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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我国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于航海

 

早在战国时我们祖先就了解并利用磁石的指极性制成最早的指南针——司南。比
利用齿轮的指南车便利得多。我国古书中把“磁石”写成“慈石”，说明2000年前
我们祖先已发现了磁石吸铁的特性，认为磁和铁的关系好像慈母和她的儿女一样
亲密。

磁石有磁性，每一块磁石的磁性总是聚在两头的，中央部分差不多没有磁性，有
磁性的两极就叫作磁极。如果把一根棒状的磁石用绳子系在中间使它悬空，拨动
以后，等它静止下来，一定是一头指向南方，另一头指向北方。这是什么原因
呢？原来整个地球就是一块大磁石，也有两个磁极，磁北极在地球的南极附近，
磁南极在地球的北极附近。每块磁石也有南北两个磁极。不相同的磁极互相吸
引，相同的磁极互相排斥。由于这个“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道理，所以那悬
空的磁石就一头向南一头向北了。假如再用一根磁棒放到那悬空的磁棒旁边来试
验，就可以看到有一头互相吸引，另一头互相排斥的现象。所以那悬空的磁石的
磁南极就会和地球的磁北极相吸引而指向南方，它的磁北极就会和地球的磁南极
相吸引而指向北方。磁石的这种性质就叫作指极性。我们的祖先根据磁石的这个
特性，创造出了各种指示方向的工具。

战国时的《韩非子》中提到用磁石制成的司南。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东汉思想
家王充在其所著《论衡》中也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由一把“勺子”和一
个“地盘”两部分组成。司南勺由整块磁石制成。它的磁南极那一头琢成长柄，
圆圆的底部是它的重心，琢得非常光滑。地盘是个铜质的方盘，中央有个光滑的
圆槽，四周刻着格线和表示24个方位的文字。由于司南的底部和地盘的圆槽都很光
滑，司南放进了地盘就能灵活地转动，在它静止下来的时候，磁石的指极性使长
柄总是指向南方。这种仪器就是指南针的前身，由于当初使用司南必须配上地
盘，所以后来指南针也叫罗盘针。

在制作中，天然磁石因打击受热容易失磁，磁性较弱，司南不能广泛流传。到宋
朝时，有人发现了人造磁铁。钢铁在磁石上磨过，就带有磁性，这种磁性比较稳
固不容易丢失。后来在长期实践中出现了指南鱼。约于公元1044年官修、曾公亮主
编的《武经总要》中记载了用人造磁铁制成的指南鱼。制作方法是：“用薄铁叶
剪裁，长二寸宽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
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这是一种利用强
大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磁化的方法。在使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泛
浮，鱼头是磁北极，鱼尾是磁南极，鱼在水中可自由转动，鱼首常指南。行军
时，战士们携带指南鱼，阴天也可避免迷失方向，只是磁性仍较低，实用价值也
不太大。

从指南鱼再加以改进，把带磁的薄片改成带磁的钢针，就创造了比指南鱼更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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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新的指南仪器。把一支缝纫用的小钢针，在天然磁石上磨过，使它带有磁
性，人造磁体的指南针就这样产生了。

宋人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记有他所作使用指南针的四种试验。第一种
叫“水浮法”，把几小段灯草横穿在带磁的钢针上，使磁针可以浮在水面，和指
南鱼起同样作用。不过一受震动，磁针在水面动荡不定，指南就不一定准确了。
第二种叫“指甲旋定法”，第三种叫“碗唇旋定法”，就是把磁针放在手指甲上
或放在碗边上，手指甲和碗边都比较光滑，使磁针在上面可以自由灵活地转动，
但是磁针很容易滑落，应用起来不太方便。第四种叫“缕旋法”（即“悬挂
法”）即用蜡把单线的一端缀在针腰，挂在无风处，单线是用新茧中取出的独
缕，它的弹性和韧性都比较好，不会发生扭转的毛病。用芥子大的蜡把单线和磁
针黏缀起来，不采用扭结的方法，这是为了防免扭转毛病的出现。沈括认为“缕
旋法”最完善。

《梦溪笔谈》还记有对磁石性质的重要发现：磁石指南并不指正南。沈括测算是
偏东一些，这是因为地球磁场的两极与地球经线的两极并不重合，磁力线与经线
形成一定夹角，叫“地磁偏角”。后人精确指出偏角约在5°之内。而且全国各地
不同，沈括对“地磁偏角”的发现是中国人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在欧洲，直到1492
年哥伦布远渡大西洋时才发现“地磁偏角”，比我国晚400多年。

指南针发明后很快就应用于航海。世界上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文献
是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yù玉］所著《萍洲可谈》（成书略
晚于《梦溪笔谈》），朱彧之父朱服于1094—1102年任广州高级官员，他追随其父
在广州住过很长时间。该书记录了他在广州时的见闻。当时的广州是我国和海外
通商的大港口，有管理海船的市舶司，有供海外商人居留的蕃坊，航海事业相当
发达。《萍洲可谈》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许多情况，记载了中国海船上航海
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善于辨别海上方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
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识地理”，是表明当时舟师已能掌握在海上确定海船
位置的方法。说明我国人民在航海中已经知道使用指南针了。这是全世界航海史
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我国人民首创的这种仪器导航方法，是航海技术的重
大革新。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并不排斥天文导航，二者可配合使用，这更能促进航
海天文知识的进步。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比《萍洲可谈》晚20多年）中
说：“是夜，洋中不可住，唯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kuí
葵，尺度］南北。”说明徐兢出使高丽航海也使用了指南针，与朱彧所记相同。
这是采用水浮法的指南水针，船头船尾各放一具，天阴天雨时就靠着这种指南水
针辨别方向。

中国使用指南针导航不久，就被阿拉伯海船采取，并经阿拉伯人把这一伟大发明
传到欧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磁针从阿拉伯人传至欧洲人手中
在1180年左右”。1180年是我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中国人首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
海比欧洲人至少早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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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船开始使用罗盘定向导航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这一年赵
汝适写了《诸蕃志》，这是记载海外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书中谈到他从泉州去
海南岛乘的是海船：“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
生死系矣。”可知那时指南针在航海中指示方向的作用已经更加重要。比起11世纪
时只在阴雨天才用指南针，仅仅作为指示方向的辅助仪器的情况是更进一步了。
《诸蕃志》中所说的已不是指南针而是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分度便不可能
做到“守视惟谨”，“毫厘之差”。南宋吴自牧著《梦粱录》载：“风雨冥晦
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
也。”也可见罗盘针对航海的重要。

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宋时，广
州、泉州、杭州都是大商埠，当时和我国通商的有50多国，阿拉伯人、波斯人、罗
马人纷纷由海道到我国通商。那时，通商的税收占国库总税收的1/20，如果没有指
南针的发明是不可能有这样繁盛的海上通商贸易的。指南针的发明与西传促进了
当时我国和印度洋、太平洋西部沿岸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国航海事业
的发展并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创造了前提条件。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于
航海对全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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