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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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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

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

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

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

取得的辉煌成就。《宋史·沈括传》

作者称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

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

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

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

学史上的坐标”。1979 年7月1日

为了纪念沈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

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

900年前畅销书
登上900年后《百家讲坛》
听合工大副教授钱斌讲述《千年一笔谈》背后的故事

有一个电视栏目，它拥有易中天的

三国，阎崇年的大清，刘心武的红楼梦，

于丹的论语……是的，当这些字眼同时

出现的时候，恐怕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百家讲坛》。

有一本书，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

古代的百科全书”，即使在问世 100 年

后，每当官府缺银子了，仍然会第一时

间想到重新印刷这本书来赚点钱；自问

世 900 多年来，它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

的视野。这本书叫作《梦溪笔谈》。

1 月 27 日起，由合肥工业大学副教

授钱斌主讲、介绍《梦溪笔谈》的《千年

一笔谈》在《百家讲坛》栏目中正式开

播。这是《百家讲坛》栏目首次介绍古

代科技著作，也是安徽高校教授首次登

上《百家讲坛》。记者今天带您走近钱

斌，倾听走上《百家讲坛》的《梦溪笔谈》

背后的故事。

钱斌，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在校主讲《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虽然是

大学里俗称的“大课”，但钱斌却

总能把看似枯燥无味的课程讲

述得扣人心弦。

在中国科技大学读博时

期，钱斌主修的是科技史，史学

的博大和科学的严谨在他这里

得到了很好的融合。给学生上

课时，他十分注重在史实的讲述

中穿插讲解科技发展，课自然上

得幽默风趣，“老少咸宜”。

“我是个典型的理科生，一

直不喜欢文史类的课程。本来

以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很

无聊，听师兄的介绍选了钱老师

的课，没想到每节课我都听得津

津有味，一次课都没‘翘’过。”学

生小刘告诉记者，每次上钱老师

的课，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我

们寝室有个人选课下手慢了，没

选上钱老师的课，肠子都悔青

了。”

2010 年的一次讲座，钱斌

给学生解读《西游记》。与传统

的讲述方法不同的是，他照例

在课堂上旁征博引，从市场营

销讲到人才培养。课后钱斌才

知道，有学生用手机把他讲座

的全部内容都录了下来，并将

视频上传到网上，竟收获了很

多好评。

虽然只是学生一时玩笑之

作 ，但 这 个 视 频 却 启 发 了 钱

斌。“科技史一直以来都是个冷

门，很多人有兴趣了解，却苦于

找不到轻松有趣的方式。能不

能就用我上课的方式来为更多

的人讲述科技史呢？”某个休息

在家的周末，钱斌无意间瞥到

了电视上正在播出的《百家讲

坛》，他猛地一拍大腿，“就是

它了！”

钱斌将自己的想法和《百家

讲坛》栏目组进行了沟通，双方

一拍即合，很快定下了内容：就

讲有“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美

誉的《梦溪笔谈》。钱斌告诉记

者，这也是《百家讲坛》栏目首次

介绍古代科技著作。

虽然双方对讲课主题达成

了一致，但从最初的沟通，到最

终录制讲课内容，讲述《梦溪笔

谈》的《千年一笔谈》用了两年

多时间才华丽面世。

就像那个在网上火爆的讲

座视频一样，钱斌绞尽脑汁想

在讲课中穿插一些“包袱”。“就

像讲相声一样，一味平淡的讲

述观众会提不起兴趣，语言和

内容上要有亮点，观众才会喜

欢听，才能把大家对古代科技

的兴趣调动起来。”

除了在《千年一笔谈》中穿

插合适的古诗词，钱斌还将《三

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的片

段也融了进去，光是第一讲的

讲稿，他就改了20多遍才定稿；

而《千年一笔谈》的全部内容，

他删删改改不下100遍。

《千年一笔谈》共分九讲

（钱斌说原先准备的是十讲，后

来第一讲和第二讲合并之后只

剩下九讲），钱斌光是去北京录

制节目就去了四五次。问及录

节目最大的感受，钱斌坦言不

是“紧张”而是“感动”。“每次录

完节目，总有观众问我一些讲

课中的内容，那种感觉让我觉

得自己和站在高校讲台上一模

一样。还有一位老太太，每次

都留下来问我在节目中提到的

一些生僻字是怎么写的，看着

她拿着纸笔认真记录，我当时

眼眶都有些湿。”

对于《百家讲坛》来说，《千年

一笔谈》是第一次介绍古代科技

著作，也是安徽高校教授首次登

上《百家讲坛》。钱斌告诉记者，

《梦溪笔谈》选择由他一个安徽教

师来“解读”或许是“冥冥之中的

天意”，“因为无论是沈括还是《梦

溪笔谈》都和安徽很有缘。”

钱斌通过研究发现，沈括曾

帮助时任宁国县令的哥哥沈披修

筑了现在芜湖地区的万春圩，开

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

一千二百七十顷，并撰写了《圩田

五说》、《万春圩图记》等关于圩田

方面的著作。

熙宁五年（公元 1072 年），沈

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

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

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

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他采用

“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

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

寸六分。这种地形测量法，是把

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

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

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方面

的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

势高下之实”。这在世界水利史

上是一个创举。“当时的汴河就流

经安徽宿州。”钱斌这样告诉记

者。

1077年，沈括出任宣州知州；

晚年又移居到润州（今江苏镇江，

当时还属于宣州），将他以前购置

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

园”，《梦溪笔谈》和农学著作《梦

溪忘怀录》（已佚）以及医学著作

《良方》等都是在那里写成的。钱

斌说，这些都是沈括与安徽的不

解之缘。

把“文史”大课讲出“理工”味

学生录制视频激发“上电视”灵感

两年磨一剑，观众让他很感动

《梦溪笔谈》和沈括都与安徽很有缘

在百家讲坛上讲课的钱斌在百家讲坛上讲课的钱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