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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听到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划的人士，都称道这是一个宏大的学术工程和

文化工程。确实，要完成一部30卷本、200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不论是在科学史界，还

是在科学界都是一件大事。经过同仁们10年的艰辛努力，现在这一宏大的工程终于完

成，本书得以与大家见面了。此时此刻，我们在兴奋、激动之余，脑海中思绪万千，感

到有很多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可以说，这一宏大的工程凝聚着几代人的关切和期望，经历过曲折的历程。早在

1956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有关的编写问题，但由于三

年困难、“四清”、“文革”，这个计划尚未实施就夭折了。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

国务院工作时，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演变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并恢复工作，这个打

算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专门为此开会讨论。而年底的“反右倾翻案风”，又使设想落

空。打倒“四人帮”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再次提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计

划，被列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重点项目，作了一些安排和分工，也编写和出

版了几部著作，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古筑技术史》、

《中国古桥技术史》、《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等，但因没有统一的组织协

调，《丛书》计划半途而废。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划归中

国科学院，仍一如既往为实现这一工程而努力。80年代初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完成之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技术通史研究室就曾制订编著断代体多卷本《中国科

学技术史》的计划，并被列入中国科学院重点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1987

年，科学技术通史研究室又一次提出了编著系列性《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现定名《中

国科学技术史》)的设想和计划。经广泛征询，反复论证，多方协商，周详筹备，1991年

终于在中国科学院、院基础局、院计划局、院出版委领导的支持下，列为中国科学院重

点项目，落实了经费，使这一工程得以全面实施。我们的老院长、副委员长卢嘉锡慨然

出任本书总主编，自始至终关心这一工程的实施。 

    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工程在筹备和实施过程中，一直得到科学界和科学史界前辈们

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在百忙之中，或致书，或出席论证会，或出任顾问，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他们关心科学事业，热爱科学事业的精神，更是一种无形的力

量，激励着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为完成肩负的重任而奋斗。 

    我们不会忘记，作为这一工程的发起和组织单位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历届领导都

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们把这一工程作为研究所的第一大事，在人力、物力、时

间等方面都给予必要的保证，对实施过程进行督促，帮助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所图书

馆、办公室、科研处、行政处以及全所的同仁，也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单靠一个单位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实施过程中，我们

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铁道部大桥管理局、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大连海

事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温州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



持，他们为本单位参加编撰人员提供了种种方便，保证了编著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证这一宏大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基础局还指派了李满园、刘佩华

二位同志，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领导(陈美东、王渝生先后参加)及科研处负责人(周嘉华

参加)组成协调小组，负责协调、监督工作。他们花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

见，协助解决了不少困难，为本工程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本工程进行的关键时刻，我们遇到经费方面的严重困难。对此，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给予了大力资助，促成了本工程的顺利完成。 

    要完成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离不开出版社的通力合作。科学出版社在克服经费困

难的同时，组织精干的专门编辑班子，以最好的纸张，最好的质量出版本书。编辑们不

辞辛劳，对书稿进行认真地编辑加工，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因此，本书能够

以高水平的编辑，高质量的印刷，精美的装帧，奉献给读者。 

    我们还要提到的是，这一宏大工程，从设想的提出，意见的征询，可行性的论证，

规划的制订，组织分工，到规划的实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通史研究室

的全体同仁，特别是杜石然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参加本书编撰

和组织工作的全体人员，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同心协力，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付出

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道德学风，是值得赞扬和敬佩的。 

    在此，我们谨对关心、支持、参与本书编撰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已离我们而

去的顾问和编写人员表达我们深切的哀思。 

    要将本书编写成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是参与编撰人员的共识，为此还形成了共

同的质  量要求： 

    1．学术性。要求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同时把本学科的内史和外史结合起来。通过

史论结合，内外史结合，尽可能地总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把中国

有关的科技成就和科技事件，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通过中外对比，阐明中国历史

上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整部著作都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 

    2．可读性。要求尽量地做到深入浅出，力争文字生动流畅。 

    3．总结性。要求容纳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以

及最新的考古文物发现，使本书充分地反映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水平，对近百年来有关中

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作一次总结。 

    4．准确性。要求所征引的史料和史实准确有据，所得的结论真实可信。 

    5．系统性。要求每卷既有自己的系统，整部著作又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在编写过程中，大家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当然，要圆满地完成这些要求，难

度很大，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完全做到。至于做得如何，那只有请广大读者来评定

了。编写这样一部大型著作，缺陷和错讹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地期待着各界人士能够给

予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委会 

1997年7月 

(2004年11月23日 17:05)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主办：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承办：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