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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2月 25日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朱光亚院士的百岁诞辰。这本书中的手稿是朱
光亚去世后，其子朱明远清理其遗物时发现的。朱
明远推测，手稿应该是 1953年 12月至 1955年 5
月，朱光亚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
执教期间撰写的原子核物理讲义。朱明远说，后来

由于父亲调回北京从事核武器研究，该手稿到第
八章就结束了，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部手稿不仅是体系严密、论证严谨的核物
理教材，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原副院长柳卫平认为，手稿以系统严谨的逻
辑和深厚的理论储备为基础，清晰地诠释了复杂
的核物理概念。手稿的特点包括：知识教授深入浅
出，通过公式推导和图形生动说明复杂概念；贯穿
重要数量级概念，帮助把握主要矛盾；采用清晰工
整的表格列举重要数据；展示各种守恒定律的公
式推导过程，有效降低学习难度。 （尹一）

《原子核物理导论：朱光亚手稿集》，朱光亚
著，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24年 12月出版，定
价：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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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和“大书”交相辉映，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姻张柏春

科学出版社作为科学出版界的“旗舰”，为促
进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70年来，它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中国天文
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20世纪科学技术
简史》等许多科学技术史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
当数引进出版英国学者李约瑟主撰的多卷本“中
国科学技术史”和出版我国科学家卢嘉锡主编的
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书”揭示中国古代科技传统

李约瑟于 1942年到中国工作，其职位相当
于英国驻华使馆的科学参赞。他尽可能为受到封
锁的中国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方面的帮助，同时
热衷了解中国的知识传统，甚至逐渐“皈依”中华
文明。他敏锐地注意到，人们司空见惯的中国技
术和科学知识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和
先进性。在 1946年离开中国之前，他已经在考虑
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了。

1948年，李约瑟着手规划和撰写一部 7卷
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1953
年 8月，他参加第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并作题
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的学术报告。
从那时起，他与合作者们努力将中国的发明创造
展示给世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促使中国科学技术
史成为世界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
学科分支。他在 1985年为即将出版的文集作中
文版序时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
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期的中国科学成就，
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

1954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王
铃协助下写成的“李书”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
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出版；
1959年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出版，到 2015
年共出版了 7卷 25册，内容涵盖历史、语言与逻
辑、科学思想、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
学（炼丹）、医学、植物学，以及农业、林业、采矿、
陶瓷、钢铁、机械、土木、航海、纺织、造纸和印刷、
兵器、火药、发酵与食品等技术领域。李约瑟这套
书树立起一座学术丰碑，引领了国际学界研究中
国科技史的潮流。

李约瑟将中国科学和技术置于欧亚文明发
展，乃至世界文明演进的宏大图景中加以考察，为
“百川归海”的世界科学技术寻找东方来源，并有
与众不同的发现。例如，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发
明，包括机械工程领域的钟表擒纵机构、常平架
等，是他首先发现或者首先辨识其重要价值的。

1956年 3月，他、王铃和正在英国剑桥大学
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的普拉斯在《自然》上发表

《中国的天文时钟机构》一文，强调北宋制作的水
运仪象台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指出其
中控制“枢轮”转动的“天衡”是一种特殊的擒纵
机构，推断“中国天文时钟机构的传统和欧洲中
世纪后期机械钟的祖先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李约瑟用英文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文明的
故事，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神秘面纱”，
做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

鉴于“李书”的重要价值，周恩来总理在
1964年指示要促成这套丛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这项任务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具体负责。
1975—1978年，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
出版了“李书”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初译本，并将
其分为《总论》《数学》《天学》《地学》等分册。

1985年 10月，中国科学院就“李书”的翻译
出版事宜请示国务院，并报告了拟采取的工作措
施。同年 11月底，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的批示
精神，向各有关单位发出《关于商请合作翻译李
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函》。1986年，李约
瑟著作翻译出版项目再次启动，时任中国科学院
院长卢嘉锡亲自担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翻译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设立“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具体组织这套书的翻译和出版。科学出版社将
“李书”列为重点图书，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力
合作，自 1990年开始出版“李书”的第一卷、第二

卷等卷册，至今已出版 14册。
“李书”的中文译本方便众多的中国读者了

解中国科技发展的源流及其发明创造的世界意
义，同时对中国学者撰写本国的科技史起到了激
励作用。李约瑟因“李书”等学术成就而荣获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4 年当选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

“大书”阐释中国古代科技体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以致到 20世纪初一些中国人仍感到自卑，
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缺乏自信。新文化运动
时期，中国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初登世界科技舞
台，竺可桢、叶企孙、李俨、朱文鑫、章鸿钊、梁思
成、刘仙洲等开始审视中国人在历史上有过哪些
发明创造，草创中国科技史的学术研究。

科技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内外形
势变化带来的机遇。1951年元旦，《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
祖国》，文中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
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
一”。此后，《人民日报》约请科技名人撰写关于中
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以助力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民族自信心。

1951年 1月 1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
桢和李四光谈起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

史”的提纲（目录），认为应该组织一个科学史委
员会，以便为《人民日报》组织撰写科技史文章和
回应李约瑟的著书计划，并且为成立科学史研究
室做准备。在竺可桢的提倡下，中国科学院在
1954 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1957
年元旦建立院部直属的、以李俨为主任的中国自
然科学史研究室，这标志着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
职业化和建制化。

1954 年 8 月 27 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阐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
史。他强调，“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
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
想，对于中国文化史说得甚少”。他表达了中国
学者回击西方中心主义和顺应爱国主义教育
需求的鲜明态度。

1956 年 2 月 28 日，竺可桢在北京召集专
家座谈会，讨论和部署科技史远景规划的起草
工作。科技史专家们起草的规划文本明确了中
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指导思想和工
作措施，如首先着重于专史研究，撰写农学、医
药学、数学、天文学、化学、植物学、机械、水利
等学科或技术门类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撰写综
合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基于这种思路
的大量专题研究和学科史研究为后来撰写大
部头的丛书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
支学术研究队伍。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技史事业得以迅速恢

复和发展。20世纪 8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终于能够筹备组织撰写中国古代科
技史丛书，并且向中国科学院提出编写丛书立项
申请。经不断谋划，中国科学院在 1991年批准了
“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编撰计划，并将其列为
中国科学院的“八五”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合作编
著这套丛书，卢嘉锡院长出任丛书主编。丛书作
者们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
科学技术？其价值、作用与影响如何？走过怎样的
发展道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占有怎样的地
位？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到 201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26 卷本“中
国科学技术史”。这套被同行称作“大书”的丛书，
由 19卷学科史以及通史、科学思想、人物、辞典、
图录、年表、论著索引等综合类和工具类的 7卷
构成。学科史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
学、生物学、医学、农学、陶瓷、矿冶、建筑、桥梁、
水利、机械、交通、纺织、造纸与印刷、军事技术、
度量衡等分卷。作者们总结学界数十年的研究成
果，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参照，对古代发明创
造做了细致的内史考证和阐述，提出了自己的学

术见解。
“大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

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主要依赖“李书”阐
释中国科技传统的局面。这套书的若干分卷获得
了学术奖励，如郭书春主编的数学卷、席泽宗主
编的科学思想卷分别荣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的一等奖和二等奖。我们期待将来有学者将“大
书”翻译成英文出版，或有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
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

讲好中国故事 沟通中外学界

“李书”和“大书”交相辉映，具有显著的互
补性。前者注重中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微
观考释和宏观叙事相结合、内史与外史相结
合，努力展现出“知识联系的或流动的历史”。
后者充分利用中文史料和考古资料，着力构建
一个学科覆盖比较全面、分卷设置比较系统的
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体系。

20世纪 90 年代，笔者作为年轻学者，参与
了“李书”的审校和“大书”的撰写工作，并借此得
到学术上的提升。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导
师华觉明先生就要求我阅读“李书”第四卷第二
分册（机械工程）的英文原著和刘仙洲的《中国机
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1990年，笔者入职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担的首项工作是
协助华先生审订“李书”机械工程分册的中文译
稿，即统一体例、统一译名、补译文句等，与科学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进行顺畅衔接。1991年，笔者
又加盟陆敬严、华觉明二位先生主编的“大书”机
械卷的撰稿工作。

借“李书”“大书”和期刊等工作带来的机缘，
我有幸与科学出版社的多位领导和编辑有许多
交往与合作，对他们的敬业精神、专业水平与合
作精神等表示敬意。

作为造就高质量科技书刊的权威出版机
构，科学出版社除了出版 1982 年正式创刊的
《自然科学史研究》，还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在 2017 年共同创办

。这是中国学
界创办的第一种科技史英文期刊，也是目前国
际上唯一以中国科技史为主要学术领域的非
中文期刊，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沟通中外科
技史学界的光荣使命。
今年是科学出版社成立 70周年，相信未来

科学出版社将继续为社会和读者奉献科技史及
其他学科领域的更多优秀著作和期刊，为繁荣中
国科技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博物学史焕发生机，研究前沿在哪儿？
姻杨舒娅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观、史学观、生态观乃
至文明观的多重变奏，古老的博物学焕发出新的
生机。

一阶博物学日益繁荣，通过识别鸟兽草木感
知自然，通过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提出的“博物
生存”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使其成为对抗
现代社会“内卷”的一剂良药。同时，二阶博物学
迅速崛起，逐渐成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中的“显
学”，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博物学文化》《博物
学世界》等著作，昭示着博物学史在学术殿堂的
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博物学的健康发展迫切
需要一阶与二阶的有效融合，并对阶段性成果进
行及时总结与反思。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敏锐捕捉国内外学

术前沿，成为复兴博物学研究的学术阵地，已陆
续刊登数十篇博物学专题论文。在此基础上，中
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柯遵科对相关论
述进一步梳理与提炼，编辑出版了《博物学史研
究前沿》一书，可谓恰逢其时，兼具理论意义与现
实价值。
《博物学史研究前沿》分为四大专题，共收录

16篇文章，系统展现了博物学史研究的主流动态。
专题一是“帝国、贸易与女性”。“帝国博物

学”揭示了博物学与帝国之间的双向共生关系，
代表人物是瑞典生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
基人林奈。帝国博物学史现已成为博物学史研究
的主流范式，也是帝国史、环境史和科学史中最
具活力的话题之一。

该路径突出“帝国”在知识生产、传播与转译
中的“构成性”作用，而不仅仅将其视为背景。大
英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对经济作物的争夺和异域
物种的采集引发了科学界、王室、政府和商贸公
司的广泛关注并得到大力支持，甚至女性博物学
家也积极投身其中。

该专题既从总体上分析了林奈博物学的帝国
属性，又通过檀香木贸易、赫歇尔在好望角的博物
学实践以及诺斯的博物旅行等事例，展现了帝国
博物学研究路径的独特魅力，令人耳目一新。

专题二是“图像与博物学”。自 20世纪七八
十年代起，视觉文化史逐渐成为当代科学编史学
的重要路径。它承认视觉表征在知识生产和传播
中的认知与修辞功能，从而为科学思想史研究提
供了新史料、开辟了新范式。

而博物学作为以现象观察为核心的研究领
域，其“描述性”特征使博物画合理成为博物学史
的研究主题。在该专题中，晚明传教士的科学画
作、明代犀牛形象的演变、清宫极乐鸟图谱以及赵
之谦的博物画事例，均是图像证史的事例分析，生
动再现了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认知等多重要
素，为学界提供了深刻而丰富的研究启示。

专题三为“博物学实践”。与西方注重百科全
书式博物学或以观察、描述自然为特征的博物学
传统不同，中国博物学在方法上更具经验性和实
践性，在观念上更是超出认知，从而深入生存论
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科学，尤其是在
天、地、农、医等领域的卓越成就，皆可归为博物
传统的体现。

在该专题中，无论是唐宋时期的牡丹栽培技
术、晚明时期的农业“粪丹”技术，还是民国时期
的南瓜加工和橡胶种植，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人独
具特色的博物实践成就，生动诠释了博物学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根基。

专题四为“博物人生”。如果说科学更加注重
客观性、普遍性，因而具有去主体化的倾向，那么
博物学则更强调个体体验与情感表达。博物人生
不仅是一种人人皆可参与的学术方式，更是一种
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本专题精选泰奥弗拉斯特、
格雷、奥杜邦和威尔逊等 4位博物学家的事例，从
古希腊到 21世纪，跨越时间与文化，展现了博物
学家们各具特色的传奇人生，让读者感悟到博物
学的人文温度与学术魅力。

本书还系统总结了我国博物学史研究的最
新成果与学科范式，这为博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未能涵盖博物学研
究中的所有主题。例如，与“帝国博物学”并行发展
的“阿卡迪亚博物学”等。期待本书能够吸引更多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的博物学学者，鼓
励他们探索更加连续的历史时期、更为多样的研
究范式、更加生动的事例以及更为和谐的天人关
系，从而进一步推动博物学史与博物学文化研究
走深、走实。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重塑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史、文化史乃至文明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博物学
史 研 究 前
沿》，柯遵科
主编，商务印
书馆 2024年
1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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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神舟十九号载人航天飞船、天舟
八号货运飞船先后发射成功，嫦娥六号探测器
顺利返航……中国航天事业的一系列成就再
次激发了人们对星空的强烈兴趣。尽管普通人
无法像宇航员那样零距离接触地外星球，但可
以借助肉眼或望远镜观测星体来满足好奇心。

今年，上海三联书店陆续出版的“仰望星
空”丛书是一套关于星体观测的科普丛书，可
满足不同兴趣的天文爱好者的需求。
“仰望星空”丛书引进自德国施普林格出

版社，共分 10册，每册介绍一个观测主题，包
括太阳、木星、土星、星云、流星、水星和金星、
火星、天海冥三王星、月球、彗星。目前已出版
5册：《观测太阳》《观测木星》《观测土星》《观
测星云》《观测流星》。每一册均由天文学家或
国际天文观测协会成员精心撰写，并由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人员执笔翻译。
“仰望星空”，这个富有诗意的丛书名不仅

突出了观测主题，也展现了人类对远方的永恒
向往与不懈追求。要仰望星空，需从观测星空
开始，而观测星空离不开认识星空。为此，每册
图书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认识，即关于
观测对象的理论知识，第二部分才是观测，即
具体的观测指导和设备介绍。

以《观测流星》为例，作者先在理论部分介
绍流星的物质来源、形成、种类等，然后在观测
部分详细介绍每种流星出现的纬度、月份、辐
射体位置等，还有观测设备的选择以及观测表
格和流星图的绘制等。读者了解了顶点流星来
源于那些轨道倾角高、围绕太阳顺时针转动的
长周期彗星之后，才能准确定位顶点流星的辐
射体区域；也只有知道了它们大多出现于黎明
时分，才能确定最佳观测时间，即日出之前的
几个小时内。
“仰望星空”丛书中还针对不同水平的读

者介绍了从初阶到中阶再到高阶的阶梯式观
测方法。比如，观测太阳要分级进行，初阶可直
接观测其白光现象，中阶则深入到单色的观测

与记录，高阶则可尝试运用多种专业设备探索
太阳摄影。

此外，每册图书还附录了许多信息表格，
如世界各地的天文观测协会列表、一年内的月
相变化和月光信息、所有星体的信息汇总表，
等等。这些内容既有助于读者了解最新的天文
学理论，也对观测、记录星体有参考价值。

本丛书可谓是一套实用性强的星空观
测使用说明书，每册都穿插大量精美图片，
既有条纹草图、全盘绘图，又有 CCD 成像、
网络摄像机成像，等等。配合文字细细查看
每一幅图片，仿佛乘坐一架小型宇宙飞船漫
游于星体表面。

在这一趟趟漫游中，尤其吸引笔者的是
土星，它别致且壮美，表面柔和而均匀，拥有
宽阔对称的光环。无论目视观测还是摄影观
测，土星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如果观测者
掌握了观测的基本知识，那么将有利于确定
观测土星的位置。按书中介绍使用中等尺寸
的望远镜，很容易看到土星及其卫星，从而
从容欣赏它们的魅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在翻译星体
名称时，除了忠实保留原文的拜耳命名法，
还括注了对应的中国星名，如南鱼座 琢 星即
北落师门、天鹅座 资 星即奚仲一、英仙座 啄
星即天船五，等等。显然，与规整但枯燥的拜
耳命名法相比，中国星名更显出宇宙的神秘
莫测，也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这些神秘的
星名背后，既有浪漫的“飞天”故事，又展示
了我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知识。这足以说明
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独立于西方天文学的学
科体系。

当观测者夜晚观测星空时，丛书是一位极
好的陪伴者，陪同观测者静静等待那些绽放于
高空的惊喜，讲述那些浪漫的天文传奇，这不
仅会给观察者的“星空漫游”增加一丝浪漫气
息，也能为进一步了解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学在
内的天文学知识打开一道门。

“仰望星空”丛书由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出版。

卢嘉锡
主编“中国科
学技术史”丛
书书影。

李约瑟主撰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丛书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