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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大约公元前 5000 年制陶始，到 1860 年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前夕止，充分阐述了中国

古代化工技术的发展历程。 

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 化工科技，从科技的角度（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科学

精神）和采用与当时其他国家对比的方法阐述古代化工科技的发展历程；第二编 化工实业，从

化工作为一个生产、流通、消费等的社会经济部门的角度，通过对几个典型化工行业产生和发展

过程的历史追溯，揭示中国古代化工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工业的发展轨迹和内在动因。 

本书适合从事化工相关行业及化工史研究的工程师、研究人员使用，同时适合化学工程、化

工史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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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化工”、“化工技术”、“化工生产”这些名词，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要精

确地阐明其定义或描绘出它的形象，人们又会觉得不那么容易。因为化工与其他门

类的技术一样，也有一个漫长、变化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化工具有不同的内涵，即

其展示的内容在发展、在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个渐进的过程。 

科学是人类理解自然奥秘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人类应对周围环境

的手段组合。有科学的指导，技术发展犹如顺水行舟。在科学诞生之前，为了生存

和繁衍，人类已掌握某些应对环境的简单手段，因此可以说，技术在前，科学在后。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化工技术在化学科学形成之前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以“实

用化学知识”这一冠名为化学科学的建设铺砖奠基。 

技术具有双重性，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谓自然属性是指技术在一

定自然环境中发明和发展，它的进步或改型都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它的活动也

必然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反馈和影响。所谓的社会属性，是指它既然是人类为了满足

社会活动的需要而创造的应对环境的手段，那么它就要服从社会变化规律，特别是

经济规律。由此可见，技术活动本身既是一个自然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过程。化工

技术作为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具有这种双重性。从这种双重性出发，可以将

化工技术概括为主要是满足社会对物质的需求，通过改变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

实现化学运动人工化的手段。这些手段既包含物质变化的客观条件，又含有人类利

用、控制、改造物质的主观能动性。前者包括设备、工具、原料等物质因素，后者

包括经验、技能、科学认知等精神要素。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上述物质因素和精神要素都会发生变化而有不同内涵或不

同的展现形式。因此要深入地了解化工技术就必须了解化工历史。近代的化工技术

是由古代的化学工艺演进而来的，化工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化工技术体系形成和不

断更替的历史。 

当代化工按照综合分类法可分为：从原料出发的燃料化工分支，从产品出发的

无机化工、基本有机化工、高分子化工、精细化工等分支，还有从共同的过程规律

出发的化学工程分支，以及从历史发展和横向联系出发的综论分支。若从这些内容

去观察，古代除了制盐和染料外，几乎没有化工。其实根据化工生产的定义，自从

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并用火加工食材和物材后，化工技术就萌芽了，此后绝大部分



 

 

有关材料的生产和物质转变的生产都属于化工生产。冶金和陶瓷生产就是典型的化

工生产。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陶瓷生产逐渐壮大成整个无机材料生产的部门，冶

金也囊括了一切金属材料的生产，都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柱。无论从经济体

系还是从社会工业结构来看，陶瓷、冶金都先后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但就其生产

技术的科学属性来看，它们仍然是化工生产。因此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古代有化工

产业，而且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主要的位置。 

有人曾认为，近代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 17 世纪以后才逐步明确起来，

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才奠定基础，在 19 世纪以后才逐步传入我国。所以在古代的

中国，化学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哪里会有什么化工技术。这里有一个概念被混

淆了，那就是化学科学与化学认知是不能等同的。化学科学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

这种认知活动的产物就是化学知识体系。近代化学的诞生是指这种知识体系的建立，

而在此前化学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们对它的观察、研究、利用和实践，就是化

学的认知在积累。所以古代化学就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运用化学常识来创造物质的

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取得能源，提高生产技能，加工制作化学产品，改善物质生

活条件。因此，古代化学往往又称作古代工艺化学或古代实用化学，也可以说是化学

工艺和技术的应用。在古代，对化学变化的利用，其意图、目的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创造新物质或加工改善天然物质，取得对人类生活有某种实用价值的产品，例

如，陶瓷、钢铁、纸张、各种合金、丹剂等，这些并非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而是人

类通过不断总结经验，用化学手段制造出来的；酒、糖、盐、硝、医药、染料、香料、

皮革则是人们通过对天然物料进行化学（或物理化学）加工取得的；其二是利用伴随

着化学变化而同时发生的某种作用和力量（即释放出的能量），例如，燃烧柴薪、煤炭、

石油可以获得大量热能，可用来烧煮食物、取暖照明或再用于化学加工；又如火药的

爆炸反应可以产生巨大而迅猛的威力，既可用来杀伤敌人，又可用来爆破，从事开矿

筑路。总之，所谓古代化学成就，概括地说就是先民在上述两个方面所获得的物质成

果，并由此所做出的发明创造及总结到的技术经验（化工技术）和早期的化学认知。 

为了更好地表述化工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本卷在叙述古代化工历史时，

将相关内容分成两编：化工科技和化工实业。前者侧重于古代化工技术的内在发展

脉络，后者则关注化工事业的状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的互动关系。 

本卷撰稿者：周嘉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史

学会原秘书长）；王勇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参与

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的编写；赵匡华（北京大学教

授）提供指导和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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