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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的成果，是百余位科

技史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这也是中国科技界第一次有规模地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

展的历程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

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回近现代科技史对研

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意义。立题时确定的目标是:系统地收

集、抢救和整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实资料，建立完整的数据

库，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研究积累基本资料;研究中国近现代

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震要人物、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于中

国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对一些重要史实展开专题研究，力求

取得新的认知和新的突破;科学地总结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为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

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历史镜鉴;通过研究工作培养一批中青年科

技央人才。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三年的努力，这些目标大都实现了 O 这套

丛书是作者们奉献给读者的一份丰厚礼物，也将成为研究我国近

现代科技史的宝贵资料。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

永无止境。我衷心希望读者和科技史界同仁能不吝批评，并在此基

础上继续将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推向前进，共同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长 ;若利?
2∞3 年 6 月 5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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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前宫

近代科学技术自 19 世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段非阿寻常的曲折过

程。从 19 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到 20 世纪初年的"科

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 50 年代的"向科学进萃"到 20 世纪末叶的

"科教兴圃"战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 150 年

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

厦中，中国的贡献还很有限，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站在新世

纪的门槛上，中阁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科教兴

国"的历史策任?商对这样?最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和借鉴科学技

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

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特性及其发展机制，总结中国近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10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追赶国际先

进水平的时候，却很少系统地探讨和总结我国一二百年来科技发展的经输

和教训'10 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于科学

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我们不仅不易充

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而可能重复旧的失当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在面

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

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援大课题。

大约 15 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计划开展中国近现代科学

技术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董光壁先生主编《中国近现代科

学技术史》和吴熙敬先生主编《中国近现代技术史》两部大型著作，分别由湖

南教育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印行问世。在完成上述著作不久，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又提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大型研究计划，几经

周折，终于在 2侧年列为中阁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

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是一个跨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

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重耍研究项目，主要包括专题研究、资料集与工

具书、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资料库这三大课题。经征求各方面意见，我们选定

了 30 多个二级课题，于 2仪)()年 11 月正式启动了这项研究。周内近 30 个科



4 出版商畜
时跚

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的百余位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和研究生承担了

研究项目的二级课题。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专题研究还有待开展，尚

不具备编寨系统性史书的条件，加之项目的实施期限仅为三年，因此，我们

预定的研究任务是以有创意的专题研究和重要的资料建设为主，以期为进

一步系统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我们希望本项目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

历程中的基本问题，拓展研究方向，推动研究队伍的建设;以多角度的综合

性研究、个案研究和学科史专题研究为主，力求在探索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

的基本史实和脉络等方面取得进展;收集、抢救和整理 i重要的历史资料，编

辑史料选辑，建立资料中心，为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积累基本资

料;总结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推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提供历史启发。在梳理史实的同时，也致力于探讨科学、技术、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尝试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等关于科

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

在短短的三年里，各课题组克服了很多朋难，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方面花

了大量精力，井积极配合项目的组织工作。经过努力，绝大多数课题组基本

上完成了预期的研究任务，其主要研究成果就是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中国近

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项目的研究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实施，是在中国

科学院基础局、综合计划局、政策局和院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一部

分课题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承

担了项目的约一半的课题，研究所领导全力支持项目组的工作，为究成研究

工作提供了人力保证和相应的经费。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廖克、前副

所长王渝生和有关人员为项目的立项和前期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贯献。山东

教育出版社将丛书列为 1重点阁书出版计划，并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部分配套

经费，在专著的出版编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中国科

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大连化工研究院制碱研究

所、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因防科技大学、西北大学、来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中共中央党校、中固农业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国家测绘局、国家地震局地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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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中国电力信息中心、庐山植物园、辽宁省图书馆等近 30 个单位为课

题承担人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甚至提供配套经费。

在资料收集和建设方面，项目和各课题组得到了相关图书馆、档案馆和

有关机构的理解和配合。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

为查阅和利用档案资料提供了很多方便和帮助。还有许多单位的柑案或资

料管理机构向本项目二级课题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帮助，具体情况详见丛书

各卷的致谢或后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为项目的资料建设做了许多

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学术期刊出版了项目的部分

研究成果。

项目顾问就项目的设立和实施提出了指导意见。项目专家姐在学术指

导和课题评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丛书编委会、常务编委会和审稿专

家审阅各课题书稿，为提高书稿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项目办公室负责项

目的各项日常工作，组织学术活动，付出了半勤的劳动 O

在此，我们谨向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合作单位以及顾问、专家和有关工作

人员表示诚挚谢意!向项目各课题负责人和参与人员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撰这样规模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不少

著作还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其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恳请同人和广大读者

赐教，以共同促进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展。

张柏春玉扬宗

2∞3 年 10 月 31 日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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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
商言?

剧目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同时，中国又是个自然灾害频

仍发生的回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与各种各样严重自然灾害抗争中

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中剧不仅积累了世界上抽一无工的自然灾害(和异

常)史料，出现了众多的水利等抗灾工程，还积累起十分丰富的抗灾、救灾

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灾害学和减灾事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的文明史

中问烁出耀眼的光芒。

近百年来，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发展。在近代科技的观念、知识和

技术装备的帮助下，中国灾害学和减灾事业进入近代阶段。近代气象学、近

代水利学、近代地震学、近代医学等的发展，在中国灾害研究和减灾事业中

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O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和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合，十分重视抗灾减灾事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减灾的方

针、政策;投入了大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建了大批减灾工程。灾害学的

不少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完善起来。中国灾事学和减灾事业进入现代

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巳十分紧张，自然灾害日趋严重，

形成了企球性的生态危机。联合国大会确定 1990…1999 年开展"国际减灾

十年活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阂，减灾任务更为繁重。但这也有

力地推动了中国灾害学和减灾事业的空前发展。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 21 世纪，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已严重地摆在企世

界和中国面前。自然灾害已是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肃问题，只能

认真对待，消极和回避是不可能的 O 为了更好地发展灾害学和减灾工程效

益，力争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总结灾害学和减灾事业发展的

规律和历史的经验教训，编写一部中因灾害学和减灾事业史是十分必要的。



J 
湾前言言

部

有关这一科技史的古代部分，前人已有较多总结井已撰写出版专史。倪反

映近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灾害学和减灾事业发展史，虽已有不少论文、文章

和一些书的章节对其某些方面有所论述和总结，但至今尚没有全面系统和

专门的总结和专著出版。为此，在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近现代科学

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资助下，我们专门进行研究，撰成本书。

灾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十分广泛，

涉及问题很多。由于我们的研究和编写的时间较短，这又是第一本近

现代灾害学史，所以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涉及最重要方面和有基础研究

的领域 o 本书只是写自然灾害，不涉及到人为灾害;在写灾害学史时，

虽然也写了有关救灾所必然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如减灾方针、政策、机

构等，但不较多谈及灾害经济学、灾害文化学、灾害心理学、灾害社会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

近现代自然灾害学中分文学科巳较细、较多;不同自然灾害又广泛分布

于天文、地学、气象、生物、海洋等领域，专业已很强，时而有隔行如隔山之

感。为保证史实的可靠性和专业知识的正确性，所以有些章特邀请有关专

家撰写。本书的研究和撰写主要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iE海研究员撰写的。高建国承扭第一、二、

三、七、八章和附录。宋正海撰写第九、十章。第五章则由高建国、宋正海共

同撰写。第四章由青岛海洋大学刘安国、江文胜、蓝健教授撰写。第六章由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唐邦兴、柳素清研究员撰写，高建国

增补。全书统稿由宋正海、高建国究成。

由于全体作者的努力，本书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史料，进行了较深入的

研究，特别是在一向研究十分薄弱的近代部分。因此，也有较多的发现和新

的认识。尽管在平时喜欢这一时期的资料，看到了顺手留下来，但到要真正

写作时，还是深感材料的不足。于是，就到北京市最大的旧货市场一…潘家

园寻觅旧书、旧资料.前后两年，也有上百次，收集到数百种这一时期的珍贵

资料。每有新得，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喜欢不已。只要对本书有用，书价

再昂贵也设法将它拿下。书中或能看到书的原主人印章或者签字，得知不

少是中央大机关淘汰下来的，也不乏名人留笔。这些书和资料对本书的写

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尽管我们努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编写经验，但由于本书是第-7本中

国近现代灾害学史著作;我们也是第一次系统编寨这段科技史，经验不足、

2 . 



回荡各

水平有限，故书中错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方专家学者不吝指教，十

分感谢。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宗晋、地震出版社编审商宏宽对书稿提出许多有益

的指教，特此感谢。

本书付印之际，正临.. 5 . 12"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重建之时。"多难兴

邦"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降临于华夏大地。"认识灾害，减轻灾害"是本书

的宗旨，既是作者写书的宗旨，又是编辑出版的宗旨。灾难使中华民族更觉

醒、更智慧。

3 . 



黯川
第…节减灾事山争

第 m 章 2成爽事~和减爽机构

第…节减灾事业

…、"减灾"…调的提出

对于近代减灾事业，历来具有不间的看法。一种认为近代减灾工作很

糟，无多大成攒;另一种认为，应实事求是地看待近代中国 (1840…1949) 的

减灾工作，政府也做过…些赈灾、抗灾的事情。

"减灾"…词，很多人以为是舶来品，是联合国 1987 年提出"国际减轻

自然灾害十年"(缩写"国际械灾十年")活动以后才传开的。实际上提出时

间还早，在"阔际减灾十年"初期就发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切期我国已经用

过"械灾"一词，并有短文发表在《中国地震报》上。例如 1954 年 6 月，中央

气象周在北京召开全国气象工作会议，确定了"要为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

化、交通运输业及农业生产、植业生产等服务，防止或减轻人民生命财产和

国家的损失，积极支援国家各种建设"的五年气象工作总方针。({当代中

阔的农业·大事记> )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对自然灾害和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

自然灾害的认识、再认识问题。 1958 年，广东省提出"消灭中小灾害"用了

"消灭"…词。 1955 年 7 月 30 日，第…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邓

子恢副总珊代表国务院所做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问水利的综合

规划的报告)((当代中阔的农业·大事记>) ;2ω0 年，有的省还提出"再造

山川秀美，根治自然灾害"的口号，都用"根治"…词。

自然灾害能根治得了得吗?消灭得了吗?恐怕在 1 万年以后，洪涝还

是有的，干旱还是有的，地震还是有的，火山爆发还是有的，台风还是有的。



号第一赣减灾事血和减灾机问
黯

既然人与自然处于共存的关系，自然灾害作为自然中的…种现象，是自然的

一部分，那么，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根怡和被根治，征服和被征

服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的关系。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痛苦，带来损害，佣

人是有高度智慧的动物，能用智慧来解决问题。发明火，消除了黑暗;发明

衣服，减缓了寒冷;发明井，解决了口竭;发明雨伞，避免了雨淋在身上….

有了这些些发明，就可以和自然相处得很好，也喊轻了自然灾害。所以，对待

自然灾害最好不用"根治"而是用"减轻"较好。

阂 l…1 <内政-+鉴> (1936) 出现"减灾"一词

最近据文献记斡发现，中罔近代"减灾"一词，最早出现在 1925 年，上

海华拌义赈会提出的《浙江省防洪械灾专题报告》。主要是对曹娥江、奉化

就、椒江及诸暨县等洪水灾害进行分析，提出防治对策φ。 1936 年编篡的

《内政年鉴》在水利编第二章全国水道系统中"浙江流域历年举办之水利

工程"的浙西旧杭嘉湖属 16 县河道蹦梭问道机开辟新问工程一项中"备

考"记载道"通航行，利攥慨，减灾害'吻，此处用的是"减灾害" (阁 1-1) • 

比"减灾"多了一字，意思是一样的。

① 浙江省水利志编篡姿员会，浙江省水利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57-58 页。

② 内政部年鉴编篡委员会，内政年鉴，商务印书馆，民周二十Ji.....， (E)39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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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暖
第…节减灾事血争

20 世纪 70 年代，气象、天文、海洋历史资料的整理，地藤历史资料的第

二次整理，激起了国内研究工作者将历史灾害资料应用到当今气象预报、地

震预报上去的热情。 80 年代初，天地生综合研究的工作逐步开展， 1983 年，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回家气象周、地质科学研究院等几十位

科学家走到一起，成立张衡学社，旨在发扬张衡多学科发展的精神，提出了

天文地质学、天文地震学、天文气象学、地麓气象学、历史自然学等新学科，

灾害学也同时被商建国籍人正式提出①。在当时，灾害问题只是作为某些

涉及到灾害的学科偶尔提及的问题，如气象学中并没有气象灾害这一分文

学科，地震学中并没有地震灾害这一分文学科，似乎一跨到灾害就是一个社

会科学问题，这在等级部严的学科分类中是十分总讳的。这与 90 年代开展

"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减灾己为人人皆知的情况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只是

由于天地生综合研究的思想逐步深入，以及由于日放严重的灾害发生发展

跑势，不能不将灾害这一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问题提出来，并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工、20 世纪 30 年代是我阔灾荒研究的高峰时期

请来及中华民国时期，连年战乱，自然灾害丛生，促进了对自然的研究，

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泛，许多文化名人，如周建人、整可帧、邓拓、罗尔纲、胡

摩宜、徐中舒等都参与了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南建国(1997) 对民因时期减

灾研究资料初步统计，有关论著有 45 篇(本) ，其中 1930…1937 年有 30 篇

(本) : 

1914 年(出版或发表时间，下同) 快僧译，历代饥懂史，东方杂志， 2

月第 10 卷第 8 期。

1919 年 于树梅，我罔古代之农荒预防策一一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

方杂志， 10 月第 18 卷第 14 、 15 期。

1925 年 笠藕肪(可帧) ，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史地学报，6 月第 3 卷第

6 期。

1926 年 给藕航，中由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3 期。

1926 年 致藕航，论祈雨禁腾与毕灾，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13 期。

① 陈玉琼、高建阂，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 1984

年，4 期，第 157…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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