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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并利用了许多矿物、
石料，并且留传下来许多有关矿物知识方面的文献史料，值得后人加以整理、分析和研究。
　　矿物学是地质学中的基础学科和先行学科，矿物知识史是地质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勾勒清楚矿物学发生、发展的轨迹，对揭示地质学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研究中国矿物知识史，既要找准在世界矿物学史大系统中的位置，又要突出自己的特色。
　　回顾我国的地质事业，在老一辈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1951年）、丁文江（1887～1936年）、翁
文灏（1889～1971年）、李四光（1889～1971年）等人开创推动下，近百年来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
就。
他们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地质科学、地质学史和矿物知识史的研究也都具有奠基开创之功，并
有鸿篇巨著传世（例如章鸿钊1921年出版的《石雅》、1925年出版的《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等
）。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王嘉荫（1911～1976年）、王炳章等人开拓古代矿物知识史的研究领域，70
年代后期，夏湘蓉（1910～2001年）、李仲均（1922～2005年）、王根元编著出版《中国古代矿业开发
史》，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
1980年，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在夏湘蓉倡导下成立，夏湘蓉出任首任会长。
由此，对中国地质学史的研究，由个人兴趣爱好而逐步变为集体的有组织行动，由零星研究变为有计
划的系统研究。
自建会以来召开了十多届学术年会，并于1989年组织过一次国际会议（第十五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大会
）。
出版了十几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
研究内容包括地质学史、古代矿业开发史、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事业史、地质教育史、地质事业中
外交流史、人物史等诸多方面，逐步把中国地质学史研究推向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作者王根元受委派担任当时任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前身）矿物教研
室主任王炳章教授（1899～1970年）的助手，协助他从事矿物知识史和地质学史的研究工作。
在将近三年的过程中，在他的谆谆教导下，在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当时，他一直想撰写《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的著作，曾经从为数众多的古代典籍中收集、整理了不
少资料，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结晶学史略》、《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中的丹砂》、《中国古代矿物
知识史中的水银》、《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中的雌黄和雄黄》、《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中的硫黄》
等10多篇论文。
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70年与世长辞之前始终未竟夙愿。
数十年来虽未曾忘记业师遗志，但毕竟势单力薄，只是断续地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归纳的工作，未能
成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王根元教授，台湾学者、中国文化大学研究所理学硕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委员刘昭民先生，以及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珠宝学院王昶教授一起，
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并征询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完成了《中国古代矿物知识》的写作提纲和初
稿。
在此基础上又与王昶一起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初稿内容及全书架构进行了反复推敲，并由王
昶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修改补充完善，最后统编并付梓。
　　20世纪90年代初，作者曾与崔云昊探讨过中国矿物学史的问题，一致认为中国矿物学史可分为三
个组成部分，一是古代矿物知识史；二是近现代矿物学史；三是当代矿物学史。
崔云昊经过多年悉心研究，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于北京召开的前夕，撰著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矿物
学史》（科学出版社，1995年）。
这部专著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地质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也是中国矿物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矿物知识》是中国矿物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之编排和撰写采取断代史方式，
以历史时代为经，以我国古代先民对矿物的知识和思想为纬，加以连贯地论述，以期明了历代先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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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逐步认识和深化演变的过程。
　　至于中国矿物学史的另一组成部分，“当代矿物学史”则有待于将来有识之士撰写付梓。
　　在此书完稿之际，恰逢业师王炳章教授谢世40周年，特把业师之《中国古代结晶学史略》一文，
作为附录，以弥补本书之不足，也表示作者对业师永难忘却的纪念。
同时把作者1996年发表的中国地质创始人之一、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研究的奠基人章鸿钊传略，附录
于书后，以示对章氏的缅怀之情。
　　对于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的研究，是介于地质学、矿物学、冶金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诸学科之间
的边缘性研究课题，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就物质文化而论，人类的进化史和社会发展史不啻是一部矿产（矿物）资源的发现利用史。
而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其考古条件得天独厚，源自于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的成果
，将会不断地丰富着我国古代矿物知识的宝库，同时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为我们留下了丰
富的矿物知识史料。
但是要寻找、查阅、核实、考证这些史料则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故本
书存在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外读者、专家不吝批评和指正，俾使作者于再版时加以增补、
改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能得以及时出版，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我们
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连绪教授，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珠宝学院副院长袁军平教授，以及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珠宝学院的全体教师。
　　王根元、刘昭民、王昶　　2011年8月定稿于广州番禺青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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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我国古代有关矿物、岩石知识的文献加以考证、研究、整理，并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和科技
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历史时代为经，以我国古代人民对矿物、岩石的认识思想为纬，对我国古代
人民对矿物岩石的认识加以翔实地论述，内容十分丰富。

 本书适合研究中国地质学史、矿物学史、中国科技史的读者以及相关专业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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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矿物知识》适合研究中国地质学史、矿物学史、中国科技史的读者以及相关专业学生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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