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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江苏镇江，不仅有梦

溪路、梦溪广场，还有梦溪园巷。在

梦溪园巷21号，坐落着留存至今的

梦溪园，在这里，沈括度过了他人生

中最后的8年。也是在这里，沈括将

他毕生所学、所知、所思编撰成书，

命名“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堪称我国古代科学

技术成果的资料库，书中包含内容

之多、涵盖面之广，有目共睹。全书

凡30卷，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

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

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

药议等17个门类共609条，有关自

然科学的内容多达255条。

沈括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通

才、奇才，在天文、地质、化学、数学、

光学、医学、建筑学、工艺制作、军

事、哲学、艺术等领域，都有自己独

特的探索和贡献。他在各个领域的

重要研究成果俯拾皆是：数学上的会

圆术、隙积术，物理上的人工磁化、

透光镜、应弦共振，化学上的石油制

墨、湿法炼铜，天文上的浑天仪、真

太阳日、改历法，医学上的磁疗、药

用矿物，经济上的贸易顺逆差，音乐

上的唐乐研究、乐器考证……《宋

史》如是评价：“学术浩博，文艺深长，

经史之外，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卜

诸家，无不通练，皆有论述。”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

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北宋时期，中国的许多

发明创造达到高峰，并居于世界领

先水平。《梦溪笔谈》集中体现了天

文学、数学、物理学、地学、医药学等

多个学科当时的前沿成果，折射出

那个时代的科技辉煌。

沈括终其一生，对自然和社会

充满好奇，并不断探究其中奥秘。

在《梦溪笔谈》的每一个条目里，几

乎都有沈括不同寻常的思考和发

现，许多体会非用心体察的亲历者

绝写不出。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

项——指南针、印刷术，是借由这本

书中的记录而得以流传下来。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大约出现于

战国时期，古人称之为“司南”。司

南因其磁性较弱、指南效果不好等

缺陷，长时间未能得到广泛使用。

到了宋代，随着人工磁化方法的发

明，指南针的使用有了重大突破。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磁

针装置的4种方法，即水浮法、碗唇

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缕悬法，并对

这4种方法进行了比较。

在观察和研究指南针使用方法

的过程中，沈括还发现了指南针所指

的方向不是正南而是略微偏东，这种

现象在物理学中叫作磁偏角。这是

世界上最早发现磁偏角的记录，比欧

洲哥伦布的发现早了400多年。

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工匠毕

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做成

活字，把铸字、排版、印刷3道工序结

合起来，这是印刷技术的一大革

新。《梦溪笔谈》中写道：“若止印三、

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

极为神速。”

除了这些记录，沈括在《梦溪笔

谈》中还记载了很多劳动人民发明

创造的事迹，比如木工喻皓的《木

经》、水工高超的治理黄河经验，以

及民间炼钢炼铜方法等，都是源自

他亲身收集的原始素材。

正是因为有了沈括的这本《梦

溪笔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

中国文明的看法，让他们知道中国

古代在多个科学领域曾遥遥领先于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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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晶 蒋 涛 卜滢滢

因地处沈括的家乡，我校有幸成为以这位古

代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建校以来，学校着

力传承沈括“精研深究”的科创精神，以“人文为

基、科创为翼”作为办学定位，为学生打造随处可

见的科学元素。

沈括强调“必睹其验，始著其篇”，即通过亲身

实践验证探索真理。这种理念，在沈括小学得到

了很好的传承。

学校的绿化带中矗立着一根根传声筒，每每

下课，学生们就三个一群、两个一组地围在传声筒

两端打起了土电话，在嬉戏玩闹中，他们感受到了

科学的魅力。像这样的科学元素散落在校园的角

角落落：墙面上、草丛中、转角处……学生们可以

随时体验，随时观察。

《梦溪笔谈》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集大成之作。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展现出的科学精神，以及

其中遗留的科学问题，值得各科教师深挖，为教学

所用。

《梦溪笔谈》中的《桂屑除草》原文并不长，如

何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及蕴含其中

的道理？在教学《桂屑除草》这堂拓展课中，我们

进行了精心设计。

课堂上，先由学生上台表演情景剧《江南后主

除草之惑》。几名学生身着汉服，对这个故事进行

了生动演绎：南唐李后主忧虑清暑阁前杂草滋生，

于是，徐锴让人用桂枝屑洒在砖缝中。

在讲解了文中难懂的字词释义后，便进入提

问环节。

师：徐锴是怎么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的？谓：

“《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辛螫故

也。”《雷公炮炙论》中也说了一件事情，跟徐锴的

解释差不多。《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

中，其木即死。”以肉桂做成钉子，钉在树木中，树

木很快就死了。那么真是因为“桂辛螫”吗？

生：是，因为《吕氏春秋》中是这么说的。

生：不是，因为“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

为辛螫也”。“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

制耳。”

师：在文中找一找，沈括在写这篇文章时引用

了哪些名著？

生：这短短的一篇文章，却引用了《杨文公谈

苑》《吕氏春秋》《雷公炮炙论》3本著作。

生：沈括酷爱读书，对名著也是如数家珍，所

以他才能集前朝科学成就于《梦溪笔谈》之中。

师：沈括通过《桂屑除草》，告诉我们什么？

生：桂屑之所以能除草，不是因为辛螫，而是

因为桂树本身的特性，但到底是桂树中的哪一种

物质发挥了其作用，当时由于科技不发达，所以无

从探究。

生：现在科技发达，历史上的很多未解之谜，

都能探寻到答案。沈括的《梦溪笔谈》集合了古代

的很多科技发明，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科学疑问。

我们将沿着他的脚步，发现一个又一个问题，在求

索的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收获。

其实，《梦溪笔谈》对小学生来说比较艰深，我

们便让他们读一些相对浅显的名人传记类作品。

在《文理全能小达人沈括》的阅读分享课上，我们

引导学生学着沈括的样子，对科学原理进行验证，

沉浸式体验科学家的所思所想。

《梦溪笔谈》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毕昇发明

的活字印刷术的工序。沈括还对4种指南针的

使用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南针传到西方，对人类

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指南

针依然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阅读，学生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课前，我们让学生自己动手做一做，在课堂上

则通过视频，分享学生亲手体验活字印刷以及用

水浮法、缕悬法制作指南针的过程。

而在科学课堂教学中，我们不但强调观察和

实践，还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鼓励学生提出问

题、勇于思考。课堂上，常通过启发式问题和探究

性学习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在

研究过程中出现分歧时，学生往往会采用重复实

验的方式进一步探究。渐渐地，他们养成了不偏

听偏信、追求事实的习惯。

沈括注重实际观察，三年级的科学课有关于

光影的研究，在引导学生观察阳光下物体影子的

变化时，我们总会领着他们到日晷前驻足。日晷

是太阳钟，晷面上的影子就像现代钟表的指针，随

着太阳渐渐升高，用无声的影子告诉大家时光的

流逝。学生们常常惊叹日晷的时间居然能如此精

确，深深叹服于古人的智慧。

（作者系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沈括小学教师）

率意者，勤思精研
□于 佳

一
暑日回乡。返杭前一天，特意和女儿一起去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参观。

今年是王进喜诞生100周年。在我出生的“油城”大庆，讲起铁人

的奋斗史，唱起《我为祖国献石油》，总是让人自豪澎湃。

而若讲起“石油”，在展厅第一部分，一张泛黄的古人画像让人停

下脚步。

走近一看，是钱塘人沈括。展板的文字介绍上写着：“900多年前，

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任延安府经略时就对陕北高原的石油露

头进行勘探，并在《梦溪笔谈》中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预言‘此物

后必大行于世’。”

展厅内的志愿者，来自中国石油大学，他介绍，铁人王进喜雕塑和

沈括雕塑都已在中石大校园落成。这两尊塑像分别表现了“苦干实

干”的奉献精神和“勤思精研”的科学创新精神。

王进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深感没有文化寸步难行，下

决心加紧学习；沈括生于官宦之家，却能体察民间疾苦，他所写到的

“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等对石油的

描述，如此精准。

想起海德格尔曾说，“未来以过去曾是的样子塑造了现在”，此刻，

不禁为之喝彩。

二
我们好像总是能轻而易举地讲出沈括在工程学、天文学、数学、

地理学、化学、物理学等方面领先于时代的发现与成就，他和我们分

享了太多科学的志向和生活的热忱。可对于沈括，终究还是生疏了。

时值这一季盛夏尾声，来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安溪村太

平山南麓的沈括之墓。绿意盎然的香樟树下，“宋故龙图阁直学士沈

括之墓”的字迹已经模糊，墓道两侧立着石翁仲一对，石马、石羊各一

对。一只年迈的黄狗，在墓地旁静静守望。

也就是这样一刻，突然想到沈括的披荆斩棘。

《宋史》曾载，沈括出使辽国，契丹宰相杨益戒来同他面议。沈括

找到争论地界的各种书信档案数十件，预先让幕僚和吏员背熟它们，

杨益戒反问，沈括就据理力争列举。另一天再问，还是同样回答。杨

益戒无言可对，傲慢地说：“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沈括回答：

“师直为壮，曲为老。”

这样一句回答，也许佐证了他并未写到而又让人好奇的一生。师

直为壮，是沈括。

回到《梦溪笔谈》，自序中，他写自己“退处林下”，不谈国事，“所录

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透过历史的尘烟，我们无心审

度“乌台诗案”的是非与得失，单这一句开场白，就已足够磊落干脆。

三
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说：沈括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一部《梦溪笔谈》，似乎包罗万象。看见彩虹，会想到“虹乃雨中日

影也，日照雨则有之”；行至雁荡山，会想到他写，“沙土尽去，唯巨石岿

然挺立耳”；从苏州赴昆山，又会想起这六十里路“皆浅水无陆途”的跋

涉……但更多愿意记得的，还是他写到《尝茶》时的珍惜，“一夜风吹一

寸长”。

盛唐隆宋。这里的“隆”，是中国气派，是文化气象。作为北宋最

博学的科学家，他的精神直至今日仍不过时。

在古代，中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读书人只需读好四书五

经，其他“杂学”皆为小道。在当时，要出一位懂得“杂学”的读书

人，殊为不易。

而那时的沈括，就已显示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另类”品格。他

说“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并指出“阳顺阴逆之

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也就是说，自然界事物

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正是这样“前卫”的思想，促使他达到了那个时代在科学技

术上的非凡高度。

沈括十分重视调查、观察、实测、实验，并且要“原其理”，“以理推

之”。穷其一生，他都在不断地观察、发现、求知、探索。

在当下，沈括精神的传承恰逢其时。今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旨在为中小

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科学教育。我们原有的科学教育，以看和听为

主。然而，要实现对科技的理解和掌握，不仅要看，要听，更要去动手

探究，只有在探索中，才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在沈括的故乡良渚，有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学，这里的学生从

小就是“沈括伢儿”。而在杭州市下沙中学，有个沈括班，培养的是在

科学技术方面有兴趣并能成为特长的学生。所幸，沈括精神穿越长久

的岁月，正在焕发出别样光芒。

寻根觅源

课堂传承

多而能者遗千秋韵学

生活在900多年前的杭州人沈括，至今还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铭记。每年清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沈括小学的师生们都会赶往位于杭州城西良
渚街道安溪村的沈括墓前献上鲜花。在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还有一幢以沈括的字“存中”命名的存中楼。

沈括的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诸多发现、论述超越前人，甚至领先于当世，更在于他始终不渝对世间万象格物致知、洞悉源流的探索精神，以及他重
视调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沈括一生博览广识、勤奋好学，注重“专心致意毕力于其事”，很多思考和研究也与其生活轨迹、仕途生涯紧密相关。要了解
这位中国古代科技先驱，就需要走近他的一生——

沈括的生卒年在史学界有4种说法，

本文取学者张荫麟考证、胡道静订正的

生于1031年、卒于1095年之说。沈括

降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他的出生，对当

时已经50多岁的父亲沈周来说，可谓“老

来得子，喜出望外”。沈括的母亲许氏精

通文理，是苏州官宦家庭的大家闺秀。

早期沈括也由母亲亲自教育。开明的母

亲没有急于催促沈括考取科举、光耀门

楣，而是给予他更多的自由空间。

公元1054年，20岁出头的沈括为父

亲服丧期满后，承袭父荫来到了今天的

江苏省沭阳县，担任主簿一职。这也是

《宋史》对沈括生平介绍的开始。主簿算

是低级官吏，相当于县令的秘书。这是

份苦差事，沈括自己曾感叹，“仕之最贱

且劳，无若为主簿”。话虽如此，沈括还

是兢兢业业做了不少事。当地的沭水，

由于泥沙淤积，常给周围居民带来水灾

之祸。前任知县在治理沭水上处置不当

引发民乱，被赶下台。沈括临危受命，担

任代理知县。他仔细了解了民众不满的

原因，然后该换人的换人，该抓紧的抓

紧，用最少的工期完成了疏浚沭水的任

务，让当地“得上田七千顷”。此后，沈括

辗转今天的江苏省东海县、安徽省宁国

市、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担任知县。

或许是沈括感知到，没有进士出身

的加持，身处基层哪怕做出再多的政

绩，也看不到晋升的希望，自叹“十年试

吏，邻于三黜而偶全”。据说他“裸辞”

投奔亲友，安心备考去了。对沈括来

说，命运的齿轮在公元1062年开始转动

起来。这一年，他在苏州当地的科举考

试中考取第一名。第二年春天，沈括又

在礼部考试中进士及第。之后，在淮南

路转运使张刍的引荐下，沈括被任命为

编校昭文馆书籍，获得了升迁的优质

“跳板”。

公元1070年，沈括因母亲许氏去世

回乡守丧。待3年守丧期满，再回京城

时，变法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了。沈括的才干被变法派看中，获任检

正中书刑房公事一职，成为宰相属官。

此后，沈括凭借自己的学识主持疏浚了

汴河，改革了南郊祭祀的礼仪制度，兼

任提举司天监时主持修订了新历，改制

了新观象仪。沈括的功绩终于得到肯

定，连升3级，成了宋神宗身边的近臣，

步入高级官员之列。

随着北宋外患问题的加剧，沈括接

手的边防、军事事务越来越多。在河

北，他将那里的山川道路绘制成地图，

并制作成立体的地理模型图进献于宋

神宗。在军器监，他在武器制造与改

良、战术阵形、堡垒修建等方面都颇有

成绩。沈括还奉命出使辽国，在边境问

题上取得外交胜利。

由于沈括的不少做法和变法派有

出入，他和王安石等人的裂痕越来越明

显，最终被贬为宣州知州。后虽奉命参

与到与西夏的战事，并展现出不凡的军

事才能，但最终无法改变宋军战败的命

运，自己也被追责处分，继续遭贬。沈

括在遗憾中告别了政治舞台，并发出了

“满目伤心悔上楼”的感慨。在沈括生

命的最后10余年里，他以研究学问为慰

藉，闭门整理写作，直至65岁逝世。

沈括的好奇心和勤奋劲在他儿时就

已显现出来。在他随父亲居住福建泉州

期间，听说当地有一种叫“钩吻”的剧毒

植物，便对这种植物作了细致的观察，发

现了前人记载的谬误，并予以澄清。因

为从小体弱多病，沈括在读书习字的同

时，也学习医药，搜集医方。沈括的学习

兴趣广泛，难得的是他没有停留在“三分

钟热度”上，也没落入把学问作为名利敲

门砖的俗套，写就了“斜杠”到底的一生。

早期为吏的经历让沈括成了水利

专家。在安徽宁国，他提出“圩田五

说”，促成万春圩的建成，并写成《万春

圩记》，向世人宣传圩田的好处。在兼

任提举司天监时，沈括已表露出对天文

的深入理解。他对日月之形状、日月蚀

之原理，以及日月轨道交点退行等问题

的见解已颇为领先，又作成《浑仪议》

《浮漏议》《景表议》，对观测天象的仪器

和技术进行改进。

用“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来形容沈

括，毫不为过。在河北为官期间，沈括通

过20多天的走访勘测，用木屑和蜡做成

山川地理模型图。这种地图比例尺更

大，也更为准确。出使辽国后，沈括把沿

途的各种情况详尽整理，编成《使契丹图

抄》。沈括还耗费12年，制成综合地图

集《天下州县图》。在沈括对各地风土、

人情和物产的记录中，留下了最早关于

石油的描述。他在陕西看到当地人采集

一种黑色的液体，燃烧时冒出很浓的黑

烟，便断定这种黑烟可以利用，断言“此

物后必大行于世”，认为国内“石油至多，

生于地中无穷”。交通变迁、地质演化、

物候气象……凡此种种，都留下了沈括

的洞察和观点。

沈括还对医术有所研究，他提出看

病的“五难理论”，强调要详尽地掌握患

者的临床情况。他整理的药方曾让垂死

的病儿起死回生，同时他又将药方慷慨

传于他人。后人将沈括的《良方》和苏轼

所作的《苏学士方》合编成《苏沈良方》，

该书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在艺术领域，好学的沈括也没有缺

席。他对燕乐二十八调进行了深入了

解，写了《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

书。相传在领兵对战西夏期间，他还创

作了几十首歌曲，让士兵作为凯歌传

唱。沈括喜好收藏名家书画，在艺术鉴

赏和批评领域有自己的看法。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沈括的著述

有22种155卷。据宋元诸家书目著录

及沈括本人之所自志，有40种以上，遍

及经、史、子、集各部，可惜大多数已失

传，仅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杂家”沈括的

涉猎广度已经足以令人为之惊叹。

自古钱塘多名士。沈括是钱塘

人，他的祖父曾任大理寺丞，父亲沈

周曾在现今的镇江、泉州、简阳、开

封等地为官。沈括聪颖好学，幼年

时期便读完家中藏书，又跟随外出

做官的父亲，接触到了各地不同的

风土人情。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这些为他后来成长为古代科学

史上的巨星奠定了坚实基础。

良渚文化专家康烈华说：“《梦

溪笔谈》里的溪，就是安溪。”晚年，沈

括虽移居润州（今镇江），但他一刻也

未停止对故土的思念，把所住的地方

取名为“梦溪园”，并嘱咐后人让他落

叶归根。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上伟大

的科学家，2020年，杭州市余杭区新

增了一所以“沈括”命名的小学。

纵观沈括的一生，在为官上，他

勤政务实，坚持认为“民怀其惠，不

怀其人”。从一个县级主簿，到后来

的知州、馆阁、司天监，乃至三司使，

他每到一处，都是脚踏实地、“善政

善行”，留下突出政绩。在沭阳，面

对境内沭水淤积导致的水患，沈括

组织人力，“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

九堰”。这一举措不但解决了水患，

还因此开辟出 7000 顷的好田地。

在提举司天监任上，他改进了浑天

仪等天文观察仪器，对日月蚀的成

因和月的盈亏作了进一步说明。

在治学上，作为古代少有的科

学家，沈括善于在总结众人经验的

基础上坚持科学研究。他认为，“人

有前知者，数千百年事皆能言之，梦

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

定。余以谓不然”。既然“事非前

定”，人要获得知识，必然依赖于过

往的经验，而经验又源自人的观察

与实验。沈括始终保持着对身边未

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注重

寻访名工巧匠，“所至之处，莫不询

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

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沈括虽相

信经验，但又不迷信和盲从经验，而

是惯于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他涉猎

广泛，见解独特，能发前人之所未

发。在《梦溪笔谈》中，对于不确定

的科学问题，沈括明确承认自己知

识的局限性和阶段性，表示“未深讨

耳”。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海潮是

由太阳的出没造成的，但沈括发现，

潮水起落主要同月相有相关性，并

据此提出了潮汐受月亮运动影响的

假说，而后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

证明了该假说的科学性。在古代，

历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阴阳历结合，

并用置闰的方法加以调整。沈括首

先大胆提出了阴阳历的缺陷，并亲

自测验昼夜星月的位置变化达5年

之久，以此来求得可靠的实验数据，

这才有了后来的《十二气历》。

1979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决定，将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

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星”。这既

是对沈括在科学领域作出的卓越贡

献的一种崇高致敬，也寄托着人们

对他的深切缅怀。

宦海沉浮，文武兼修

博学善文，无所不通

百科全书，包罗万象

科学奇才，孜孜以求

乘梦溪之风 踏科创之梦
——将“精研深究”的科创精神植根学生心底

沈括视频

课堂现场视频

沈括墓墓道一侧的石马。 教师带学生读《梦溪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