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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成书于我国明代，初刊于 1637 年（明

崇祯十年），作者是明代科学家宋应星。书中图文并

茂地记载与论述了我国明代中叶以前传统农业和手

工业两大领域内 30 个生产部门的农业科技与工艺技

术，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农业和手

工业发展。《天工开物》是一部深入了解我国古代社

会实态和传统科技的技术书，更是一部中华农业文

明极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

百科全书”。在 300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阅读

这本书时，不仅可以看到我国传统农业科技与手工

业技术独立发展的璀璨成果，还能引发深思，产生

新的认识，非常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研究、传承与

创新。

《天工开物》内容简介

《天工开物》的书名源自《尚书》的“天工人其

代之”和《周易》的“《易》开物成务”，意思是指

人们利用自然规律来创造物质财富，丰富精神世界。

作者宋应星在序言中写道：“卷分前后，乃‘贵五谷

而贱金玉’之义。”即书中章节的前后顺序，均是按

照先五谷而后金玉来进行撰写。按照食、衣、住、行、

用的大体顺序编写，从《乃粒》到《珠玉》共 3 卷

18 篇，全书有 62000 余字，囊括了 30 个生产部门，

130 多项生产技术，插图 100 余幅，图文并茂地记述

了我国 17 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艺和成就。

明末，在儒家“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崇实

黜虚”等实学观点的影响下，宋应星撰写的《天工

开物》以追求实用与实际应用为总目标，书中内容

都是基于实际试验而展开著述，避免了文字冗余和

述而不作的问题。宋应星在书中运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采用较为精确的数据，再配上栩栩如生的插画，

详尽地展示各项工艺的生产过程、操作流程及其结

构、配比等。这种行文范式不仅便于读者理解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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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借鉴操作，也能显示明代农业已发展到了较

高水平，手工业分工程度较高，各个行业实现了专

门化。纵观我国的各式古籍经典，像《天工开物》

如此详细、精确和简明易懂的记载并不多见，在作

者宋应星所处的时代更是不可多得。 

书中内容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该书在开

篇重点阐述了农业中“食”和“衣”方面，如水稻、

小麦种植，棉麻衣服纺织等。例如，书的首篇《乃粒》，

阐述的是人赖以生存的水稻和小麦在育种、种植、

栽培等方面的过程，因为“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

生之”。《乃服》介绍养蚕织丝的要点、工具、方法。

《彰施》介绍织物的植物染料的提取、染色、配色技

术等。《粹精》介绍稻、麦、豆类等谷物的加工。中

下两卷记述了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详细记载了

百姓生活中使用的器具和货币铸造等。

书中与文字相配的还有 100 多幅精美插画，使

书中内容生动有趣，让平民百姓更容易看懂书的内

容。我们惊喜地发现，插画中齿轮的传动、轴心等

都合乎几何透视原理，插画科学合理。此外，一些

在文字中没有提及的内容，在插画中都生动地体现

出来了。如《乃粒》“稻工”这一小节中有耘、耔两

幅画，可以清楚地看见耔这幅画中人穿着专供踏草

的草编筒状鞋。尽管文中没有专门对这双鞋进行描

述，但是生动的插画已经向人们表达了作者的心思，

看图后不少百姓纷纷效仿，穿上这类鞋除草培苗。

《天工开物》的农业技术观

书中蕴含的农业技术观有三层含义，一是体现

在改良和创制的各式农具器物，二是作者宋应星对

农业技术的理解，三是中国人自身所蕴含的农业智

慧。人类通过劳动和智慧发现、发明、创造了农业

工具，这些工具极大改善了百姓的农事活动并提高

了农业产出。如书中所写的各类用来浇灌的水利器

械，踏撤汲水的人车、牛力转盘车、水力筒车等，

人们借助改制和发明的水利器械从大自然获取水资

源，借助畜力节省了体力。

书中的每个章节无不体现了宋应星对农业科技

独特的阐释，及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学方

法。我国历代重要的古农书，一般文章开头都在写“重

《天工开物》斩竹漂塘、煮楻足火图（潘吉星译注版） 《天工开物》琢玉图（潘吉星译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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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和“劝农”，文字较为冗长。而宋应星在首篇《乃粒》

中仅写了 150 余字的序言，短短百字体现出作物和

人类相互依存的辩证观点。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严

密的科学方法体现在重视见闻试验，不去揣度臆测；

主张遵循规律做事，不盲干、不投机取巧；重视创

新发展，不因循守旧；动手实践过程中注重数量关

系及其变化所引起的质变；重视实践观察和试验记

录。此外，宋应星对农业科技的理解体现在文中重

视运用数量表达。大多数古代典籍主要采用定性表

达，定性表达往往存在笼统、不准确的问题，而准

确的数量表达则更加明确、科学。如文中各种油料

作物的榨油率都是宋应星自己试验所得的数据，对

水稻的秕谷率、麦子的出粉率都运用数字表达，农

具的大小、容量、时期等也都用数字来表达。

书中的每一处无不体现了中国人自身所蕴含的

农业智慧，而农业智慧与“考工学”的设计理论密

不可分。“考工学”是中国设计理论的一个基本形态。

“考工学”是农业文明传统手工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个性化的设计中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考工

学”形态下的设计，一般都是在小范围的手工作坊，

融设计、制作与施工为一体，自产自销的环境下进

行的。“考工学”真正是追求生活艺术化以及展示人

的智慧与创造精神的体现。在书中，“考工学”设计

的主体，即这些技术巧手被宋应星称为“神人”。宋

应星十分尊重劳动人民，在文中多次称赞能工巧匠

的高超技艺。书中相关的表述如“工匠结花本者心

计最精巧”“盖人巧造成异物也”。“神人”这个对劳

动人民的称谓也反映了对辛勤劳作的劳动者的尊重，

不像纨绔子弟和“经生之家”“以赫衣视笠菱”“以

农夫为诟詈”，即把“农民”看作囚徒，把“农夫”

二字当作骂人话。

《天工开物》对农业科技教育的启示

一是塑造崇尚农业科技的社会价值观，提高青

少年对农业科技的兴趣。宋应星已深刻认识到当时

封建社会“轻劳动、轻技术”的社会现状，因此，

他在书的序言中明确告诫读者“丐大业文人弃掷案

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也”，请儒家文人将这

本书扔一边去吧，它与功名进取无关，不能在考试

中助你一臂之力。很显然，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是学而优则仕。而宋应星笔下的“神人”即在一线

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技术高超，精湛

到可与天工媲美，却常被“经生之家”所耻笑，其

社会地位未能得到广泛认可，作为下层人士生活艰

辛而窘迫。随着社会的发展，忽视农业学习的价值

取向不断延续，导致青少年对农业科技学习不重视。

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坚持这样的价值取向，大国

工匠、工匠精神不是单纯的宣传口号，要塑造一个

崇尚农业科技和工艺技术的社会环境，切实提高青

少年对农业科技的兴趣。

二是开展农业科技创新教育。《天工开物》不

仅介绍了很多农业科技改进的方法，还多次表达了

农业科技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进步。如在《陶诞》

一章中写道：古代商、周时期使用全木质器皿来盛

祭祀用品和食物，后来人们发现陶土性能更好，于

是发明了美观且实用的瓷器。但是，他发问道：难

道不能有比瓷器更好的器具了吗？可见，宋应星清

楚地认识到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

在农业科技教育中也融入“创新”二字。首先，可

以创新博物馆有关农业科技藏品的讲解词，以更容

易让青少年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达。其次，可以引入

数字化 VR 手段，让青少年在情景模拟中体验古代

农业科技的乐趣。最后，相关的博物馆科普活动中

可以以“微课 +动手”的教育形式，让青少年亲手

制作农具，体验做农事的乐趣。书中很多内容都可

以开设对应的微课课程，如竹编、草编、制陶、木工、

剪纸等。

三是大力宣传农业科技教育，传承优秀农业技

术。传统工艺是工匠精神的依托。《天工开物》一书

充分体现了国人高超、可贵的匠人精神。但是，当

前许多传统技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缺乏创新的困境。

要使更多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就有必要继续大力宣

传农业科技教育，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和传承优秀农

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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