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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渝生、冯立昇、张九辰、赵振江和孙承晟等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因故未参加合影。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14 年度青年学者夏季研讨会

暨第二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际前沿态势

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2014 年 7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以下简称“科学史所”) 举办了科学史所 2014 年

度青年学者夏季研讨会暨第二届科学史所国际前沿态势青年学者研讨会，来自科学史所、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国家天文台、中科院大学、中科院数学院、中国科技馆和中国音乐学院等机构的 50 余位专家学

者与会( 图 1) 。

图 1 与会人员合影①

( 第一排左起: 韩毅、张柏春、胡维佳、郭书春、李伯聪、戴念祖、李勇、罗桂环、田淼、郭金海、彭冬玲，第二排

左起: 王彦雨、曹希敬、王广超、方一兵、姚大志、张卜天、孙显斌、李亮、苏湛、陈巍、刘亮、张炳君、刘辉、王

芳、陈晓珊、张佳静、杨丽娟、王莹，第三排左起: 常佩雨、郭圆圆、王斌、徐丁丁、刘烨昕、郑诚)

研讨会既是思想交流的学术平台，也是提升科研能力的助推器。本次研讨会组织形式有所创新，会议首先

由报告人演讲 20 分钟，随后分别由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对报告人论文进行点评，最后报告人进行简要回答。

上午的国际前沿态势研讨会由罗桂环主持，包括天文学史、数学史、环境史、思想史等领域的 6 篇论

文。韩毅从世界科学史的角度和中西比较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李约瑟对中国宋代天文学史的研究，指出

宋代皇帝的重视、政府的干预以及天文学为皇权政治服务的属性是其获得发展的根本动因。王广超对

中国古代新星记录现状进行综述，以一个案例讨论了中国古代新星记录的证认问题。张卜天对美国哲

学家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著作进行了述评，指出哈里斯所关注的正是现代世界图景和科学世

界观的思想起源。姚大志对 3 部 18 世纪科技史著作及其叙事框架进行了评价，指出叙事理论框架介于

历史叙事和理论要素之间，叙事框架的创新有助于获得新的历史认知，是科技史创新的途径之一。郭圆

圆解读了阿拉伯数学家图西《方程》，着重分析了其中的三次方程数值解法，得出它们是在已有开方算

法的基础上有规律性地构造出来的结果。刘亮对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于中国环境变化的记述作了详细考

察，认为此类记述是西方和中方学者了解中国环境变化的信息来源，也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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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
下午的夏季研讨会由田淼主持，包括机构史、地学史、文献学、技术史等方面的 5 篇论文。郭金海系

统考察了抗战前北大数学系的课程变革过程，分析了其间各种因素的影响与该系课程变革的成效，认为

1931 年江泽涵主导的课程变革是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该系专门人才培养成效渐趋显著的主要因素之

一。张佳静以等高线法为例分析了西方地貌表示法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和应用，指出等高线法在晚清时期

由洋务派引入中国，发展到民国时期等高线理论逐渐完备，认为民国时期等高线地图的普及是我国地图学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孙显斌主要对近年“古典文献学”进行思考，探讨的问题从“古典文献

学”如何成立展开，试图回答“古典文献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及理论方法，指出“文本”是文献研究的核心和

起点，并着重讨论了整理和解读文本的理论方法———文本分析和文献解释，二者作为“古典文献学”的核

心理论方法，一为“考据”，一为“义理”，相辅相成。陈巍分析了缂织技术的中华化问题，通过比较缂织技

术于不同时期和不同文明中传播的特点，梳理了缂织技术传播的普遍性和与中国文化与境及丝织传统相

融合的特殊性。郑诚通过若干案例考释薄珏历学著作版本的传承及其特色，分析了这批作品与《崇祯历

书》的关系，进而探讨了相关西学知识藉以传播的人脉网络。
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与报告人的交流与互动，不仅对报告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还探讨

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 4 点:

第一，大多数论文选题具有较强的新意，建议进一步加深比较研究、交叉研究。如胡维佳认为，韩毅

该篇文章有意义、有特点，视野开阔，对于今后进一步研究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具有较强的启发

性。王广超认为该篇文章对宋代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在宇宙体系和国家政治干预层面进行的比较，具

有较强的新意。冯立昇认为，郭金海的研究文章很有分量，填补了抗战前北京大学数学系课程研究的空

白，希望作者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郭金海建议郭圆圆对其文章进一步补充时代背景和中阿方程对比

等资料。陈晓珊建议张佳静除关注技术本身之外，还可关注“人”的因素及其作用。
第二，会议论文问题明确，论证比较充分，建议进一步明确文章的核心问题，在深度方面下功夫。李伯

聪在点评姚大志《启蒙运动与法国科学》一文时，建议从多视角展开启蒙运动问题研究，不仅可以从思想

史、政治史，而且应该从科技史的角度进行解读，而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相互渗透是非常重要的。方一

兵建议进一步思考叙事框架分析与反辉格史立场的关系。张九辰认为张佳静的文章论证比较详实，然而

涵盖内容过多，希望能再细分几个主题，拆分为若干文章，深入细致研究。郭书春在点评《义理与考据》一文

时强调，该文架构稍显宏大，具体论述和例证则略显不足，建议参考相关论著继续做深入详细的论证。
第三，会议论文体例基本合乎规范，建议根据期刊文章要求进一步完善。李勇认为“中国古代新星

记录的系统整理研究”是科学史领域国际化比较研究很好的选题，建议将综述部分整合为引言部分，重

点以案例进行分析。罗桂环建议将《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自然环境变化的记录及其影响》中的“环境

变化”改为“环境恶化”以与研究内容相符，相类似的还有张九辰建议张佳静以等高线在中国近代的传

播和应用为主修改文章题目。在文章细节方面，刘辉强调应对《缂织技术的中华化再讨论》一文中纺织

术语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界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薄珏著作新证》和《西方地貌表示法在中国近代的

传播与应用———以等高线法为例》文章中。
第四，鼓励学者之间合作研究。如田淼鼓励对懂缂织技术的陈巍与懂纺织技术的刘辉进行交流合

作研究，鼓励拟研究阿拉伯科学技术史的学者与郭圆圆交流合作等，通过展开积极合作，更好地完成一

些交叉性课题研究。
近年来，科学史所持续加强科研队伍建设，使青年学者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生力军。青年学者研

讨会旨在搭建新的学术平台，促进年轻人探讨新的学术问题，交流新的成果和方法，鼓励学术交叉合作。
国际前沿态势研讨会着眼于拓展国际学术视野，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在本次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与会专

家、青年学者、学生代表等就研讨会及其组织方式等方面交流了心得体会，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处:曹希敬、王莹、彭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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