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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犹如一条璀璨的星河长列天空，当我们收敛杂念把目光凝注头顶时，常常就会惊叹于那群星
跳跃时的光华。
在感触历史余温、爬梳民族文化的精神畅旅中，一道天光射透苍穹□然坠目，北宋沈括穿越千年来到
编者的案头：老者满头银发，袍带飘飘，手捧长卷，伫立眼前——《梦溪笔谈》，一部非常著名的古
典科技名著；沈括，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即今天杭州）人，宋仁宗嘉韦占年间进士及第，曾任龙图阁直学士。
在神宗时期，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沈括站在改革派主角王安石一边，力倡改良社会
各方面的体制，针对科技、文化、军事等现实存在的问题身体力行，建议频出，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以
及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沈括因牵连其中而隐居润州梦溪园，在《梦溪笔谈》的《自序》中他写道：“予
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有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悟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
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
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
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
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疏谬。
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沈括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同时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又具有丰富的经验，因之在全书的字里
行间，无不深刻地反映了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北宋王朝深刻的社会矛盾。
因此，《梦溪笔谈》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其珍贵的史料性意义。
历史的时空是广阔的，留给后人的借鉴意义更是无穷的；以史鉴人，以史修人，古为今用，尊古鉴今
，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沈括是个早已飘逝的生命，而惟其久远，才能够使他以严谨的治学风骨为后世确立了鲜明的标杆；《
梦溪笔谈》可谓科学宝典，而惟其真理，才能够使它以囊括万象的权威引领后人的脚步。
《梦溪笔谈》是用我国传统的“笔记”方式写成的书，成书时间大约在1091年，即宋哲宗元韦占年间
。
全书既有大量篇幅关于自然科学的实录，也包含了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述和社会生活的记载。
包括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谬误、讥谑、
杂志、药议等诸多门类，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
不仅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记、人生遭遇、朝章制度、考试制度，还有哲学、语言、音乐、绘画、书法
，以至生活中的各个剖面细节，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但主要的记述乃是关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及
技术发明的内容，并且作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描述和理论上的大胆探索。
作为一名颇负盛名的科学家，沈括的知识面非常之广泛，是一位学科知识极为丰富的学者，因此在本
书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记载、创建与发明占有很大的‘比例。
可以说这是他穷毕生心血研究成果的汇总，也是他留给世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文明古国，也正是由于有了沈括这样的大家支撑和丰富了整个文明的体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沈括的许多专著已经失传，但是在《梦溪笔谈》中有幸保存了原著的片断或摘
要，所以实际上，《梦溪笔谈》乃是沈括科学论集的一个缩影，在全世界的科学文献史上享有极其崇
高的声誉。
人的认识都是阶段性的，阶段性就是局限性，所有人概莫能外，沈括如此，我们也许更如此。
本书的编撰如有谬误遗漏之处尚祈读者指正，以期提高我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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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梦溪笔谈》是宋朝的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
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地质、物理、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人事、军事等诸
多领域，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

《梦溪笔谈》由《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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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北宋)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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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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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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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辨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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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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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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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人事一
寇准镇物
打关节秀才
主考官判卷
王文正局量宽厚
李士衡不重财物
贡举人群见不成班
孙之翰不受砚
王荆公不受紫团参
王子野喜素食
孔曼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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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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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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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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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传急脚递
范文正浙西救灾
水工高超
宋代食盐
用红光验尸体淤伤
盐钞法
河北盐法
?十二
官政二
船闸
张果卿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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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法
卷十三
权智
雨盘
颡叫子(人工喉)
狄青为将以奇胜
王元泽分辨獐与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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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筑苏州至昆山长堤
陈述古智辨盗贼
卷十四
艺文一
“郭索”与“钩辅”
相错成文
旬锻月炼
唐人富贵诗的夸张
王圣美右文说
王圣美嘲讽达官
宋初古文
王安石集句诗
女诗人佳句
卷十五
艺文二
切韵之学
同甲会
鹳雀楼诗
欧阳文忠推挽后学
“枣”与“棘”之别
卷十六
艺文三
“乌鬼”考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梦溪笔谈>>

《香奁集》
卷十七
书画
“耳鉴”与“揣骨听声”
善求古人心意
高益匠心
书画之妙
王维《黄梅出山图》
画工画佛光之谬
宋迪论山水画“活笔”
徐铉善小篆
吴道子画圆光
晋宋人墨迹
徐熙与黄筌
学书法度
王羲之《乐毅论》石刻
董源、巨然山水画
卷十八
技艺
隙积术与会圆术
喻皓《木经》
毕舁发明活字印刷
卫朴精于历术
梵天寺木塔
卷十九
器用
《三礼图》之误
吴钩
革囊纳声
神臂弓
沈卢、鱼肠
汉墓石刻壁画
凸面镜
顺天得一钱
透光镜
弩机矩度
青堂羌善锻甲
出土古印章多是军中官
唐玉辂
卷二十
神奇
原始石斧
陨石
雷震
事非前定
卷二十一
异事(异疾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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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夹镜之疑
冷光
古金饼
奇疾
念咒杀人
巨蜗山震动
滴翠珠
海市蜃楼
“龙蛇”化石
鳄鱼
海蛮师
龙卷风
冰花
卷二十二
谬误(谲诈附)
丁晋公之逐
《酉阳杂俎》记事多诞
包孝肃为吏所卖
浙江茶纲
巨贝车渠
卷二十三
讥谑
石曼卿微行娼馆
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文章之病
不识字更快活
馆阁“害肚历”
加薪养廉
“代称”趣例
卷二十四
杂志一
鄢延境内有石油
淤田
螓
白雁
海陆变迁
温州雁荡山
木天
指南针
钟馗之设
茶品
闽中小核荔枝
芋梗治蜂毒
乌脚溪
卷二十五
杂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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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首蛇
胆矾炼铜
古之节
江湖不遇风之术
大蓟
契丹语入诗
“天子请客”
“三不得”宅第
廖恩
边州木图
李颐
诸葛亮能用度外人
关中无螃蟹
校书如扫尘
卷二十六
药议
人体消化道与饮食药物吸收
采草药不?定月
太阴玄精石
补笔谈卷一
检讨不试
义海琴艺
扁钟与圆钟
“北苑茶”
《史记》非“谤书”
补笔谈卷二
海潮
十二气历
老军校
王和尚
一举三役
龙船坞
八分书
南唐书画印记
三足鬲与铜香炉
补笔谈卷三
“飞鸟图”与《守令图》
磁针有指北者
河豚
扬州二十四桥
黄镊(紫藤)
续笔谈
鲁肃简公劲正
“?鬼”再考
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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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丧服 予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复位五服敕，而余预讨论。
雷、郑之前，阙谬固多，其间高祖远孙一事，尤为无义。
《丧服》但有曾祖齐衰六月，远曾缌麻三月，而无高祖远孙服。
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
或日"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
曾重也。
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
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
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
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日曾孙。
《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傍亲之杀也。
上杀下杀至于九，傍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
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
过此则非其族也。
非其族，则为之无服。
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译文】 我编写的《丧服后传》书写成时，是在熙宁年间，当时有要重新制定五种丧服的诏令，于
是我参预了讨论。
雷、郑的学说，缺漏和错误本来就很多。
其中高祖、远孙这件事，就更没有道理了。
《丧服》中只有曾祖穿齐丧服达六个月，远曾祖穿缌麻服达三个月，但没有高祖、远孙的丧服。
前代学者都以为高祖、远孙的丧服和曾祖、曾孙的相同，所以不说出也可以推想得知。
还有人说，"经典上没说就没有丧服"，这都不正确。
曾，就是重，在祖父以上的。
 都应该是曾祖；在孙以下的，都应该是曾孙；即使过一百代也是这样。
假如有碰到这情况的，就一定要为他服丧三个月。
所以即使是成王对后稷，也称"曾孙"，而在祭礼祝褥文词中，不分远近都说是"曾孙"。
《札记》中所说的"以五为九"，是说对旁系亲属可以削减。
向上削减向下削减到了第九代，旁系亲属削减到了第四代，就都称为同族。
同族兄弟的父母、同族的祖父母、同族的曾祖父母，超过这些就不是他那一族了，不是那一族就是不
要穿丧服。
只有正统王朝不依族名，那就不会断绝了。
 黄陵二女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
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
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
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过去曾经传说黄陵有两个女子，即尧的女儿、舜的妃子。
因为尧、舜两帝的道德非常之高尚，都是从闺门中开始的，因此那两个女子也就应具有任、姒的品德
。
如果考究她们的年龄，那么在舜出巡的时候，两个妃子的年纪就已经有一百岁了。
后人在诗词中所写的，却都把她们作女孩子来看待，描述的语言有很多亵渎轻慢之处，都是忤逆礼义
方面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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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校点前言沈括(1033--1097)，宇存中，晚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县(今属杭州市)人。
庆历七年(1047)或八年，随父沈周居金陵(今南京市)。
嘉佑六年(1061)起，随兄沈披居宁国(今属安徽)。
八年，成进士，授扬州司理参军。
治平二年(1065)荐入昭文馆，编校书籍。
嘉、治间，撰成《灵苑方》。
熙宁初，协助王安石变法，参与删定三司条例。
四年(1071)，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五年，兼提举司天监，荐举布衣卫朴编制《奉元历》。
六年，奉命察访两浙等路农田、水利、差役等情。
七年，主管军器监，详定《九军阵法》。
八年，奉命使辽，驳斥其代北之地的要求。
九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饬陕西盐政，主张减免下户役钱而罢官。
元丰三年(1080)，任郦延路(治今陕西延安市)经略使，率军激战西夏军，收复失地。
五年，永乐城(在今陕西米脂县西)陷于西夏，因首议筑城而被贬，安置随州(治今湖北随县)。
八年，改置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
约元佑三年(1088)，《良方》定稿。
四年，叙以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衔，允许自由迁居。
五年起，以润州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市东)为终老之地，和《梦溪笔谈》定稿以及《补笔谈》、《续
笔谈》、《梦溪忘怀录》的撰写之处。
还有《长兴集》等。
    他是一位世界史上罕见的通才和杰出的科学家，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经
济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等广泛领域里，有着众多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创见，被国内外学者推为“中
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被视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座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除了博通经史文艺之外，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异常的关注，提出了许多精到的
见解，留下许多重要的记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一生著述四十种以上，现存最负盛名的著述是《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梦溪
忘怀录》、《良方》等，其中《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以笔记的体裁，记录、稽考
、订正了大量的当时和前代的典章制度、掌故轶事、文物考古、物产民俗等资料，都成了后来文史研
究的可信依据，更为人瞩目的是其中体现的众多惊人的科学技术记述和创见。
    这三种著作凡条目六百零九条，其中科技条目约二百五十五条，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二，涉及自
然观、乐律、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历法、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医药学、建
筑学、农田水利工程、兵器武备、工艺技术和冶金等众多科技领域，多有领先其它国家数百年的科学
发现，例如：(1)首倡“十二气历”，比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类似的肖伯纳农历早八百多年；(2)以泥
沙淤积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比西方类似解释早七百多年；(3)以木屑和熔蜡制作立体地图，比瑞士的
地理模型早七百多年；(4)主持以分层筑障法进行汴水落差的测量，比俄国顿河地形测量早六百多年
；(5)以实验证明弦线的基音与泛音共振现象，比欧洲早六百年；(6)发现数学中的隙积术、会圆术
；(7)发现月光源于对阳光的反射原理；(8)独家记载了北宋布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9)首次利用
指南针判定方位，并记录了我国中世纪指南针的装置方法；(10)第一个使用“石油”这个词，并预言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还亲自用来制墨；(11)发现潮候时间问题，比西方约早一百年。
    此外，《梦溪笔谈》还记录、阐述、研究、发现了许多科技现象，例如：    记录了凹面镜向日取火
的焦距数值、彩虹与太阳位置的关系、人工磁化的方法、陆龙卷现象、铁陨星的坠地、扁钟与圆钟钟
声衰减现象的差别、硫酸盐矿物晶体的物理性质、磷化氢自燃现象、咸鸭蛋中的萤光素在萤光酶催化
作用下氧化而发光现象，以及古人对透光镜原理的解释、以硫酸铜溶液与铁片的置换反应生产铜的工
艺、运用红伞过滤日光以验尸的方法、方家的人工磁化方法、磁针的四种支挂方法及其效果比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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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中枕牛革矢服(箭囊)而卧的警戒方法、水工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帚法、商贾行船避风术、南唐徐锴使
用牡桂除草的生物除莠法等。
此外，还记述了大量的动植物情状功用、药物种植炮制方法，订正了一些讹误。
    认识到事物运动“有常有变”，二者既冲突又转化的原理。
    形象地阐述了小孔成像原理。
    研究了古镜大小与镜面曲率跟成像大小的关系、磁针方向性与磁石性质的关系。
    辩证地运用中医“五运六气学说”解释多种气象，并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气象预报。
    改进了浑仪、漏壶、日晷，提高测量天象的精度。
发展了西晋裴秀“制图六体”法，以“二十四至”确定方位，绘制全国州县图《守令图》。
    发现了纬度与地形对物候的作用、沧海桑田原理、地貌剥蚀原理、化石成因以及由此推断古气候的
方法、光学等角空间变换关系、地磁偏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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