，藏于记含之内，异日明悟。
爱之而欲用之，直从记含中取之，足矣。
此学之本所在内者也；至古人已成之器之法，载在图籍，则又吾学之借所也，故日在外。
【译文】重力学的用途：整个重力学，它的总体思维目的只有一个，即起运重物。
所有学科都有它的功用，例如医学的功用是救治人们的病苦痨疾；算学的功用是计算数量的多与少；
而力艺这门学科，它的功用，不论是对于土、水、木石等物质，包括世间的一切重物，则是在起运重
物的范畴之内就可以。
掌握这门学问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凭借自己内在的才智去思考领悟；二是借助外物，比如图书典籍。
人的思维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凭自己的才智去思考，二是记忆的领域，三是根据自己的兴趣
意欲去实现。
凡是从外界有所学的人，都是从自己的才智思考开始，把它们装在自己的记忆之中，等到有一天就突
然领悟。
有这个兴趣而且想要去使用它，就直接从记忆里取出，如此便可以了。
这是这门学科凭借内在思考的方面；至于古人已经掌握的这门学科的器械方法，都记载在图书典籍当
中，这又是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因此被我们称为凭借外在而实现的方面。
【原文】其造诣有三：一由师傅，一由式样，一由看多、想多、做多。
凡学，皆须由此三者而成。
而此力艺之学，赖此三者更亟。
不得师传，不会做；不有式样，亦不能凭空自做；两者皆有矣，而眼看不熟，心想不细，手做不勤，
终亦不能精此学。
盖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必从习熟而后得也。
故日：习惯如自然。
三者并重，而第三尤为切近，何也？
师传易明，但师不克常在则难；式样最便，然亦有有式样而不能便惺然者。
故自己看多、想多、做多，尤切近也。
【译文】经由三条途径能达到熟练的境地：一是经师傅传授，二是照式样参考，三是多看、多思、多
做。
凡是学有所成，都是经过这三条而达成的。
而力艺这门学科，更依赖这三条。
得不到师傅传授，就不会自己实践；不参考已有的形式样子，就不能凭借空想自己制作；如果这两条
都有了，却观察不够细致，思考不够周密，动手不够勤奋，那么最终还是不能精通这门学问。
因此，一流的工匠能给人规范法则，但不能使人变得灵巧，因为灵巧必须在自己熟练以后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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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奇器图说:诸种奇异器物的制作与使用》以大量插图系统地介绍了有关重心、比重、浮力、压强等力
学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的定理、定律，并因此论述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螺旋各自的使用
原理和计算方法。
全书还绘制了众多实用器械的制作图式。
包括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
转磨十五图。
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总计五十四图，并附有说解。
这些图式绘制之精确。
即便在今天，人们仍能照图制作。
第一次使中国古代零散的器械制造纳入西方力学体系，提供了众多器械的力学原理与制造和使用法，
是中国机械制造史中重要著作。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选入的第一部力学制器奇书，同时也是西学东传的一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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