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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英文本《中国参考书目
解题 》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一书
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出

版。 编者是中国学者邓嗣禹（1906—
1988） 和美国学者毕乃德 （Knight
Biggerstaff，1906—2001）。 此书后来
于 1950 年和 1971 年出过两个修订
版 （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内
容有所增删和调整。 本文主要介绍
1936年版。

邓嗣禹和毕乃德编写这本书的

目的， 正如前言中所说，“是为了向
西方学者初步介绍中国研究领域最

为重要的参考书”。 该书将中文参考
书分为八大类， 每一类下又分若干
小类，其细目如下：

I.书目：A.综合性书目，B.古人所
编书目，C.现代人所编书目，D.版本
书目，E.珍本书目，F.珍本注解书目，
G.专业书目（1.道教与佛教，2.经书
与辞书，3.考古，4.绘画与书法，5.地
图，6.地方志，7.戏剧与小说，8.农业，
9.法律 ，10.政府出版物 ，11.满语文
献），H.丛书书目，I.书目之书目，J.当
代出版物书目，K.报纸刊物索引

II.类书：A.综合性类书，B.词语
典故性类书，C.事物缘起性类书，D.
艺术科学类书，E.政治性类书（1.通

志，2.会要，3.其他），F.掌故性类书，
G.检索类

III.辞书：A.字词类，B.词源和碑
帖类，C.语法类，D.语音类，E.其他专
业类

IV.地理著作：A.辞书类，B.历史
地图类，C.现代地图类，D.图表类，E.
索引类

V. 传记著作：A.辞书类，B.名人
生卒年类，C.传记汇编索引类，D.作
家传记索引类，E. 同姓同名考证类，
F.名号谥号类，G.姓氏研究类

VI.表格：A.中西历对照表，B.其
他表格

VII.年度报告
VIII.其他索引
在这八大类中编者共介绍了近三

百种参考书目。 每一种书目都是先介
绍作者、主要版本，然后对内容和价值
进行简要评述。 如综合性书目类中的
《书目答问补正》条是这样的：

《书目答问补正》，5卷。张之洞在
缪荃孙的协助下编写，张的序言写于
1875年（清光绪元年）。范希曾又对之
进行了修订、增补。 南京国学图书馆
1931 年（民国二十年）活字版，2 册。
这份精心编选的书目收录了晚清时

期依然存在的 2266种重要书籍。 一
代鸿儒张之洞于 19 世纪 70 年代编
写了这本书，目的是方便初学者查找
文献。 该书原名《书目答问》，多次印

刷。 20世纪 20年代目录学家范希曾
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增补，他的增补在
现在的版本中用“补”字标示。 前 4卷
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顺序编排，每一
种书给出卷数、作者名字、朝代以及
编者和修订者所知道的所有不同版

本，不少条目还有关于该书内容和价
值的简要说明。 第 5卷开列了一些丛
书目录，使本书成为中国第一本将丛
书单列的书目。 另外本书还附有编者
认为对初学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书籍

目录，以及清朝著述诸家名录。 这些
著述家被分为 14类， 按照时间先后
排列，名字第一次出现时编者也给出
了他们的字号和籍贯。 本书无疑是
《四库全书总目》 之后最为重要和最
广泛使用的书目。 对于某个领域的专
门研究者来说， 本书目可能不够完
备，但对于想全面了解中国典籍的人
来说，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书目是通向学术研究的起点，
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中国研究来
说，则更显得重要。 因为中国历史长，
文献多，目录学自刘向、刘歆父子以
来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所以该书出
版后立刻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

欢迎。 美国汉学家 John K. Shryock
在书评 （载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7 年第 3 期）中写
道：“在这本书之前，这个领域唯一的
英 文 书 是 伟 烈 亚 力 （Alexander

Wylie）编写的《中国文献提要》（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这两本书内容
不尽相似，难以详细比较。 但我们完
全可以说，最近出版的这一本更有价
值。 ……这本书涵盖的范围很广，对
于不知道如何着手寻找资料的学人

来说，本书是最好的门径。 ”
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编

写的《中国文献提要》于 1867 年由
上海美华书馆出版。 该书基本以《钦
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采用经史
子集四部分类法， 共收入近两千种
中文书籍的提要。 从目的上看，《中
国文献提要》也和《中国参考书目解
题》一样，都是为西方学者提供基本
的文献参考， 但由于两者的重点不
同，一个是全面介绍中文基本文献，
而另外一个则是介绍中文参考书

目，所以应该说各有其价值，很难说
谁更有价值。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中国参考书目解题》 于 1936 年出
版后，《中国文献提要》 仍在 1939、
1967、1969年被多次重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献提
要》中也列有一些书目，集中在史部第
14类目录（Catalogues）一节中，在这一
节中伟烈亚力简要介绍了以下重要目

录：《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
《千顷堂书目》、《世善堂藏书目录》、
《国史经籍志》、《汲古阁校刻书目》、
《勿庵历算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
目》、《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汇刻

书目合编》、《禁书目录》、《集古录》、《金
石录》。 同这些书目在《中国参考书目
解题》中的介绍相比，伟烈亚力的文字
显得过于简略。 以《直斋书录解题》为
例，《中国文献提要》 中的介绍是这样
的：“直斋书录解题，22卷， 宋陈振孙
编，此乃他个人藏书的分类目录，有注
解。 ”而《中国参考书目解题》中的介绍
则要详细得多：“直斋书录解题，22卷，
陈振孙编，据载陈振孙于 1234—1236
年（宋端平时）曾在浙江任职。 主要版
本： 江苏书局 1883年 （清光绪九年）
版，6册。 三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版
本：（1）1868年（清同治七年）福建重刻
版，第 564—575册；（2）1874年（清同
治十三年）江西书局重刻版，第 49—56
册；（3）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福建
重刻版，第 397—408册。 这是编者对
自己所藏书籍的编目。他是 13世纪最
大的私人藏书家。 全部书籍按照四部
分类，又细分为 53小类，其中经部 370
种， 史部 838种， 子部 830种， 集部
1032种， 共计 3070种。 解题文字与
《郡斋读书志》一样，简明清晰而切中
肯綮。原书已佚，现书是从《永乐大典》
中辑佚而来，经四库馆臣的编订，并偶
有增补，增补文字用小字印刷。书前有
目录。 《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
志》是最著名的，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
宋代书目。 《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部
分就基本以两书为依据。 这两部书目
非常有用， 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现在

已佚书籍的信息， 而且对现存旧籍的
真伪也提供了判断的参照。 ”

《中国参考书目解题》的两位编者
邓嗣禹、毕乃德后来都成为知名学者。
毕乃德一直是康奈尔大学东亚系的领

军人物，曾当选 1965—1966年度美国
亚洲学会主席。 邓嗣禹移居美国后长
期执教于印第安纳大学， 是该校中国
史研究的台柱。编写《中国参考书目解
题》时两人还很年轻，邓嗣禹 1935年
从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

讲师，毕乃德 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
士学位后， 在燕大做为期两年的博士
后研究。 《解题》出版的 1936年，两人
刚好三十而立。

对于两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来

说，编写《中国参考书目解题》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这个课题涉及中国研究
的各个领域，要想全面把握绝非易事。
好在两人周围有众多师长友人可以请

教， 在致谢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一些活跃在当时北京学术界的中美学

人：博晨光（L. C. Porter）、洪业、卜德
（Derk Bodde）、聂崇岐、顾廷龙、谭其
骧、朱士嘉、裘开明、毕格（Cyrus H.
Peake）、富路特（L. C. Goodrich）、岳
良木、张尔田、邓之诚、韩慕义（A. W.
Hummel）、Charles S. Gardner、王力、
周一良。 根据这个名单我们或许可以
下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参考书目解
题》不仅是中美两个学者合作的成果，
也是中美两国学术界合作的产物。

一

每次到法国，卢浮宫都是行程上
的必去之地，而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
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则是百看不
厌的镇馆之宝。达·芬奇最后的三年岁
月是在法国克洛吕斯城堡（Ch覾teau
du Clos Lucé） 度过的， 这恐怕也是
《蒙娜丽莎》收藏于法国而非意大利的
主要原因吧。 然而人们对他的艺术创
作执迷甚多，对他的科技发明却知之
甚少。今年 1月再次赴法开会时，孔泉
大使建议我们周末去参观图尔市

（Tours） 的昂布瓦兹皇家城堡 （le
chateau Royal d'Amboise） 和与之
一街相隔的克洛吕斯城堡，前者是法
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宫，后者则
是达·芬奇的住所。这次参观使我们大
饱眼福，对达·芬奇有了一个深刻全面
的认识，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两个城堡坐落在距巴黎西南二百

多公里的美丽荡漾的卢瓦尔河谷中，
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地。 这里是法
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源泉，而作为法国
文艺复兴缔造者的弗朗索瓦一世和

作为实践者的达·芬奇则在这里联手
推动了文化与科学的发展，为法国文
艺复兴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巴黎沿着卢瓦尔河向西南，我
们一行人来到图尔市，再从图尔市驱
车半个小时，便抵达了城堡所坐落的
寂静的小城中间。 由于我们来得太
早，城堡博物馆大门紧闭，外面风雪
交加，街上空无一人。 一个小咖啡馆
为我们驱散了一身的寒气，我们成为
城堡第一批来访的客人。

我们首先参观了昂布瓦兹皇家

城堡， 这是卢瓦尔河谷第一座引进
意大利风格的建筑， 弗朗索瓦一世
在这里度过了他美好的童年并正式

登基成为法国国王。 法国人民为弗
朗索瓦一世而感到骄傲， 他保护了
许多法国文人， 鼓励艺术家来法国
居住和创作。 第一次在意大利与达·
芬奇见面时，他就盛情邀请达·芬奇
赴法定居。 弗朗索瓦一世的诚意打
动了达·芬奇，1516年，时年 64岁的
达·芬奇带着《蒙娜丽莎》、《施洗者圣
约翰》和《圣母子与圣安娜》这三幅他
最钟爱的画作来到法国。 弗朗索瓦
一世也很慷慨， 将紧邻昂布瓦兹皇
家城堡的夏宫克洛吕斯城堡赠与

达·芬奇。两人不但临街而居，而且两
座城堡还由地下通道相连， 国王常
穿过这条密道来造访达·芬奇，为他
的创造发明而着迷。 弗朗索瓦一世
任命达·芬奇为“首席画家、国王的建

筑师、工程师”，给予他和王子同等的
薪俸，让他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创作。
达·芬奇也用生命的最后三年进行
了无数天马行空、 令后世叹服的发
明和创作。 他潜心绘画，教授有关运
河、城市建设与建筑方面的课程，有
些记载认为他参与了罗莫兰丹宫殿

的建筑计划， 设计了香波堡的部分
建筑，为克洛吕斯，为法国，乃至为世
界留下无尽珍宝。 1519年 5月 2日，
达·芬奇去世，国王极为悲痛，把他视
为皇家成员， 葬于昂布瓦兹皇家城
堡内的圣·于贝尔小教堂（Saint-Hu鄄
bert）。 我们有幸走进了这座安葬达·
芬奇的小教堂， 鸟瞰并沉思于卢瓦
尔这一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

然后我们来到了与昂布瓦兹城

堡一街之隔的夏宫克洛吕斯城堡，这
个城堡是 1471 年在 12 世纪旧城堡
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用白色石灰华
和红色砖瓦相砌而建， 凸显出 15世
纪的建筑风格。 整个城堡围绕一幢八
角塔楼修建， 塔楼内有螺旋楼梯，塔
楼的左右两翼呈直角展开的是两幢

二层楼的建筑。 二百余年前，这里由
圣·布里家族（Saint Bris）买下，现今
的家族继承人决定对外开放， 将城
堡建成一座展示达·芬奇不凡作品
的文化之园和学生的实习基地。

克洛吕斯城堡除了介绍达·芬奇
最后三年的起居生活和画作以外，主
要是展示达·芬奇的科技思想和重要
发明。 因为作为艺术家的达·芬奇无
疑举世闻名，但他作为雕塑家、解剖
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家、工程师
的成就却远没有其画作那样广为人

知。 的确，我们能轻易说出《蒙娜丽
莎》、《最后的晚餐》这些达·芬奇的名
作， 却少有人知道他也是第一辆坦
克、第一辆汽车、计算器、旋转浮桥、
桨叶船、 作为飞机前身的飞行器、直
升机、降落伞等等的发明者。

城堡主人首先告诉我们，法国大
革命的时候， 要不是当时的主人一
再表示自己是革命派的话， 这个城
堡早就被烧掉了。 我们随同城堡主
人从城堡塔楼内的螺旋楼梯拾级而

上， 这处■望塔是中世纪旧城堡留
下的唯一痕迹， 登楼后走过一段文
艺复兴艺术长廊， 就进入了城堡二
楼的展厅。 在这里，有达·芬奇的卧
室、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
德·纳瓦尔的卧室，卧室内有雕刻了
神兽、 海兽和小天使的带帐幔的木
床，16、17世纪带暗屉的书桌， 橱窗
里陈列的水壶、耶稣雕像、铸铁纪念
章等， 有几个房间里还摆设着几件
珍贵的中国明清青花瓷瓶， 这些无
不呈现出文艺复兴时期华美、 雅致
的风格。据闻，达·芬奇常常从卧室的

窗户眺望昂布瓦兹皇家城堡，他以此
为主题的作品现为英国温莎王室所

收藏。
城堡的第一层则是礼拜堂、会客

厅、沙龙和厨房。 安娜·德·布列塔尼
礼拜堂内有四幅壁画， 均是达·芬奇
弟子亲自绘成的。 文艺复兴大厅是
达·芬奇的会客厅， 他就是在这里接
待前来拜访的弗朗索瓦一世国王、王
公贵族、各国大使和艺术家的。 几间
小沙龙阳光充足， 很可能是达·芬奇
完成《施洗者圣约翰》的画室。而厨房
则是厨娘杜丽娜的领地，她在这里为
身为素食者的达·芬奇烹制美食，厨
房里仍保留着 16 世纪的家具。 达·
芬奇语录则镶嵌在城堡中每个展区

的墙面玻璃板里。 这里处处都展示
着达·芬奇晚年生活的细节和文艺
复兴文化艺术的踪迹。

二

进入地下层，才正式进入此行的
重点———展示达·芬奇科技思想与发
明的模型厅。四间陈列室里展示了 50
件不可思议的机器模型，这些当时仅
存于达·芬奇笔下的机器超越了整个
时代，在五个世纪以后才被人类重新
发明和应用。达·芬奇的科技思想既源
于他广博的学识和数学根基，也受益
于他作为民用与军用工程师的实践经

历，他参考同时代科学研究成果，追溯
中世纪甚至更早期的科技传统，将知
识系统化，并凭借惊人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在各个领域进行发明创作。

受限于当时的材料与技术， 达·
芬奇很多大胆而才华横溢的设想均

未能实现， 但他留下了大量设计手
稿，有相当详细的设计草图和文字注
释。 几个世纪之后，IBM公司根据这
些手稿， 利用当时所能使用的材质，
将达·芬奇的设计转换为模型， 展示
在其故居中。 模型厅里循环播放六部
三维动画，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如何应
用达·芬奇所发明的设备装置。 城堡
园子里还散布着 20台可操作的大型
机械，有直升飞机、木桥、坦克、机关
枪、活动桥、转桥、飞行器、水车、降落
伞，等等。 这些模型按照不同主题分
门别类，涵盖飞行器、机械发明、军事
武器、水利工程、城市规划等多个领
域，令人目不暇接，不敢相信这是五
百年前达·芬奇的发明创造。

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几

件天才般的发明吧。
飞行器

在达·芬奇的所有发明中， 他无
疑对飞行器最情有独钟。他在手稿中
用一段极具节奏与韵律的优美文字

表达了他对飞行器的狂热：“大鸟将
在天鹅的背上，展开首度的飞行。 为
它的诞生之地带来永恒的赞扬。所有
的文字记录也将为它献上无上的荣

耀。”在飞行器研究上，他已经深入到
近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领域：“在正式
确立飞鸟运动的学问前，必须先确定
掌握风的知识，后者同时解释了风与
水的运动。 ……应先深研无风下落
的物体（即重力与自由落体法则），以

及有风下落的物体 （即空气阻力与
空气动力学） ……物体在撞击空气
的同时， 空气对物体也产生了相等
的撞击力量。 ……鸟儿的动作虽然
反复多样，但根据经验，我们也能以
最完整细微的方式分析所有的动

作， 再创造出兼具人类灵魂和才智
的复杂工具。 ”飞行在那个时代简直
是天方夜谭般的存在，达·芬奇能在
那样的背景下提出如此杰出的设

想，有如伟大的先知。
在详细研究鸟类飞行模式的基

础上， 达·芬奇策划了数部飞行机器，
包括以四个人力运作的直升机以及

轻型滑翔翼。 其中的直升机由船形机
身、发动机、蝙蝠形机翼、扁平的机尾
和动力传输装置组成。 发动机由旋转
轴和大螺旋构成，可以用人腿踏蹬与
大螺旋相连的脚蹬，控制飞机的升降。
达芬奇相信，如果“螺旋桨”的旋转能
够达到足够的速度，飞机就能升空。但
在当时的技术和人力条件下，他的飞
行器梦想只能停留在大胆的设计阶

段。 而当代人则通过对材料的改进解
决了这一问题，一架根据达·芬奇所画
草图设计的滑翔式飞行器已成功实

现在天空平稳飞翔，达·芬奇的设计在
五百多年后终于实现。

汽车的雏形

达·芬奇对于自动行驶的车辆有
独到的理解，他曾设计了一部手摇式
“汽车”。 “汽车”由两个弹簧发动机驱
动，以结构复杂的部件和不同方位的
齿轮传输能量。 这种自动行驶车在当
时主要用于舞台演出，不需要行驶太
长的距离，它的动力来自弹簧产生的
压力，经过一系列的齿轮和杠杆把动
力传递到轮子上。 这一设计的奇特之
处还在于对速度的控制，车子的一个

圆盘上设置了很多方块，让一个与轮
子相连的杠杆的一端与这个圆盘相

接，车子运行时，圆盘上的方块数量
多，杠杆的阻力增大，轮子运转的速
度就减慢，行驶的时间及里程就会加
长。 相反，如果人为减少圆盘中的方
块，轮子的阻力降低，行驶速度就加
快，能量消耗增加，行驶时间和距离
就缩短。 这种车还有个带绳的手闸，
刹车时，拉动手闸，转动的齿轮被卡
住，车就停了下来。 这差不多可以说
是最早的“汽车”。 佛罗伦萨一家博物
馆的科学家曾于 2004 年按达·芬奇
图纸制造了这样的一辆“汽车”，运行
良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达·芬奇在
“汽车” 设计中发明的变速概念正在
以现代化的形式使用在汽车、 拖拉
机、雪上摩托车等车辆上。

旋转浮桥

由于达·芬奇曾任军事工程师，
他的手稿中也包含了不少军事机械

的设计。 他还在 1482年致米兰公爵
卢多维克·史佛札（Ludovico Sforza）
的信中写道：“在下能建造轻便的活
动桥，可用以追击溃逃之敌，亦能建
造更坚固的桥梁，既可防火、抗突击，
又易于装设拆卸。在下并掌握特殊技
巧，能焚毁敌军所建之桥。 ……在下
能建造装置炮火的装甲战车，一旦进
入敌人的队伍，即使最强悍的军队也
为之溃散。 步兵部队只需尾随其后，
便可一举歼灭。 ”他的军用发明中包
括旋转浮桥、机关枪、人力或以马拉
动的武装坦克车、子母弹、军用降落
伞等，其中，达·芬奇对桥花了很多心
思笔墨。

在写给卢多维克的信中，达·芬
奇描述了许多“非常轻但高低不平”
的桥，旋转浮桥就是其中之一。按照
达·芬奇的构想，建造桥的材料可就
地获取，同时易于运输。旋转浮桥具
有抛物线般的外形，只有一个跨度，
通过一个巨型“垂直栓”就能安全达
到两岸。浮桥靠绳索和升降机移动，
再辅以轮子和金属滚轴以便于滑

行。此外，浮桥还安装有一个用于平
衡和操纵目的的平衡箱， 在降到对
岸前，一直会悬在空中。 达·芬奇认
为自己的旋转浮桥能完美地应用于

战争中，既有助于追击，也适合迅速
撤退。

桨叶船

达·芬奇生长于航海之国意大
利，在文艺复兴时期，那里的工商业
和海运进入十分繁盛的时期，对于作
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船也就有了越来

越高的技术要求，需要装载量大航行

速度又快的船只。 达·芬奇的发明中
就包括了一种速度很快的桨叶船，这
种船的船体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

齿轮，通过许多船员不停踩踏使大圆
盘转动，从而提供动力，然后通过一
系列的齿轮与杠杆，把动力传给安装
在船两边的六个巨大圆形轮桨上。 由
人踩踏提供的不太大的力量，经过杠
杆与齿轮的放大作用，转变成了桨叶
巨大的动力。 这样，只需要很少的人
力，就能让整个船迅速航行。

“理想城”
在达·芬奇生活的时代， 意大利

经济繁荣发展，政治日益分化，那时
每位王子都在大兴土木，修建自己的
城池。 达·芬奇也在 1485年为曾深受
鼠疫危害的米兰设计了一套极为详

尽的理想的城市规划案，根据这套方
案，整座城市和城中的各类建筑就像

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 城市建在大河
（也许是提契诺河）附近，因为河水能
够解决城市的许多问题。 城中的建筑
以拱廊式两层楼为主： 下层有水渠、
道路和下水道， 工坊和商铺设在下
层，供交易和运输使用；上层则是城
中达官贵人的宫殿和花园。 这一方案
不仅解决了瘟疫过后米兰狭窄、拥堵
的街道问题，而且将整个市民生活有
机地联系起来，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
自豪地称之为“家”的城市基础。 这座
“理想城” 的模型今天也矗立城堡的
园子里， 展示着达·芬奇对城市规划
的理念与梦想。

三

与达·芬奇同时代的人往往对他
无所不精的天赋感到万分讶异，而已
经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的我们则更

为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与创造所折服。
考虑到他所处的正是 “黑暗的中世
纪”刚刚过去、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停滞了近千年的时代， 达·芬奇的科
技成就就显得更为非凡了：他在培根
之前， 就已建立了经验科学的基础，
并为地质学、光学和力学奠基；他在
伽利略之前研究了物体加速的问题；
在帕斯卡之前思索液体平衡的论点，
建立水力学；在当今的武器技术之前
发现弹道学。 就如俄国哲人德米特
里·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他有如在
众人尚在沉睡时，过早从愚昧无知中
苏醒的先知。 ”

我们在叹服于达·芬奇非凡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仿佛透过历
史的隧道，看到了人类现代科技进步
的最初步伐。 在达·芬奇所处的文艺
复兴时期，蒸汽机和电力机车的发明

才刚刚起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刚
刚萌芽，此时距离大机器生产的英国
工业革命还有一百多年， 而达·芬奇
的科技创造已经从中世纪迈向了现

代，为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到来奠
定了广泛深厚的科技基础。 他不仅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也是推动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先驱。 难怪有学
者说：“达·芬奇的一些机械模型，宣
告了资本主义的到来。 ”

达·芬奇的一生，充满了艺术、科
学、技术，特别是梦想。 他曾说过：“所
有生命的起源，就是行动。 ”他多姿多
彩的人生正是这一信念的最好注解。
临终前， 达·芬奇写下临别的话：“无
人将化为虚有”。 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这位对人世的一切造物充满热情的

科学家，这位“追随星辰方向”的自然
之子，以他无尽的杰作，获得了不朽。

达·芬奇：超越时代的科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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