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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古代“科技大牛”缔造传奇
自古以来，科技创新一直贯穿在人类社会的

发展过程当中，屡屡在重构疆域版图、重塑社会经济结构
时，成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变量。闽南是块福地，人杰地灵，古时在天
文、水利、军事、航海、造桥、医学等方面涌现过众多“科技大牛”，他们
惊为天人的创造力和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的非凡能力令人折服，也为后世留下了
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核心提示

千百年来，泉州从不缺乏科技创新能手：北宋名
臣蔡襄在泉州主持建造著名跨海大桥——万安桥（洛
阳桥）时，创造性地运用“筏形基础”“种蛎固础”“浮运
架桥”等造桥“黑科技”，名垂青史；他还深入考查荔枝
品种和分布情况，撰修著述《荔枝谱》，该书也是世界
上最早的果艺栽培学专著；蔡襄在各种行业间反复横
跳，只能说天才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泉州明代军
事家俞大猷戎马一生，同时还痴迷于发明创造，曾设
计浅水道航行的河船，并撰《论河船式》，另外发明了
一种陆战用的独轮车，如果古代有国家技术发明奖，
那俞将军可能会是“获奖专业户”。清代曾担任过福建
寿宁县教谕的晋江人施世榜，不仅文采斐然，同时还
擅长经营田产，后来又化身水利工程师，兴建了清代
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八堡圳水利工程，该工程迄

今仍为国人津津乐道……
科技改善生活，科技改变你我。古代“科技大牛”缔造

的岁月传奇，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了解历史，就能知道他
们的成功绝非偶然，那些光彩照人的成就全是他们用
时间、精力与热爱铸成的，有了辛勤的付出，才会获得
超出常人的回报。时代变迁，社会文化也在不断
嬗变，但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却从不曾离开，
而且还将以种种形式紧随时代而前进。科技
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不断前进，希望
未来闽南大地能涌现更多的科
技发明家、创造家，来为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提供更多
正能量。

科技传奇带来新的启示

虽然中国火药已有千年历史，但中国第一部火炮
制造的专著却是出现在清末，该书的作者丁拱辰是晋
江陈埭岸兜村人。丁拱辰，又名君轸，字淑原，号南星，
嘉庆五年（1800年）出生于陈埭一个回族商人家庭。
少年时，他对天文、历算之学很感兴趣，就读村塾时就

“通三角八算之法”，勇于实践创造，曾自制日晷以观
时辰。不久，家中为他纳资捐监生，在学习过程中，他
对清末国家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厌恶封建制
度下的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惰性与顽固。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丁拱辰出国经商谋生，
先后到过菲律宾、伊朗和阿拉伯等地。在国外期间，
他于商务之余，孜孜不倦地自制测量仪器，利用自
制的全周仪测量水程、地势、星值，引起了国外司航
人员的重视，并借给他西方的有关图书资料，使其
得以掌握西方各式枪炮和船舰的构造原理与操作
方法。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
丁拱辰毅然放弃他“持筹幄算，辄操奇赢”的经商之梦

回国。有感于中国大炮和炮法未精，想通过“师夷之长
技以制夷”，改善火炮设备，巩固中国海防。丁拱辰绘
制了“演炮差高”和“用滑车拉炮、举重”等图说，连同
测量演炮高低的“象限仪”一具，交给清朝原两广总督
邓廷桢，因此被推荐到广东燕塘炮局教导炮手演放大
炮，并有机会观摩从国外买进的西洋大炮、炮弹，为研
发新型火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过程中，丁拱辰
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火炮制作专著——《演炮图说》，这
是我国军事科技史上的开拓之作，受到林则徐、邓廷
桢、魏源等许多爱国志士的重视和好评。邓廷桢评价
《演炮图说》为“辨徵妙解弧三角，策事真通垣一方”。
后来，邓廷桢将此书转交给驻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等
人。道光皇帝闻讯，命奕山等人进献《演炮图说》，并称
赞丁拱辰“矢志同仇，留心时务，可嘉之至”，赏其“六
品军功顶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易其稿的《演炮图说
辑要》由泉州会文堂正式刊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部详细介绍西方兵器科学技术、普及炮兵常识、图

文并茂的专著。该书共分4卷50篇，作图110多幅。丁
拱辰在书中对当时中国与西方火炮的优劣进行比较，
有力地批判当时有些人的恐外心理。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丁拱辰又撰写了《演炮图说后编》1册
2卷，把西洋兵器及其操练，述说得相当详尽，为
前书增添了新的内容。咸丰、同治年间，洋务运动
兴起。丁拱辰经同乡龚显曾推荐，被江苏巡抚李
鸿章调到上海襄办军器，为编撰西洋武器著
作和研制西洋武器而奔劳。同治二年（1863
年），丁拱辰编著《西洋军火图编》60卷、12万
字，附图150幅。

丁拱辰自学成才、富有创
见，始终站在“开眼看世界”的前
沿，是19世纪中国引进西方军
工科学技术的先驱，是中国近代
史上火炮制造和演练方法的第
一人。他的著述、发明和制作
的武器，对巩固国防，抗
击外国侵略者，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为我
国当代军事科学家所
重视和推崇。

丁拱辰留下首部火炮制造专著

谈起北宋的“科技大牛”，有个人一定是绕不过
去的，那就是苏颂。这是一位文理兼修的“学霸”，他
文能走笔题诗、著书立说，理通天文历法、发明创造，
在天文、药物、算学等多门学科上，为国家作出过卓
越贡献。

苏颂，字子容，谥正简，北宋泉州同安葫芦山（今
厦门同安永丰乡）人。苏颂的父亲是博学鸿儒苏绅，而
母亲则是龙图阁学士、晋江人陈从易的闺女。成长在
这样一个底蕴深厚的书香世家，耳濡目染之下，苏颂
从小就对各类书籍充满兴趣。北宋庆历二年（1042
年），苏颂进士及第，当年同榜的还有后来主持变法的
王安石。苏颂从23岁入仕，直到81岁拜太子太保，一
生从政五十多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
朝，是一位受万民景仰、君主信任的政治家。但苏颂最
重要的成就却非在政治上，而是在科技上。

嘉祐年间（1056—1063年），苏颂任集贤院校理，
负责对朝廷收藏的经籍图书进行版本校勘、整理。在
这期间，苏颂接触了大量有关天文、音乐、算学、医学、
典章制度的书籍，且“探其源，综其妙”，“验之实事”，
掌握了大量的跨学科知识。嘉祐三年（1058年）至嘉
祐六年（1061年），苏颂独立编写《本草图经》一书，含
目录1卷、分类20卷。《本草图经》是第一部由闽南人
主修的官定药书，书中记载了300多种药用植物和70
多种药用动物或其副产品，准确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
产地、形态、性质、用途、采集季节、炼制方法、鉴别方
法等，图文并茂。明代李时珍对《本草图经》评价极高，
认为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并于《本草纲目》中大
量引用。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评价此书说：“这
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

元祐元年（1086年），由于天文院太史局的天文

仪器大多年久失修，宋哲宗诏命苏颂主持打造新的仪
器。是年十一月，利用自己选贤任能的慧眼，苏颂奏请
任命了一群擅长天文、算术、机械制造的官员，组成一
支大佬云集的科研团队。在苏颂、韩公廉等人的通力合
作下，震古烁今的水运仪象台于元祐七年（1092年）全
部完成，得名“元祐浑天仪象”。水运仪象台开创了三项

“世界第一”：第一个可随天体运动的浑仪转动装置（望
筒）、第一个可控制仪象台匀速运转的“天衡”系统（擒
纵器）、第一个可根据观测需要自由启闭的活动屋顶，
此三项也开辟了现代天文台转移钟、现代机械钟表和
现代天文台自动启闭圆顶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苏颂和韩公廉还合撰《新仪象法要》，详细介绍了
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制作及使用方法，是世界上保存至
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也为后世复制水运仪象
台提供了可能性。《新仪象法要》中记载着依据实测绘
制的星图，共绘星1464颗，比四个世纪后西欧观测到
的1022颗星数还多442颗。该星图也是国内现存最早
的全天星图。宋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由此可窥见冰山
一角，子孙后辈也得以在“巨人的肩膀上”仰望星空。

苏颂创造划时代天文仪器

北宋出了一部重要的军事地理著述《武经总
要》，其主要编纂者曾公亮是泉州晋江人，为龙山曾
氏的族人。曾公亮幼时聪慧又勤奋好学，24岁时因
父荫授大理评事，本可轻松进入仕途，但他志存高
远，决心依靠自身才能科举入仕。果然，天圣二年
（1024年），他在25岁之时考中进士，从此开启官场
生涯。步入政坛后，曾公亮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
朝，为官近半个世纪，并于嘉祐六年（1061年）入阁
拜相，成为泉州赫赫有名的龙山曾氏“一门四相”盛
况的开创者。

曾公亮以“谨畏周密”出名，对军备颇有独到见解，这
也是朝廷于宝元年间（1038—1039年）打算在边界用兵，

“讲武备”之时，授命他与丁度编纂《三朝武经圣略》的重要
原因。后来，在该书基础上，又编纂《武经总要》40卷，于庆
历四年（1044年）完成。

《武经总要》分前、后集，各二十卷，内容涵盖丰富
的军事地理知识，以及战前准备、行军安营、战争进程
等军事各个环节。地理是军事行动的空间载体，与军
事关系密切，在冷兵器时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因素。作为一部具有集北宋中期以前兵学之大成者的
军事著述，《武经总要》包含了丰富的军事地理内容。
在战前准备方面，该书指出地理与战争关联密切，将
领应当接受军事地理学的训练，在战略评估敌我力量
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地理因素。在不同地带行军，要求

并不一致，要搞好通讯联系。安营
的总体原则是远离可能存在水、
火、致病因素的地域。战争中要随时
关注战地的空间变化，占据地利，把
握战机，争取胜利。

《武经总要》全书在地理与军事关
系、军事战略上的评估，地理与战争进程
的利害关系分析等诸多方面，均有所建树，
不少论述已经具有理论价值，包含对军事与
地理关系的规律性探索。在这个层面，事实
上已突破了古代地理学的局限，显示出军事
地理学的特殊性，它也是宋代军事技术发达
的一个具体体现。在学术传承方面，《武经总
要》为南宋人王应麟撰写历史军事地理学专著
《通鉴地理通释》提供了先决条件，起到了承前启
后的作用。

曾公亮提升军事地理认知

陈洪进是五代末至宋初的一名武将，仙游（当时属
泉州府管辖）人。他从小就有雄心壮志，且好读兵书，
《钦定四库全书》的《福建通志·卷17·封爵·泉州府·
宋·陈洪进》载：“（洪进）幼有壮节，颇读书，习兵法。及
长，以材勇闻，隶兵籍。”早年入兵伍，陈洪进曾追随留
从效、董思安、张汉思等人，后来南唐主李煜封他为清
源军节度、泉南观察使。赵匡胤扫平四方创建大宋王
朝后，陈洪进遣使奉表称降。北宋乾德二年（964年），
陈洪进获授平海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检校太
傅等职，泉、漳之地尽在其管辖范围。

泉州是滨海之地，域内湖泽河港纵横交错，如何利
用好水资源，成了重中之重。唐元和二年（807年），刺史
马惚主持开筑水塘，灌田数百顷；唐元和年间（806—
820年），晋邑之南又设六里陂水利工程，“内积山之源
流，外隔海之潮汐”，灌溉数十里内的农田；唐太和三年
（829年），泉州刺史赵棨主持在郡城东南郊登瀛里凿清

渠36条灌田，该水利工程名曰“天水淮”。
到了陈洪进治郡时期，泉州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特别是从中原徙居晋江流域的人更多了。陈洪进清
楚意识到只有耕种的田地获得灌溉，粮食增产，才能确
保百姓安居乐业。他决心改革田赋、兴修水利，带头捐资
修筑陂堰，又重修刺史赵棨所建天水淮水利工程，使大
片盐卤之地变为良田，对泉州平原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
用。当地百姓念其功德，将天水淮更名为“节度淮”。

陈洪进观察到郡城东南郊部分田地常年遭受海
潮冲击，庄稼无法生长。为保障农业耕地，同时也为扩
充晋江可耕田地，陈洪进主持在郡城东南郊荒滩上，
以泥沙条石筑起锁海长堤，全长约20里，设闸门7
个，引流洗卤，围垦造田。刚开始，在海潮上涌时，长堤
总是一修即毁，无法持久。为此，陈洪进想出“石囤木
桩法”，也就是编竹笼，装入巨石，积叠为堤，然后在外
围打木桩加以维护。这一创造性的大规模围海造田工

程 大 获
成功，在改造
盐碱土的同
时，垦拓出了大
量埭田。后人为
纪念陈洪进，把堤内
埭田统称为“陈埭”。
迄今“陈埭”地名犹存，已成
为晋江市的一大重镇。可以
说，陈洪进治理水利的方式、方
法，为后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典
例。

陈洪进围海造田获成功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的北宋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的北宋重
要军事地理著述要军事地理著述《《武经总要武经总要》》 （（CFPCFP））

洛阳桥畔蔡襄塑像洛阳桥畔蔡襄塑像

陈洪进曾在陈埭建造诸多水闸陈洪进曾在陈埭建造诸多水闸，，其中一些早已不见其中一些早已不见，，但仍有部分闸口遗迹尚存但仍有部分闸口遗迹尚存。。

陈埭丁拱辰故居陈埭丁拱辰故居

曾公亮为龙山曾氏族人曾公亮为龙山曾氏族人，，图为今龙山曾氏大宗祠图为今龙山曾氏大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