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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年，宋应星出生于江西奉
新，幼时即聪明强记、过目不忘。
中举后未能及第，他游历多地，总
结整理中国几千年积累的农业和手
工业生产技艺，撰写出 《天工开
物》 一 书 。 明 崇 祯 十 年 （公 元
1637） 由涂绍煃资助刊刻，即“涂
本”。1640—1680年间，福建书商杨
素卿重新刊刻配图，推出传播较广
的坊刻本。

《天工开物》图文并茂地展现了
中国17世纪之前的科技成就，其中
很多在当时世界都是一流的：最先
进的纺织机械——花机、竹筒排空
瓦斯和巷道支护等煤炭开采技术、
从生铁到熟铁再合炼成钢的生产系
统、“灌钢”“生铁淋口”、固体渗碳
等金属加工工艺，书中还绘制了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设备——活
塞式风箱图。

有学者指出，《天工开物》“粹
精”（粮食加工）中提到的中国汉代
发明的水碓装置，把动力机、传动
机和工作机三部分连在一起，比英
国试用一个水轮带动两盘磨要早
1000多年；“作咸”（制盐） 中介绍
的钻打井技术，比俄罗斯钻井技术
早 300 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
比法国人早200多年；“物种发展变
异”，要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
源说”早100多年。

因 《天工开物》 中有“北虏”
“东北夷”等反清字样，因此成为清
代禁书。与此同时，日本、朝鲜等
地却在大肆刊刻这部中国科学技术
名著，以至于1927年出版家陶湘的
石印本、1930 年上海华通书局版、
1933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
1936 年上海世界书局版、1959 年中
华书局版都是根据日本不同版本影
印，直到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署名为“钟广言”的 《天工开
物》校注本。

亚洲的传播

《天工开物》刻本很早就随着东
亚贸易网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公元1694年，日本本草学家见原益
轩在 《花谱》 和 《菜谱》 二书的参
考书目中列举了《天工开物》。公元
1771 年，日本大阪书商柏原屋佐兵
卫（菅王堂主人），以涂本为底本刻
印了 《天工开物》，即“菅本”，也
是 《天工开物》 在世界的第一个汉
文翻刻本。该版本重印于 1830 年，
时值明治维新初期，发展实业思想
盛行，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依据宋
应星的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
物之学”。1943年，东京的十一组出
版部影印了菅本，并附日本实学家
三枝博音的研究论文。1952 年，日
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籔内清

将 《天工开物》 译成为现代日文，
由东京恒星出版社出版。1969 年，
该版本由东京平凡社修订再版，列
为“东洋文库丛书”之一。

在朝鲜半岛，《天工开物》以汉
文典籍形式在朝鲜社会上层流行。
1783 年，朝鲜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
在游记 《热河日记》 中详细记载了

《天工开物》。内阁重臣徐有榘晚年
执笔的113卷本巨著《林园经济十六
志》 和李圭景 《五洲书种博物考
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等重要科
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天工开物》。

欧美世界的传播

欧美汉学家、科技史专家的翻
译对 《天工开物》 在欧美世界的传
播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遗憾的
是，最早被翻译、介绍的多是技
术、工艺的内容与细节，对蕴含在
技术工艺背后的科技伦理思想则鲜
有人提及。

1830 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Julien） 翻译了该书的《丹
青》 一章，介绍提炼银朱的方法，
发表于《新亚洲杂志》，成为《天工
开物》 译成西文之发端。1833 年又
节译 《丹青》《五金》《锤锻》 章，
发 表 于 《 化 学 年 鉴 》（Annales
deChimie）；1837年将《乃服》章养
蚕部分译成法文附于所译 《授时通
考》。这些译文分别被转译成为英
文、德文，刊登在德国 《应用化学
杂志》 等欧洲一流科学刊物，以满
足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对冶炼工艺、
合金配方、养蚕技术的渴求。1869
年，儒莲将译自 《天工开物》 的法
语译文结集为 《中国帝国工业之今
夕》出版，该书在2012年、2018年
修订再版。

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1925 年英
译 《舟车》 章造船部分，经英国汉
学家翟理斯修订后发表在英国海事
史 研 究 期 刊 《水 手 之 镜》（The
Mariners Mirror）。中国化学史家李
乔苹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 《中国化
学史》，有相当一部分文字依据《天
工开物》编撰。

1966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任
以都、孙守全夫妇的 《天工开物》
英文全译本，这是第一个英文全译
本，包括译者序、译者札记、正文
和152幅插图、参考文献、术语表、
附录和索引，哈佛大学 《亚洲研
究》 1967 年 2 月 号 刊 发 了 书 评 。
1997 年，纽约多佛出版社再版发
行。截至2021年10月，该书被全世
界588家图书馆收藏。

依 据 世 界 图 书 馆 数 据 平 台
OCLC 数据库的检索，笔者新发现
了 《天工开物》 的俄文、德文译

本。苏联科学院研究员斯维斯图诺
娃选译了 《开工天物》 的“制盐”
和“制茶”部分内容，翻译为俄文
单行本《茶盐制作方法》，1975年由
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 年，德
国学者关增建 （Konrad Herrmann）
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德文版 《天工开
物》，由自然科学出版社出版。

人本主义的科技伦理

《天工开物》曾受到达尔文、李
约瑟等西方学者高度重视。李约瑟
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甚至发出
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对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
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
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出版了德国科技史专家薛凤 （Dag-
mar Schäfer） 研究 《天工开物》 的
学术专著——《开工万物，十七世
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这是西方学
术界的第一部研究著作。薛凤认
为，宋应星之后的中国学者没有沿
他开创的包罗万象的方法了解工艺
知识，表明中华文明中的发明与创
造能力都正在趋于衰落，其视角显
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

笔者发现，西方汉学家、翻译
家对于 《天工开物》 的关注，都集
中在中国技术工艺的本身，而没有
注意到宋应星对18个门类工艺的介
绍、总结中，贯穿着“天人合一”
的基本思想。书名中“天工”一词
源于《书经》“天工人其代之”，“开
物”源于 《易经》，孔子说过，“夫

《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强调人要开发大自然
（天） 提供的资源完成人类的事务，
天之作与人之作是彼此相应的关
系。如 《膏液》 中有“天道平分昼
夜，而人工继晷以襄事，岂好劳而
恶逸哉？使织女燃薪，书生映雪，
所济成何事也。”《乃服》 中有“人
为万物之灵，五官百体，赅而存
焉。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
天下。贱者短褐、枲裳，冬以御
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从
各种油料植物中榨油，养蚕纺织，
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活。其技术
与工艺服务于人类社会之需的人本
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与西方文化的
科技思想有本质不同。

今天，部分西方国家所主导的
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大有脱离人类
控制、反过来监督控制人类的异化
趋势。让科技重归人类社会所用、
所需的原点，是《天工开物》400年
前就明确给出的答案。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效
果评估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十一二岁时，书店对于我仅意
味着一个孤岛，我会去直接买一本
文学书；二十多岁时，书店对我像
不绝的海浪，太多的图书和知识冲
击得我站不住脚，只能慌张逃走。
如今，书店对于我像一个港湾，安
全、舒适、从容。”北京王府井书店
一层，知名书评人杨早用三个充满
诗意的比喻总结了阅读与自己人生
的关系。针对有人一年读 200 本书
感觉没长进，杨早建议读书要有谱
系和地图，不断补齐自己欠缺的部
分，以完整把握社会、世界和人
生。他为读者推荐了《重走：在公路、
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万物
写生：奔向故事的旅程》等书。

12 月 1 日，第九届北京惠民文
化消费季系列品牌之一，北京文化
消费品牌周“书香京城·全民阅读
惠”主题活动在王府井书店开启。

选书有书单

在“读书与生活”访谈环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彭冬
林、书评人杨早、《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社副社长邹昱琴一致认为，读
书的亮点在于照亮生活，生活的亮
点包括积累智慧与学问，生活与读

书是互见、互证、互相照耀的关
系。彭冬林现场为读者们发放了 5
个免费赠书名额，邀他们随时到北
京外研书店选取心仪好书。

图书浩如烟海，如何选到心仪
好书？品牌周发布的 300 本好书，
分别由出版社、书店、电子平台、
书评人、作家推荐，为市民提供个
性化读书指导。

特色书店有坐标

在城市，书店有如可供心灵栖
息的岛屿。截至2021年8月，北京
的实体书店达2055家，特色书店超
过 200 家，这是属于“书店之都”
北京的底气与朝气。

王府井书店与东城区图书馆联
合创办“馆店结合”的“王府井图
书馆”，平均每月图书借阅近 5000
册。紫金城市书院聚焦红色文化与
传统文化的年轻态表达，打造新青
年的中国式生活。“双 12”期间，
全场书籍买三送一。今年6月8日开
业的新华书店幽默主题书店，拥有
900 多种幽默类图书，消费季期间
部分图书五折销售。

为让市民充分领略北京书店的
千店千面，让书店与城市产生良性
互动，品牌周联合高德地图发布北
京特色书店地图“全民阅读惠·书香
坐标”，市民可在高德地图搜索老牌

书店、主题书店、最美书店、景区
书店和有范书店等关键词，挑选自
己向往的目标，来一次说走就走的
愉悦文化之旅。80支“邂逅北京特
色书店”短视频，陆续上线北京时
间APP，为全民阅读送来扑面春风。

惠读不断双滋养

本届文化消费季开展以来，“书
香京城·全民阅读惠”品牌周联动数
十家实体书店、电子售书及阅读平
台，通过图书市集、大型读书会、
签售会、售书直播等多种形式推出
大量购书钜惠。

京东图书联合品牌周11月9日
开展15小时不NG高能大牌日直播
活动，邀请 7 位出版界大咖轮番上
阵，推荐上百本好书，分享创作背
后的故事，11 月 10 日至 22 日又上
线了图书特惠活动专区。钟书阁全
年举办1000多场钟书讲堂、名家签
售、作者读者分享、亲子教育等活
动。专注于数字阅读领域的掌阅科
技，基于品牌周活动框架，打造数
字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有声图书
馆、智慧图书等系列产品，为读者
提供线上化场景。

当阅读深深嵌入生活，优惠的
图书价格、优秀的名家书单、养眼
的特色书店、充盈的精神愉悦，为
大众带来精神和生活的双滋养。

上世纪80年代，我就读师专中
文系。那是个文学繁荣的时代，校
园的书摊左一个右一堆，朦胧诗、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风靡。校园
里，常看到来去匆匆的同学腋下夹
着本书。中文系的诗社、文学沙龙
雨后春笋般生长，校园诗人层出不
穷。节省伙食费买本喜欢的书，开
心得要死，同桌舔舔嘴皮哀求你：
看完第一个借给我啊。

借来书，晚自习看，回寝室熄
灯趴被窝看，第二天上课打瞌睡。
写作课老师是市里小有名气的作
家，笑眯眯地讲他的课，也不恼。
那笑容很让人踏实，不觉困意又
来。当然，不是哪科老师都这样宽
容，熬夜看书，得先看第二天有谁
的课，系主任万武教授的课坚决不
行。万武老师教学严厉，不允许上
课同学溜号，而且，万武老师的课
极好，缺一堂，损失很大，即使万
武老师允许，我们自己也舍不得。

万武老师教我们 《文学概论》

和《美学》，他学养深厚，把陌生又
枯燥的理论讲得非常精彩。他常以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柳青的

《创业史》为例，把里面的人物形象
分析得透彻又生动，同学们听得意
犹未尽，课后，纷纷找来原著细读。

春末夏初，教学楼后的小操场
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午后，小操场
安静清凉，四周的桑树枝繁叶茂，
躲在绿叶后的桑葚露出紫色的额头。

位于校园东北角的图书馆大
楼，在我们关注的目光下建成、开
放。只要下午没课，我就带上水和
面包在里面读书，到晚九点拉闭馆
铃，才恋恋不舍回宿舍。

即便是一个人，在宽阔的图书
馆大楼读书也不会觉得冷清。书中
人物围绕身旁，各有性格与故事，
好生热闹。即使书里只有一个人在
讲述，也不觉孤单，偶尔与作者的
感想不谋而合，时而受作者思想启
发眼前一亮，如醍醐灌顶。千千万
万的魂灵，跨界国度与时空，与你
心灵相融相通在图书馆。

书读得多了，系里规定的百篇
作文不再需要老师督促，同学们跃
跃欲试，比着赛着在中文系优秀作
文园地里显身手。偶尔有点小感
伤，顺手写几句歌词，和着流行歌
曲《一无所有》《路灯下的小姑娘》
的调子，对着夕阳唱几句、在洗衣
房里哼一哼、去食堂打饭的路上喊
上几嗓子，心里舒坦，引来侧目闪
闪：哇，中文系！

怀念中文系读书的日子。

让
民
众
畅
享
精
神
、
生
活
双
滋
养

双
滋
养

—
—
北
京
文
化
消
费
品
牌
周
主
题
活
动
开
启

活
动
开
启

□

本
报
记
者

张
稚
丹
文\

图

《天工开物》

曾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技术
□ 何明星

《天工开物》日文全译本，日汉
学家籔内清译，平凡社1969年版。

《天工开物》日文全译本，日汉
学家籔内清译，平凡社1969年版。

《天工开物》 法文译本，法国汉
学家儒莲译文合集《中华帝国工业之
今夕》，2018年再版本。

《天工开物》 法文译本，法国汉
学家儒莲译文合集《中华帝国工业之
今夕》，2018年再版本。

《天工开物》 第一个英文全译
本，任兴都等翻译，1966 年宾夕法
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工开物》德文译本，关增建
译，2004年自然科学出版社出版。

读书，

在中文系
□ 曲 波

中国典籍在海外中国典籍在海外

我们生活的城市没有田野，没
有农忙，没有炊烟，没有鸡鸣。在
拥挤而嘈杂的城市待久了，会向往
书中的田园生活，渴望放慢生活的
步履，去淳朴宁静的地方走一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田园。
它也许是“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也许是“种豆南山下，草
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
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城市里，能回归田园吗？
《南山有我一亩田》（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的作者李开云，职业
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家和编剧，也是
田园生活爱好者。日常写作，业余
种田。他说：有一种美，叫走在田
园的路上。

2014年，李开云花1000元在重
庆南山脚下买下一块田 （确切地说
是一块田的使用权），从此过上了荷
锄种地、写作听雨的诗意生活。

你或许会问：城市里哪儿来的
田种？作者说：田园并不一定只存
在于乡野，它是一座城市的秘密。
只要你愿意，朝城市的边缘地带开

车走上一刻钟左右，就一定能找到
农田。

有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自己辛
苦种地？买点吃不是更省事？”李开
云认为，生活方式只是一种选择，
重要的是心的快乐与自由。就像挪
威作家阿澜·卢所说：“我们已经习
惯了所谓舒适的城市生活，但偶尔
也需要去体验一下自然的浩瀚，感
知我们到底来自何方。”

刚锄地的时候，不到 20 分钟，
李开云的手就起了血泡。老菜农李
爷爷告诉他，锄地不能用蛮力，得
用技巧。举起锄头的时候，双手得
用力，把锄头柄握紧；但在锄头落
地的时候，双手得松劲儿，借着惯
性的力量，将锄头插入泥土。

跟翻地相比，种菜则是一个技
术活。比如四季豆，它从土里冒出
芽来两周左右，就需要在旁边插上
支撑架，否则它就会匍匐在地上，
造成收成锐减；当嫩绿的豌豆苗长
到两三厘米高时，施一次肥，长势
就会迅猛；黄豆跟韭菜、葱一样泼
辣，一般栽种在靠近土坎和边界的
地方，舒展开来的豆秆斜靠在路旁

田垄，不占据空间。所有的蔬菜
中，从洒下一粒种子到生根发芽，
菠菜的生长速度是最慢的，小白菜
最快……

种了几年菜，李开云俨然成了
个地道的种田人。他说：田园，就
像你生活中的某个朋友，不管你是
否需要，它都在那里固执守候。土
地不懂欺骗，不懂说谎。你对它
好，精心呵护，它就给你足够多的
回报。

种地久了，田园里的人都变成
了亲人。

在这本书里，每个人的生活都
很简单，却又散发着动人的滋味：
李爷爷80岁了，为给菜地浇水可以
任性地坐飞机从千里之外赶回家。
他在自己地里盖了一间工具棚，让
大家放农具，不仅将别人的农具擦
洗得干干净净，还免费修好损坏的
工具；老张菜地里的花椒成熟时，
谁都可以撸一把带回家去做调味
品；夏天沟渠堆满垃圾，老彭主动
清理，还挂了个文明种菜告示牌；
冬天，大家找来七八根粗壮的木
棒，搭在干涸的沟渠上，架上柏树

枝烧烤腊肉、香肠；夏天，蔬菜丰
收了，大家互赠调剂……人与自然
因田园而和谐相处，这是人世间独
有的美。

作者还精选200幅耕作图片，将
自己根植于大地的生活方式立体呈
现——夏日天静昼长，听得到黄
瓜、西红柿、豆角勃勃生长的声
音；秋天是收获的时节，鲜嫩的玉
米、朴实的地瓜，用最简单的方式
烹煮就能品尝到最纯正的食之本
味。播种、浇水、劳作、收获，日
子简单却美好。

种地是耕耘土地，更是耕耘心
灵。简单而纯粹的劳作，会让身体
找到自然的秩序。

行山，看云，听风，将日子过
成诗，其实没那么复杂。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南
山，都有自己的一亩田。

我有南山一亩田
□ 萧 萧

我有南山一亩田
□ 萧 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