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等李 挺 

台 湾 的 科 技 史 研 究 

叶寿生 

四十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一向被忽 

视，其发展历程艰难缓慢。初期几位前辈学 

人孜孜躬耕 所获可数。6O年代后，随着经 

济发展，学术研究日渐积极，但科技史研究 

仍不如其它学科。到了8O年代，一批中青年 

学子开始投身于科技史的研究，其研究力量 

逐渐稳定，研究成果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 

定。回顾这四十年台湾的科技史研究，可以 

分为 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5O年代及更早的一两年 这 

时期台湾科技史的研究发展有 两 个 特 点t 

(1)研究探讨的方向大多偏 向于中国科技 

史 } (2)参与研究者几乎全为中老年资深 

学者。如于景让对中国古籍中动植物的研究 

及一些科技史译著 }高平子在天文历算方面 

的研究 ’岳填礼有关金属、矿物史话的论文 

等。这时期的论文主要发表在 大陆杂志" 

和“中央研究院 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上。旅居海外的李书华研究有关指南车、造 

纸、印刷术的论文也都发表在 大陆杂志》 

上 。 

1952年起，台湾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 

员会 组织编写了 《现代国民基 本 知 识 丛 

书"，其中有十余册涉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 

因而一直是台湾科技史研究方面 有 价 值 的 

参考书，台湾 “中华丛书委员会”也出版了 
一 些科技史名著，如 《天工开物之研究》 、 

《火药的发明 等。195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了季乔革著 《中国化学史》修订本。李 

先生的 《十年来台湾之化学研究与实验 、 

《十年来台湾之化学教育 两论文，也是研 

究台湾科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第二时期是从6O年代到7O年代中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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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期，研究方向主要还是中国科技史，除 

了资深前辈学者于景让、高平子、方豪，凌 

纯声等继续研究并取得出色成果外，还有一 

些 。新人”加入科技史的研 究 行 列。这 些 

。新人”中有资深的那琦教授，开展了本草 

学 的研究。 。后起之秀 王萍研究明清的历 

算，王尔敏研究晚清的兵工业等。后来，又有 
一 些学理工学科的教授如丁陈汉荪、杨觉民 

等也参与了科技史的研究。到了7O年代，又 

有更多的学者投入科技史研究阵营，如陈良 

佐研究数学史、金属冶炼史}郭正昭研究中 

国近代科学史及中西科学思想史’盖瑞忠研 

究中国工艺史等。在郭正昭的鼓励下，陈胜 

昆等年轻学人认真积极l从事科技史研究，成 

为下一时期的中坚。这时期，李约瑟的 中 

国之科学与文明》译本问世，它不但提供了 

丰富的参考资料和多项新颖的观点，更澈起 

了台湾学术界研究中国科技史的 愿 望 和 信 

心。此外，还出版了西方科 技 史 名 著，如 

“科学与科学思想简史 ， 《自然科学发展 

史 、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 及 其 西 传》， 

《炼金术 等。另外，大量重要古籍的影印 

及旧书的重印，大大拓展了台湾科竦史的研 

究领域 。 

第三期，是70年代后期至近几年。在台 

湾对科技史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更多的学 

人参与研究，成果也斐然充实，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在科技史教育方面，中学历 

史课本中已有专门科技史内容，部分大学新 

开设了 中国科技史 选修课’淡江大学还 

从1978年起，每学期都请若干位专家以专题 

讲座形式介绍中国科技史，巳连续十二年并 

有演讲记录编辑成册，特别是陈胜昆医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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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的 产 业 与 技 术 升 级 
陈 重 庆 

近年来，由于岛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 

化，使台湾的经济面临着一场新 的 严 峻 考 

验。～方面，岛内劳工不足、工资和地价飞 

涨 台币大I晤升值、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意 

识高涨等，使得台湾赖以生存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逐渐丧失了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另一 

方面，来自不同发展层次国家和地区的竞争 

也给台湾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几年，具 

有廉价劳动力的东盟国家、中国大陆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蓬勃发展，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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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占领原由台湾人控制的市场。具有相同发 

展层次的南朝鲜等，也在加速产业与技术升 

级，其发展的势头令台湾人日益感蛩}岌岌可 

危，同时，由于台湾持续的大额贸易顺差， 

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台湾逐渐设置了种种 

限制。使台湾出现了由于产业空洞化而带来 

的恐姥，企业纷纷出走。 

于是，台湾当局，学者、各界人士通过 

各种媒介大声疾呼产业与技术升级以保持台 

湾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发展。学者们从技术引 

1978年以 《中国科学新生物研究所之研究》 

的论文从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获得 第一个科 

技史硕士学位，为台湾的科技史教育写下了 

新的一页。至1985年，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 

究所成立 科学史班”，迄今 已有三位硕士 

毕业，还有五位在学，分别进行中国古代、 

近代科技史及科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大 

众普及方面，台湾科学教育馆等 曾 举 办 过 

。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特展”、 中国科学 与 

文明 等展览。在科技史书出版方面，台湾 

当局 又编辑了 中华科学技 术 史 丛 书》和 

《中华文化丛书》 的科技部分，大陆的一些 

科技史书，也在台湾印 出。台 湾 后 起 之 

秀”所撰写的科技史书籍，如陈胜昆的 《中 

国传统医学史》，洪万生的 从 李 约 瑟 出 

发 ，刘君璨的 “科技史与文化》，刘昭民 

的 中国物理学史 ，蔡仁坚的 科学与古 

老中国 等书的出版，都反映了台湾科技史 

研究的新水平。另外，报刊杂志登载科技史 

方面的文章有上百篇，’大大推进了研究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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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科技史研讨会方面，1981年为参加 ‘国 

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成立了 “中央 

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并于1986年举办了第 

一 届科学史研讨会，共有论文l5篇。1989年 

举办了第二届 科学史研讨会”，有台湾岛 

内论文23篇。另外，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的 

科技史蛆从1 986年至1988年陆续邀请学者， 

在每月一次的 清华科技史研 ≥”发表专 

题演讲，甚受欢迎。 

目前，台湾科技史研究力量主要有 。中 

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39位委员。其他机 

构从事科技史研究约有三、四十人 (不包括 

学生)。近年有论文者仅三十来人，以科技 

史为研究专业者甚少。由于台湾的科技史研 

究还是作为历史考古的一个部分，发展受到 

了限制。从事科技史研究面临的困难是：外 

文资料严重缺乏，大陆资料难获得l台湾的 

研究成果未加编 目整理| 究的后备力量也 

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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