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纪要 

  

    
  1988年8月 5日至10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举行了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
（5thICHSC ）。这是自1982年8月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以来，准备时间
最长、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加州大学教授、为公研究院主席兼董事长程贞一先生自
1978年起就着手筹款和组织工作，经过10年的努力，会议得以顺利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由何丙郁（香港大学教授）、柯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
约瑟（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席文（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王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席
泽宗（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和薮内清（日本京都大学名
誉教授）组成国际顾问委员会，澳大利亚陈民熙、．中国李佩珊（北京）、王锦光（杭州）、刘广定（台
北）、比利时李培始、香港何冠彪、杨玉峰、日本中山茂、南朝鲜全相运、马来西亚洪天赐、新加坡兰丽
蓉、美国程贞一、黄兴宗和钱存训组成国际组织委员会，程贞一、林绍基任当地组织委员会正、副主席。 

  报名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197人。提交论文或摘要182篇。实到代表100余人，他们来日美、英、法、
西德、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南朝鲜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14个国家
和地区。大会开幕式由程贞一主持，加州大学副校长 H· K·Ticho致欢迎词，李约瑟作录相讲话，王玲致
开幕词。大会的邀请布告有4篇：鲁桂珍和李约瑟的"中国法医学史"、席文的"中国传统医学语言的翻译"、
何丙郁的"中国的算命方法--子平推命术"和柯俊的"冶金技术与中国文化"。其余的论文分15个领域和方面
在各分组会上宣读和讨论，计有：数学史24篇、天文学史20篇、物理学史26篇、化学史8篇、医学史9篇、
生物学和农学史9篇、地学史16篇、金属学史7篇、语言哲学与科学史14篇、关于二次大战中日本细菌战5
篇、近现代科技史13篇、中外科技交流史8篇、科技人物传记8篇、少数民族科技史3篇。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人占一半以上，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40人，绝大多数是中国科 学技术史学会会
员，来自台湾的有11人，他们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国伟（台湾科学史委员会现任主席）、近
代史研究所张瑞德、台湾化学系刘广定（台湾科学史委员会前任主席）"。图书馆学系潘美月、国立故宫博
物院副院长昌彼德、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程石泉、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孙方铎、历史研究所傅大
为、黄一农、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洪万生和淡江大学历史系叶鸿洒。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同国外学者和侨
胞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学者欢聚一堂，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学 术交
流。自然科学史所杜石然、梅荣照、戴念祖、王渝生、刘钝，杭州大学沈康身，内蒙古师范大学李迪、罗
见今，天津师范大学李兆华和台湾学者李国伟、刘广定、傅大为、洪万生以及法国学者马若安还利用会后
晚上的时间聚会，深入探讨有关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方法、内容和合作等问题。台湾学者盛赞大陆同人在科
学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大陆学者对台湾同人在掌据文献资料、外语水平、现代科学修养和思路
开阔等方面的表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共同的悠久历史背景和优秀文
化传统把我们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大陆和台湾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交流和合作有无限宽广的前景。 

  鉴于李约瑟、鲁桂珍和王铃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这次会上为公研究院授予他们三人以首
次为公奖状和奖金。 

  据悉，第六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将于1990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以表承对著名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
博士90寿辰的祝贺．  

（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