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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刘 敏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010050

摘 要：科学技术史融合了理学与历史学的思想，具有教育、科学、文化、经济等价值。中国特色科技史学科发展

要坚持学科的传承性、民族性、独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从多个层次思考学科体系理论、方法和应用；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构科学史理论体系，实现多方位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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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es the ideas of science and history, and has the value of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and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adhere 

to the inheritance, nationality, originality, era, systemat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think about the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from multiple levels; combine all possible forces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realize the multi-directional research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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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科技史学科是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科的重要交叉学科，在全球学术范畴中已经有着百余年

的发展历史，而且我国科技史的研究也已经进行了近一

个世纪。在前辈们的不懈努力下，时至今日，已经有数

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被授予专业研究生点建设的资

格。就学科建设而言，我国当前的科技史学科从发展目

标、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的拓展等方面还有待

提高。这就需要科学史家们回顾我国科学史学科发展的

历史，结合国外学科建设经验，认真分析当前形势，认

清未来发展方向，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科技史学科体系。

一、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内涵与外延

在国际会议的讨论交流过程中，各国的科技史学者

间存在缺乏普遍的交流和共同研讨话题的问题，这主要

是因为科技史学者们各更多地关注于自己所熟知的研究

范畴，共同的对世界科技史发展脉络或语言结构的认识

等研究领域相对缺乏。我国科学技术历史领域中也始终

存在着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晰的现象。

科技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划分，这是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2013年版《学位授予与一级学科

概论》所述，“科学技术史学科主要是指研究人类科学技

术活动发展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与科

技等领域的发展史。”[1]这也就是科技史的基本内涵；经

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中国科技史主要包含以下六个内

容:科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科学考古与文化

遗产保护、科学教育与艺术发展，这也可以表现为科技

史范畴的外延。如果将科技史的主要内容外展分离，就

可以发现我国的科技史正向综合领域发展，也正在逐渐

明确外部史学发展的方向。我国科技史领域中除常规的

研究领域之外，还保持着自己的科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的

重点领域，体现了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中国特色。

二、学科的定位与边界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

在科技史领域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遵循史学研究准则，

采用考证法，即根据文献查阅资料的方法；其他的如数据

分析、比较研究、口述历史等也是主要的几种研究手段。

不过，由于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科学，因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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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目的、研究范围或者科学研究手段，都离不开自

然科学或者工程技术，这也是和历史学最大的区别。如

果忽略学科的历史联系，或者抛弃了科技史学科的自然

性质，就会失去了科技史学研究的意义，这显然这是不

可取的。一个较为折中的方式是将科学技术史学科定位

为理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实现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2]。

近年来，科学技术史专业不断扩大科研范畴和使用

范畴，并逐步地和其他专业相结合，共同进行科学史与

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近年来，中国部分大学与科研组

织正逐步地向多样化发展过渡，建立了各种结构的学科

群与研究领域集群，开辟了各自的发展空间。

科技史学科建设可以是研究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

科学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政策、科学战略等专业

或工作领域发展轨迹的理论基础，我们在积极促进专业

交叉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专业间的区别与界限。科

技史学的研究可借助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专

门的理论和技术，但理论思辨并不能成为对历史事件的

严谨分析和阐述。因此，科技史理论和历史研究在研究

方法方面有相通之处，在研究客体、专业属性上是完全

不同的。

随着高校科学史研究院数量的增加、研究力量的壮

大，科学技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既有

针对学科史的研究也有通史研究，有针对中国古代天文

学、数学的研究，也有相关内容的中外对比研究。近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也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们重视。中国

科技史研究发展水平和国外学术前沿仍存在着阶段性差

异，因此，我国科技史研究学者在借鉴和融合的基础上，

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科技史学科。

三、科学技术史学科价值

（一）教育价值

人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想要成为一个知识渊

博的人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随着现代学术界的扩展与

专业的细化，人类历史和科技发展的割裂越来越明显。

在此前提下，应发挥科学技术史在科学技术教育和人

文社科教学中间的重要纽带功能，以科学技术历史作为

学校通识教学和后续课程的重心，把传统史学的知识点

融入课堂，并把科学技术史课程列入普通高校的必修课

程。人文社会科学老师和学生通过掌握基础理论，了

解现代科技知识、理念和基本技术，也不失为一种理想

方式。

（二）科学价值

科技史现多作为基础科目在学校开设。倘若仅仅

着眼于培育新一代科技史的传授人员，而不看重知识创

新，那这门课程的作用没有得到最大化发挥。科技史本

身能够为发展新的科学技术奠定基础，并探究历史上的

科学秘密，这也是科技史的内在价值。另外，科技史还

能够以历史的视角为当前科技的研究寻找基本立足点，

为未来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论据，而一个领域的历史本

身便是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反思与总结[3]。回溯学科发展

史，找到突破点，开展创新研究，也是科学研究进步的

动力源泉。

（三）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可以作为某种文化形态提供给世人，甚至

可以穿透精神层面。科学技术精神是指科学界根据科学

过程建立的一种价值观、思考模式、行为准则和社会规

范。它是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基础应当包括培养科学文化人才，

这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领域有许多

交叉。使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

一席之地，更多更深地发掘各种文化遗产的科学内涵，

科技史的文化价值就显而易见了。

（四）经济价值

科技史的经济价值从表面上来看是难以形容的，但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所有技术发展过程都离不开科

技史的理论基础，而科技价值又能够从技术史研究和技

术遗产的新发现中获取，且其中一部分又能够迅速转变

为经济价值。比如，通过对青铜腐蚀问题的深入探讨，

就能够为解决真正的核反应堆废物与储存材料研究提供

基础；而工业遗存研究则首先要求技术史学家确定其技

术价值并对之做出科学评估，以期在工业遗产的保存和

使用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点。工业遗迹、传统工艺的发

现、保存、传播与使用，为科技史上经济价值的实现创

造了又一个实例。

四、科学技术史学科人才培养

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史学者都是跨专业研究的，需

要经过一个补充课程的培养，即提炼知识结构的过程。

由于本科层次的专业培养差异很大，科技史的研究生培

养必须因材施教，补短板，最重要的是补充历史研究的

方法和科技史知识[4]。

科技史专业也逐步形成了特色化的课程结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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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院除需要教授科学通史、学科历史、科技史文献

学、研究科技史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等必修课之外，还要

提供史学、考古学、科技社会等按主攻方向选择的选修

课资源。此外，学生可以选择一些理工学、工程学、农

业学等相关课程，参加学术研讨会、国际交流等活动。

经过这样的培养，即使是没有前期学习背景的学生也可

以成为科技史学研究工作者。当然，专业带头人也有可

能进入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任职；而青年研究者即使

没有攻读科技史硕士研究生，也能够参与有关的科学研

究项目。

五、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建设

科技史学科建设需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是时

代的呼唤，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科技史

学科建设，要坚持科技史学科的传承性、民族性、独创

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传承性，即坚持考证与科技融合的传统。考证是中

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科技史制度化的过程也以

此为起点。文献查阅与实践相结合，结合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研究，是我国科技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点，

这与西方不同。

民族性，就是要坚定爱国主义，走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必须充分挖掘我国本土

资源，深入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与中华文明发展之间

的交叉关系，并以此探讨世界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

系。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不仅是关乎学术领导力

的问题，更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中国对全球文

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满足了世界发展的需要。

独创性，探索出新知识，敢于攀登高峰。在科技史

研究过程中，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料至关重要。找到新的

科学史资料，提出新的研究理念。随着持续进行的高质

量的科技研发，我国已经步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所面临的研究课题的变化，科技史研究也需要从研

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融合等方面进行创新，提供创

新的思想动力。

时代性，就是紧跟潮流，注重改革创新发展。科技

史研究尽管探索的是历史规律，但选题上需要紧随时代

潮流，把握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因此有必要加大对近

现代历史以及当代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并要充分运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工具，以更加完善研究

科技史的方式与传播渠道。

系统性，即强调思想创新，把握发展方向。系统化

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如果没有系统的

理论架构，无论多大的历史问题，也只是一个片段。因

此，重视中国历史在整个科技史研究中的基本功能，拥

有自己的概念框架、技术体系和研究方式，面向大众传

播有关科学历史的基本知识，注意中国科技史的重要价

值观念的传播。

专业性，指了解学科特性，贯彻专业理念。做学科

史需要对学科本身的内容有过较为系统的学习。如要厘

清某一学科的发展史，就需要对其科技史知识点进行清

晰的描述，掌握该学科知识体系。否则，科技史知识点

的描述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作为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不

仅要具备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需要加强对史学知

识的训练，提高自身的专业涵养。

六、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之路

首先，围绕我国的战略需要和应用层面重构中国科

技史理论体系，充分认识我国特点，牢牢把握我国发展

的重大战略需要。全球文明发展史就是世界科技发展和

科学技术革新的历史，科技革新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

事件，自古以来，任何技术的创新都离不开科技史的推

进。作为研究人类文明的重要学术体系，科学技术史的

学科发展关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对人类

的进步有重要意义。

其次，放眼全世界，研究人类发展，汲取国际上先

进科学文明的发展经验。中国古代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对

世界古老自然文明的理解框架，希腊科学革命赋予了

人类演绎数学科学的传统，而现代科学革命也开创了归

纳领域，现代工业文明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成果。所

以，既要认识到全球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

性，也要认真总结全球化时代中国科技文明和工业文明

的共同发展成就，同时又要反思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该

何去何从。同时中国科技史研究既要保留深厚的中国文

化，又要汲取外国优秀的学术思想，建设开放式的学科

系统。

结语：要凝聚所有能够促进发展的资源，吸收所有

能够加强学科建设的力量。科技史专业，如王冠中的明

珠，有一级学科地位，但从业人员相对较少[5]；其他学

科如科技考古学、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等虽然没有一

级学科地位，但研究学者数量却很多。科学、历史、哲

学是可以融合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科技史和考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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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融合，我国有一定的基础。以科学技术史研究为立

足点，向外延展，利用交叉学科形成一批以科学技术为

研究对象的学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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