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收录

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此本为明汲古

阁刊本。

《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笔谈》二十六卷，

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

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

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

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农学、工程技

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在这些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

语言学、音乐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

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

就性质而言，《梦溪笔谈》属于笔记类。从内容上说，它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

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这在笔记类著述中是少见的。因为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素

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也就具有极高价值，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

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因而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还称誉

沈括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

家。1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带，后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带。仁宗嘉佑八年

（公元1063年）进士。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提举司天

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

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

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年）以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

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汲古阁江苏常熟沙家浜七星桥西岸毛家宅基，距市镇约1.5公里，是明清之际中国著名

藏书、刻书家毛晋藏书处。毛晋（1599-1659年），原名凤苞，字子晋等，自幼通明好

古，博览强记，性嗜聚书，前后积至八万四千余册，构筑汲古阁、目耕等庋之。所藏

多宋元刻本，其“影宋钞”为天下所重。曾延清名士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等

巨著，为历代私家刻书之最。据传世《汲古阁图》，此阁位于毛氏宅园中轴线上，左

右分设绿君、二如等亭。阁后有楼八间，上层藏书板，楼下及两侧厢原为刻书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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