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青年技术史学术研讨会在北航召开 

 

2004年4月15日至17日，全国中青年技术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人文学院承办，并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马普伙伴小组、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北
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共同组织和资助。来自北京、合肥、呼和浩特、武汉等地的5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讨论技术史的学科建设、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以及课题设计等问题。会议采取专家做若干相互衔接的主题报告，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
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国家博物馆孙机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
中心梅建军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研究员和张柏春研究员等六位专家，分别就古代技术史研究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治史学的方法、技术与工程的
理论问题、科技考古、传统工艺调查研究和中国近现代技术史的重要问题等主题进行了专题讲座。主持讲座和讨论的专家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
成智教授、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钟少异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胡化凯教授、清华大学科技史曁古文献研究所冯立升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
理系副主任郭世荣教授。 

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81 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时，就组建了技术史专业委员会。多年来，中国技术史专家解决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
取得了丰硕的业绩，其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与国外技术史的研究相比，无论是在学科的理论建设上，还是在建制化的程度上，技术史在中国仍然是一
门较年轻的学科，这主要表现在：职业化的技术史研究和教学队伍较小，技术史专家学者的交流尚需加强，学术规范有待改进。此次会议的举办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
做出的一次努力。 

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史学，“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这或许就是在高科技时代研究技术史的主要目的。迄今为止，中国技术史界的主要工作是
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的：利用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发掘中国古代技术遗产，描述古代发明创造；开展科技考古研究；调查研究传统工艺；进行中国近现代技术史的专
题研究等。但是，对作为技术史研究对象的“技术”和“工程”，以及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却较少讨论。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此次会议邀请了全国知
名的技术史家、科技考古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讲了各场报告，以期打破专业分工造成的鸿沟，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从多重视野和跨学科的角度来考察技术的
发展。 

此次会议严格按照最初的议程进行，圆满达到了预期的各项目的。以研究航空航天发展史著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为承办
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赞许。一次会议所能讨论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但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却值得同行继续思考。技术史专业委
员会决定将会议主题报告的内容编辑成书出版，以便为我国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份参考资料。鉴于此次会议的成功，技术史专业委员会和六家科技史研究机构还拟在
适当的时候举办第二次会议，并诚邀更多的同行加入进来，共同关注和探讨技术史的研究。 

                                    （韩连庆、张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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