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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普作品相比，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中医药文化 

和科学知识普及事业的光明希望和光辉前景。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 自春。 Et暮东 

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历史 

上的洛阳金谷园早已人去物非了，李时珍打造的 

《本草纲目》的金谷园，以其“同伽利略、维萨里的科 

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坚不 

可摧，流芳千古万代，“至今，这部伟大的著作仍然 

是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化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 

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李约瑟《中国科技史》)。 

2010年 3月，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记忆工程亚太 

地区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本草纲目》人选《世界 

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1年5月，在英国曼彻斯特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 

员会第 10次会议上，又人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 

人们心目中的永远记忆。《走进(本草纲目)之门》 
一 书，企图带领更多的人走近的、走进的，正是这座 

非常的殿堂。对于这样一本优秀的科普图书，我早 

有写篇评论的想法，但终究还是拖了5年才得以成 

文，可谓“迟议”了。5年市场的的考验告诉人们的 

是：这是一本深受读者喜爱、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 

书，是一本值得继续向社会推荐的好书。 

(收稿 日期：2011-07-05)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中国科学技术史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出版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是李约瑟先生《中国科 

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5分册，是“炼 

丹术的发现和发明”专题研究的第 4部分。此书中文译 

本已于 2011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内丹术，是中国古人历经数千年探究，才逐渐形成的 

对人体生理及生命奥秘的认识。1920年，德国学者卫礼 

贤在北京获得《太乙金华宗旨》一书，并于1926年将其译 

成德文。1928年，卫礼贤将其德文译稿交给瑞士心理学 

家荣格。荣格为此书写了长篇评述，并于 1929年出版。 

荣格认为，内丹术与西方的心理学，及心身医学是相通 

的。 

与卫礼贤和荣格只研究了《太乙金华宗旨》不同，李 

约瑟历经数十年的研究与撰述，不论是史料的丰富，还是 

论述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卫礼贤和荣格可比。作者在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中国古 

代的内丹理论及其发展历史，并与印度的瑜伽术进行了 

比较。同时，作者还讨论了外丹和内丹之间的关系，以及 

对中国古代对内分泌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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