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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得见的中国科技史》五百余幅科技史图片，五千年科技与文明，流传千载的古籍善本、最新的考
古发现，全方位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与得失。如果你对科学感兴趣，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
请走《看得见的中国科技史》；看蒙昧初开中华先民，他们对科技的精通，远远超出人们以往的认识
；看百工匠户极尽巧思，创造出种种神奇的建筑和机械，那巧妙的机关和结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令人
惊叹。看沈括、王祯著书立说，使世人得以一窥他们惊人的发现和发明；看张骞、郑和拓路扬帆，将
中国人所了解的世界扩展到西域、海外。看四大发明，载誉四海，如何从中国出发改变世界；看陶瓷
技术，从无到有，如何从粗陋的瓦甑演化为精致的艺术品。 
也看造化弄人，多少绝技中道断绝，多少探索半途而废，空留伤悲；万马齐喑，传统科技裹足不前，
西方文明后来居上，徒呼奈何。西学东渐，传教士来华，科学革命的成就被写入《四库全书》；洋务
运动，留学生西去，现代科技的种子在中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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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湛，辽宁海城人，1980年生于北京。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转攻科学哲学与科
学史方向，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作品有：学术论文《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博士论文）、《哈拉维
及其“赛博格”神话》(与李建会合著，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1卷第3期)、《让科学回归真实——对
两种科学模型的一些思考》(载《科学学研究》23卷第3期)；科普著作《身边的物理》(与杜建成合著)
、《书生帝国——宋王朝的兴衰》、《相对论开启的新时代——20世纪科技发展》；译著《哈拉维与
基因改良食品》、《黑洞里面有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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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原始社会
　1.石器时代
　2.中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
　3.制陶
　4.纺织
　5.建筑工程
　6.天文学
　7.数学
　8.中医起源
　9.文字的出现
　10.其他知识萌芽
第二单元 夏、商、西周三代
　1.冶金
　2.农业
　3.工程技术
　4.自然科学
　
第三单元 春秋战国
　1.冶金
　2.农业和水利
　3.机械和物理
　4.其他自然知识
　5 科技思想
　
第四单元 秦汉时期
　1.农业和水利
　2.冶金和机械
　3.手工艺技术(造纸、纺织、漆器、陶瓷)
　4.建筑和交通
　5.天地之学
　6.数学和医学
　
第五单元 魏晋南北朝
　1.农学和生物学
　2.机械
　3.陶瓷、纺织、建筑
　4.医学和炼丹
　5.天文、数学和地学
　
第六单元 隋唐五代
　1.农学
　2.冶金、纺织、陶瓷
　3.造纸和雕版印刷
　4.建筑、机械
　5.地学和交通
　6.医学
　7.天文和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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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 宋辽金元
　1.四大发明
　2.陶瓷与纺织
　3.工程技术
　4.农业与水利
　5.地学与对外交通
　6.医学、数学、天文
　7.群星灿烂
第八单元 明中前期
　1.郑和下西洋
　2.工农业技术
　3.建筑
　4.医学
　5.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
第九单元 明清之际
　1.欧洲传教士来华
　2.西式火器的大规模应用
　3.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引进
　4.西学东渐时期的其他科技成就
第十单元 鸦片战争后到民国初期
　1.开眼看世界的中国
　2.洋务运动 (主要人物、重要工矿企业)
　3.电气革命
　4.中国科学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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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概说：青铜时代 随着青铜器的出现，人类告别了蒙昧和野蛮，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在中国，这个时代的开始可以追溯到距今3600年左右的以河南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晚期。而按
照中国史书的记载，青铜器在中国的使用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以上的炎黄时代。尽管这些记载
在很长时间内仅仅被认为是传说，但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传说”中至少包含了一部分信史。
如果能找到新的考古证据，中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还可能被推前。 与上一个时代相比，青铜时代的农
业和手工业技术都呈现出规模化和复杂化的特征。从甲骨文的证据看，商代已发明了牛耕。周人则发
明了井田制度，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套农田水利工程的完整体系。手工业不但已经从农业
中分化出来，而且出现了工种上的分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广泛出现的被称为“
青釉器”的原始瓷器，这种器皿被认为是中国制瓷技术的开端。 除了技术方面的进步，天文学、数学
、医学等自然科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医学已经从巫术中分离出来，作为中医药学特色治疗手段的汤药
和针灸也已开始广泛使用。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商代的中国人已开始使用十进制计数法，并且发展了
夏代的天干记日法，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组合书写历法，并且发明了“置闰”法
。以阴阳二气、五行、八卦为基础的自然观体系初步形成，成为此后数千年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理
论基础。 冶金 青铜是第一种被人类大规模应用的金属材料。它的使用是世界公认的人类进入文明时
代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在距今约5000年的甘肃马家窑遗址中已有出土，与上古黄帝
蚩尤大战中使用青铜兵器的传说在时间上相符。至夏商时代，中国已发展出比较成熟的青铜器技术。
史书记载夏禹曾铸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可以说，在当时，掌握青铜器的制造能力本身就象征着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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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得见的中国科技史》有影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看得见的中国科技史》以图片记录历史，以
文字诠释细节。让读史像读图一样轻松！天文地理、阴阳算术，了解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特体系和熠熠
光辉。农桑水利、医药百工，欣赏中国古代技术的奇思巧技与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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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传统的历史书有意思多了，很有收获，建议一读。
2、东西还可以，但是配图和装帧太陈旧了。我感觉买了本90年代的书。
3、给宝宝买的，等他会看师科普用，但是现在就很喜欢哈哈
4、说是在的我是爱透了此书，讲解详细，图片丰富，内容详实，是一部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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