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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1990年3月8日一1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80余名，提
交学术论文40余篇。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李宝恒，中国科协学会工作部部长林振申，中国科学技术史界老
前辈钱临照、袁翰青、李鉴澄等先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柯俊代表第三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学会三年来的学术活动开展情况：
共组织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或其它类型的学术活动29次，参加者达2190人次以上，征集论文1810多篇。在学
术讨论中，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由讨论，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在新资料发掘和理论探索方面，都
有新的进展。研究领域也有新的开拓，如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20世纪中国科技史研究，科技发展与
社会关系的研究，科技史教育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报告还对国际学术交流、办好学会刊物，加强组织
建设、做好科技史的宣传普及等工作作了总结。报告阐述了学会今后工作的方针、原则，提出要积极组织
好学术活动，坚持小而精、讲实效的方针。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加强科技史
教育工作。代表们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肯定近几年来中国科技史研究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在：
20世纪最后的十年里，学会要广泛团结科技史研究工作者，加强凝聚力，把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
个新的阶段。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由51人组成的第四届理事会。卢嘉锡当选为理事长，陈
美东、李宝恒、梁宗巨当选为副理事长。周嘉华为秘书长。新选出的理事会于10日下午召开了全体会议，
对学会工作做了认真的总结，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讨论。 

  大会期间，分5个专业组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代表都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对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大家认为：近年来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喜人的成果，在许多重要领域或薄
弱环节均有较大突破和进展。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重视和
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会议还组织了专题报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陈美东介绍了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近年来的工作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殷伟璋介绍了科技史与考古工作。会议还
邀请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科学史家中山茂作了学术报告。 
（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