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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冶“螺丝冶“螺钉冶“螺丝钉冶探源

黄河清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摘摇 要:螺旋分内螺旋和外螺旋,在机械中应用十分广泛。 它来自西方,在 17 世纪传入中国。 汉语中表示这种意义的“螺

旋冶一词,最早见于 1612 年耶稣会士熊三拔的《泰西水法》。 “螺丝钉冶的出现在此之后,见于 1626 年另一位耶稣会士汤若望

的《远镜说》。 之后,又产生了“螺丝冶“螺钉冶“螺蛳钉冶“螺旋钉冶“旋螺钉冶等词,这些词有的已经淘汰,有的则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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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ability of “ luoxuan冶, “ luosi冶, “ luoding冶 and “ luosiding冶 / / HUANG Heqing
Abstract: More general, screw may mean any helical device, such as a clamp, a micrometer, a ship蒺s propeller or an Archimedes蒺
screw water pump. The western screw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Chinese name “ luoxuan冶 is
firstly recorded in the Jesuit missionary Sabatino de Ursis蒺s Taixi Shuifa (European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ater used again in Japan. The other Chinese name “luosiding冶, which describes the bolt,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year of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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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最早描述螺旋状物体的是

希腊数学家阿契塔(Archytas of Tarentum,前 428—
前 350)。 在阿契塔之后,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
287—前 212 ) 创造了几何 学 中 阿 基 米 德 螺 线

(Archimedes spiral)的画法。 阿基米德还将这一螺

线运用于实践,制造了一个装在木制圆筒里的巨型

螺旋状物体,可以把水从一个水平面提升到另一个

水平面。 这种机械用来灌溉农田,或者排除矿井或

船舶中的水,叫作 “阿基米德水泵冶 ( Archimedes
pump)或者“螺旋水泵冶(screwpump)。 到了公元前

1 世纪,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了一种木螺旋压榨

机,用来压制橄榄油和葡萄汁。 当时这些螺旋形构

件主要是用来提水和挤压,不是用来作紧固件。 一

直到 15 世纪中后期,情况才有了改变。 当时欧洲

出现了一种木螺钉,这种木螺钉可以把家具和建筑

物连接起来。 大约到 1490 年,欧洲出现了金属螺

钉,当时它用来作盔甲的紧固件[1]130-131[2 - 3]。

中国古代没有发明螺旋淤,我们是用铆接、榫
接等方式来连接物体,用楔子或钉子来固定物体,
或者用楔子来挤压物体(包括榨油等) [1]130 [4]。 英

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说:“阴阳连续螺纹(如在螺

栓和螺母上的)以及能和普通齿轮啮合以便在互成

直角的两轴间传动的圆柱蜗杆,都是中国工程师和

工匠在 17 世纪以前不知道的机械系统中最突出的

例子。冶李约瑟还说:“对于中国的技术传统来说,
螺旋是外来的。冶 [1]130

那么西方的螺旋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李

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介绍了霍维茨(H. T.
Horwitz)在 1916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 霍维茨

说:在中国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螺旋(screw)的图画,
是 1609 年的《三才图会》中关于鸟铳盖子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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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内螺纹和外螺纹两个图形。 这确实是中国

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螺旋图画,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 不过我们在这幅图

画中还有一个新的发现:“丝转形冶。 这个词应该

是汉语文献中出现的第一个用来表示 screw 的名

称。 遗憾的是,这个名称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应有的

重视(包括霍维茨、李约瑟等人)。 在《三才图会》
的这幅图画中,在外螺纹(实际上是一个螺杆)的

右边有这样一些文字:“丝转形左转则入,右转则

出。冶 [1]131-132这里的“丝转形冶指的是螺杆上的螺

旋。 这个螺杆是鸟铳后端的一个构件。 螺杆往右

旋转时,会顺着枪管的内螺纹向外退出来,待填装

弹药后,再将它转入枪管,这时要往左旋转。 旋紧

后,弹药就不会倒出来了。 《三才图会》中的这幅

图画,虽然内容不多,但已经将内螺纹和外螺纹的

相互作用描述清楚了。
但是,我们除了注意到上述这一事实外,还要

注意下面这件事。
朱维铮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中收有

《理法器撮要》,这是一部介绍欧洲宇宙论和天体

测量方法的著作。 其中介绍了一种叫“定平尺冶的
器具。 从插图来看,定平尺是用来放置日晷的一块

正方形的平板,在平板的三个边上,分别安装有一

个支架,支架上各有一颗羊眼螺丝钉( eye bolt)。
这三颗螺丝钉除一颗被一支立杆遮住只画了一半

外,其他两颗很完整,螺杆上的螺旋纹理也很清

晰[5]。 定平尺上的这三颗螺丝钉是用来调整平板

的,因为将日晷放到平板上面之前,平板必须保持

水平。 拧动一下螺丝钉上的羊眼,螺杆就会转动,
于是平板的高低就可以调节了。 因此,和《三才图

会》一样,《理法器撮要》上也出现了螺旋的图画。
《理法器撮要》的作者存在着三种可能:一、该书全

部内容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 Matteo Ricci,
1552—1610)所作;二、该书初稿由利玛窦所作,但
后人有增补;三、该书不是利玛窦所作,另有其人。
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理法器撮要》比《三才图

会》早还是晚,不能确定有关螺旋的图画最早出现

在哪里。 不过,我们将这件事提出来,希望能引起

大家的注意。

由于《理法器撮要》的成书时间还不能确定,所
以我们暂且将《三才图会》中的鸟铳盖子图看作中国

文献中第一次出现 screw 的图画。 同时我们还注意

到,《三才图会》中虽然出现了用来表示 screw 的“丝
转形冶,但该词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沿用下来。

那么,表示 screw 的“螺旋冶一词是什么时候出

现的? 其实在《三才图会》之后没几年,这词就已

经出现了。 “螺旋冶原指像螺蛳壳纹理的曲线形。
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又有如来

发,发色青绀,螺旋右萦,引长尺余,卷可半寸。冶 [6]

后来到了 1612 年,“螺旋冶的词义有了新的发展。
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
1620)著有一部《泰西水法》。 这是一部介绍西方

水利科学的专著,卷一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一种叫

“龙尾车冶的水利机械,其实就是阿基米德水泵于。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用来表示 screw 的“螺旋冶。 例

如:“因螺旋之墨而立之墙为螺墙。 墙之间而得螺

旋之沟为螺沟。 螺沟者,水道也。冶 [7]

这里的“螺旋冶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了,
而是指阿基米德水泵中蜗杆上的螺旋。 应该说,这
是汉语文献中第一次用 “螺旋冶 来指 screw 的例

子盂。 《泰西水法》的后面还配有阿基米德水泵的

几幅图画,有了这些图画,这种机械的构造就更为

直观了。
在《泰西水法》之后,又过了几年,“螺丝钉冶一

词出现了。 《远镜说》(1626)是一部光学著作,由耶

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
1666)口述,中国人李祖白笔录而成。 该书翻译时可

能参考了 1618 年意大利学者吉罗拉莫·西尔图里

(Girolamo Sirtori of Milan)的一部有关望远镜的著

作。 《远镜说》在《安放调停》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文

字:“视欲开广,将镜床少少那动,欲左而左,欲右而

右,欲上而上,欲下而下,架无不随者,只用螺丝钉宁

住,宜坚定不移。冶 [8]我们在《理法器撮要》中只见到

了螺丝钉的图形,没有见到它的名称,但在《远镜说》
的这些话里我们见到了“螺丝钉冶一词,而且这个“螺
丝钉冶指的就是 bolt。 应该说,《远镜说》中的这段说

明是“螺丝钉冶一词的始见书证。
在《远镜说》成书之后又过了一年,即 16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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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了新的发展。 日耳曼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和中国人王徵在《奇器图说》
中对螺旋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该书先是对螺旋

进行了分类,即卷二第七十四款:“藤线器有三类,
(一)柱螺丝转,(二)球螺丝转,(三)尖螺丝钻。 盖

因圆体有三:一、柱圆,二、球圆,三、尖圆,故藤线依

赖而上,遂成三类。 柱圆用以起重,球圆天文家所

必须,至尖圆乃开坚深入之器,工匠颇多用。 而此

重学所常用者柱圆而已。冶 [9]

然后,该书以较多的篇幅,对螺旋的原理以及

各种螺旋的应用做了深入的论述,这在汉语文献中

尚属首次榆。 我们在《奇器图说》中经常可以看到

两个词:“藤线冶和“螺丝冶。 这两个词是继“丝转

形冶 和“螺旋冶 之后出现用来表示 screw 的名称。
“藤线冶是邓玉函和王徵创制的,“螺丝冶则来自《远
镜说》中的“螺丝钉冶虞。 但是,“藤线冶和“丝转形冶
这两个词,使用的人不多,后来都消亡了,只有“螺
丝冶和“螺旋冶流传下来。 不过当时“螺丝冶要比“螺
旋冶更为常用。 “螺丝冶不但可以指螺旋,而且还可

以指螺丝钉。 例如:
1760 年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袭人看

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

银盖。冶 [10]

1819 年马礼逊《华英字典》Part 域“螺冶条:“螺
丝,a screw. 冶 [11]

1857 年合信《西医略论》卷上:“转器机螺丝,
不必过紧。冶 [12]

1873 年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冶金录》卷

上:“若形式甚繁,不能用螺丝令其相连,各小块必

将全块铸成也。冶 [13]

大约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螺旋冶一词的使用

也多了起来,例如:
1873 年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行军测绘》

卷六:“如第九十二图为盒内纪限仪,其盒形如短圆

柱,盖有螺旋,开即旋于盒之底。冶 [14]

1874 年丁韪良等人编纂《中西闻见录》第 25
号:“灯头常用者皆鱼尾形,生铁做,长四分寸之三,
顶凿二孔,当中相合如鱼尾,用时以螺旋拧于

管口。冶 [15]

1889 年傅兰雅 《重学须知》: “螺旋, 一名

螺丝。冶 [16]

就这样,“螺旋冶一词为更多的人接受。 渐渐

地,它成了力学、机械学等学科中的标准术语。 后

来“螺旋冶一词还传到了日本。 在日本,“螺旋冶(臻
栈阵)也是科学上的一个标准术语。

现在再来说一下有关螺丝钉( bolt)的一些名

称。 自从《远镜说》中第一次出现“螺丝钉冶之后,
该词一直被后人使用。 不过到了 19 世纪中期,又
出现了一个简称:“螺钉冶。 例如:

1857 年伟烈亚力编《六合丛谈》二:“此器推

之,殊觉甚便,或旋一螺钉,或转一柄,或旋一活轴

而已。冶 [17]

1857 年合信《西医略论》卷中:“又法用架,西
国以铁为之,旋以螺钉,使中高而两端斜下。 中土

无此具。冶 [18]

毫无疑问,将“螺丝钉冶简称为“螺钉冶,是语言

简约化的一个结果。
除了“螺丝钉冶“螺钉冶外,在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期,还出现了别的一些名称。 例如: “罗

丝冶 [19]“罗丝钉冶 [20] “螺丝旋冶 [21] “螺丝柱冶 [22] “螺
丝丁冶 [23]“螺丁冶 [24] “镙钉冶 [25] “锣丝钉冶 [26] “螺钉

体冶 [27]“螺蛳冶 [28-29] “螺蛳钉冶 [30-31] “螺旋钉冶 [32-33]

“旋螺钉冶 [34-[35],等等。 但是,这些词都只是昙花

一现,很快就消亡了。 最后沿用下来的只有“螺丝

钉冶“螺丝冶和“螺钉冶这些词。
“螺丝钉冶“螺丝冶和“螺钉冶这些词虽然在中国

得以推广,但没有影响到日本。 在日本,螺丝钉叫

作“螺子冶“捻子冶“捩子冶(这三个词都读作胀崭),
或“螺子釘冶(胀崭寨债),等等。 同样,日语中的这

些词也没有影响到中国。 关于螺丝钉的名称,中日

两国走的都是自己的道路,谁也不影响谁。

注释

淤 我国科学史专家戴念祖说:“古代中国人虽然没有在实

践上制造或使用螺旋,但在理论和数学上对于螺旋却是

了解的。冶戴念祖列举了《九章算术》 中一道 “葛藤绕

木冶,以及刘徽(225—295)在《九章算术》注解中的“线

绕笔管冶这两道几何题,用来说明古代中国人已经“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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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各种螺距的螺旋冶,见[4]。

于 虽然 1612 年阿基米德水泵已经介绍到了中国,但后来

并没有推广,见[1]131。

盂 在《泰西水法》之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

1688)在《新制灵台仪象志》 (1674)也使用了“螺旋冶一

词,如该书卷之二:“其螺旋所以省力之故,则在勾股形之

弦与股一定之比例。冶(见南怀仁著,刘蕴德笔受《新制灵

台仪象志》,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1031 册,子部天文算

法类,694 页)。 由此可见,“螺旋冶的这种用法,在明清之

际就已经出现了。 但《汉语大词典》在“螺旋冶条这个义项

中没有提供书证,也就是说,从该词典中我们还是不能知

道“螺旋冶的这个义项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见[6]。

榆 《奇器图说》(卷三)也有一幅阿基米德水泵的图画。

虞 尽管《三才图会》《泰西水法》《远镜说》和《奇器图说》等

已经将西方的螺旋或螺丝钉介绍到了中国,但后来的

《天工开物》(1637)对此还是没有提及,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见李约瑟《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载潘吉

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42

-145,及宋应星《天工开物》,长沙:岳麓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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