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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根据中国现存古籍记载，中国古代数千年间与科技有关的妇女不
过数十人。对女科学家，至今尚未见到有综合研究的成果。已出版的杜石然主编的《中
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下集)中，提到的女科学家仅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
国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6卷中，也极少提及中国女科技人员的事迹。
本书首次将古代女科学的形象和事迹完整、系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填补了该领域内的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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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世界首创纺织提花机的陈宝光妻子织花机的发明是东汉初期丝织业发展的必然陈宝光妻
子，山东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她生活和活动的年代，大约在西汉末期和东汉初期，即
公元20年至公元45年之际。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当时的山东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和襄邑(今河
南睢县)已设有较大的官营作坊，所生产的产品供皇室使用。西汉元帝时期(前48一前33)
，汉皇室在山东临淄设服官三所，称三服官，“作工各数干人，一岁费数巨万”。
陕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在五千万钱以上。由于专
织精细丝织物，襄邑、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王充曾说：“齐部世刺绣，
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因此，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丝织手工业已
经很发达，能织成精美的织物。
当时山东临淄、河南襄邑两地的织工都在钻研技术，想要发明织花机，以代替手工刺绣
。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前12)诏书说：“齐三服官织绮绣难成。”这说明当时山东临淄织
工在试制织花机，但没有成功。
因此，社会生产的需要，就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一旦有变革技术的需求
，则新的生产技术就应运而生。中国织花机的发明，就是生产发展的需要。
东汉明帝(58)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穿五色新衣裳，皇帝的刺绣衣裳、公卿大臣的织花
衣服都是河南襄邑服官的贡物。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但何人发明，什么年代发明，各
种史籍均无详细记载。至少东汉初期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穿，说明公元58年中国已
发明织花机。
织花机织出的织物精美程度比手工刺绣差些，但织花机的发明，却大大椎动了幺幺织业
的发展。
陈宝光妻子发明织花机《西京杂记》中记载：“陈宝光妻子发明织花机，并传授织花机
织法。”又记陈宝光妻子的“织花机用一百二十镊”，“每织一匹，价值万钱”。在陈
宝光妻子以前，劳动人民已经发明了织机，用机械织绸，但比较简单。陈宝光妻子在纺
织实践中对锦绫织机的构造和功能进行了改进和创新，制成了由一百二十镊组成的复杂
的锦绫织机。“镊”是锦绫织机上用来夹“提花线束”的附属部件，所以陈宝光妻子用
的织机是一部提花机。提花技术的出现是纺织科学史上的重大进步，而这种先进的纺织
技术在西汉末东汉初期，陈宝光妻子就已掌握，并在实践中熟练地使用和推广。她在纺
织机上，把织物上的花纹、图案用不同颜色的线，直接编织成如“蒲桃锦”、“散花绫
”那样高质量的“锦”和“绫”。
文据《西杂记》记载，汉代有个叫霍光的大官想获取这种优质的“散花绫”和“蒲桃锦
”，于是通过自己的老婆聘请陈宝光妻子到自己家中织了“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
绫”二十五匹。这说明当时提花机的产量已经很高了，进一步印证了西汉时期中原地区
丝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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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京杂记》对陈宝光妻子发明的提花机记载太简单，所以陈宝光妻子所使用的提
花机具体造型很难推测 世界首创纺织提花机的陈宝光妻子织花机的发明是东汉初期丝织
业发展的必然陈宝光妻子，山东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她生活和活动的年代，大约在西
汉末期和东汉初期，即公元20年至公元45年之际。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当
时的山东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和襄邑(今河南睢县)已设有较大的官营作坊，所
生产的产品供皇室使用。西汉元帝时期(前48一前33)，汉皇室在山东临淄设服官三所，
称三服官，“作工各数干人，一岁费数巨万”。 陕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东西织室
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在五千万钱以上。由于专织精细丝织物，襄邑、和齐(山东临淄)
的丝织业特别发达。王充曾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
。”因此，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丝织手工业已经很发达，能织成精美的织物。 当时山
东临淄、河南襄邑两地的织工都在钻研技术，想要发明织花机，以代替手工刺绣。西汉
成帝绥和二年(前12)诏书说：“齐三服官织绮绣难成。”这说明当时山东临淄织工在试
制织花机，但没有成功。 因此，社会生产的需要，就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社
会一旦有变革技术的需求，则新的生产技术就应运而生。中国织花机的发明，就是生产
发展的需要。 东汉明帝(58)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穿五色新衣裳，皇帝的刺绣衣裳、公
卿大臣的织花衣服都是河南襄邑服官的贡物。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但何人发明，什么
年代发明，各种史籍均无详细记载。至少东汉初期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穿，说明公
元58年中国已发明织花机。 织花机织出的织物精美程度比手工刺绣差些，但织花机的发
明，却大大椎动了幺幺织业的发展。 陈宝光妻子发明织花机《西京杂记》中记载：“陈
宝光妻子发明织花机，并传授织花机织法。”又记陈宝光妻子的“织花机用一百二十镊
”，“每织一匹，价值万钱”。在陈宝光妻子以前，劳动人民已经发明了织机，用机械
织绸，但比较简单。陈宝光妻子在纺织实践中对锦绫织机的构造和功能进行了改进和创
新，制成了由一百二十镊组成的复杂的锦绫织机。“镊”是锦绫织机上用来夹“提花线
束”的附属部件，所以陈宝光妻子用的织机是一部提花机。提花技术的出现是纺织科学
史上的重大进步，而这种先进的纺织技术在西汉末东汉初期，陈宝光妻子就已掌握，并
在实践中熟练地使用和推广。她在纺织机上，把织物上的花纹、图案用不同颜色的线，
直接编织成如“蒲桃锦”、“散花绫”那样高质量的“锦”和“绫”。 文据《西杂记》
记载，汉代有个叫霍光的大官想获取这种优质的“散花绫”和“蒲桃锦”，于是通过自
己的老婆聘请陈宝光妻子到自己家中织了“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
这说明当时提花机的产量已经很高了，进一步印证了西汉时期中原地区丝织技术已达到
很高的水平。 由于《西京杂记》对陈宝光妻子发明的提花机记载太简单，所以陈宝光妻
子所使用的提花机具体造型很难推测 ⋯⋯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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