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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洪蔚报道］近日，首届中国技术史论坛在南京举行。该论坛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

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主办，吸引了这三大学会下属的农学史、少数民族科技史、

机械史、造船史、金属史、纺织史、土木工程史、电信史、陶瓷史、综合史等诸多技术史分支领域的专

家学者。 

 

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史事业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分支学科史和综合史等齐头并进的局面。20世

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共同发起了系列的“中国科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

国际研讨会”，为中国科技史学者创造了多学科的国际交流平台。 

 

然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柏春表示，这两个综合性的国际会议时常在境外举

行，只有很少的中国学者能多次出国参加这两个系列的会议。大多数国内同行，特别是技术史同行们，

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还迫切需要综合性的或跨学科的国内学术交流平台。 

 

2008年11月初，中国科技史学会代表大会在上海东华大学举行。与会的几个专业委员会和单位的负

责人很快就共建一个技术史联合交流平台达成共识，并于11月2日举行技术史联席会议，商定创建系列

的“中国技术史论坛”。这个论坛借鉴欧盟机构的联络机制，由各个专业委员会、分会和学科史牵头人

组成一个组织委员会，进行平等的协商，共同组织、轮流承办技术史论坛。王思明教授在上海当即表

示，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文明研究院带头承办首届论坛。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梅建军教授说：“论坛首次会聚了这么多技术史分支领

域和研究方向，这在我国技术史学术交流上是一次创举，这种交流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技术史研究的发

展。” 

 

在大会总结报告上，技术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振寰教授说，由本次论坛可见，近年来，技术史领域

涌现出一批新观念和新学术思想，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极大地丰富了技术史的研究内容，使得跨学科

论坛这种交流方式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 

 

不少学者表示，像这样的论坛，不仅为目前取得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交流的机会，更可以通过这种交

流，寻找到未来更多的与交叉领域的合作可能。 

 

论坛主办方南京农业大学，是我国最早研究科技史的学术中心之一，早在1955年就创建了中国农业

遗产研究室。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向论坛发来贺信。 

 

据了解，中国技术史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下届论坛将于2011年由广西民族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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