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国家科技奖推荐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中、下） 

     A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二、推荐单位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

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

崇高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

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建党 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

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虽然出版于 2009 年，但是现时期更能体现

出其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科技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信的科学和文化普及的双

重意义。同时它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普及读物，不仅图文并茂，

语言通俗流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该书一出版就在

科技史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种影响很快也传导到国际学术界，在公众层面同

样有良好的反应，是对公众进行传统文化、科学知识普及和精神文明教育的优秀

读物。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推荐材料及完成人资格，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相关

栏目符合填写要求。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项目二等奖。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院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2号 

联系人：李陛 

010-68597457 

三、项目简介 



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创新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因此中国也被誉为

“发明的国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史，不仅能使公众

获得历史的新知和借鉴，而且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强全社会的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将中国人的科技创新置

于世界文明进程之中，客观分析了中国科技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地位，最后还讨

论了学界和读者关心的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本书是一部面向社会公众和学术

界热切需求撰写的系统而精练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读本。它内容充实而不繁杂，保

持了高学术质量和通俗易懂的双重优秀科普读物的品质，全面、准确、生动地反

映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最新前沿动态。本书按照学科门类详细阐述了中国古

代科技文明，分析其知识体系的演进与特征，探讨科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以及

中外科技交流，是中国科技史界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出版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出版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影响，得到了

各方面的高度肯定。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路甬祥先生在序言中指

出：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与众多令世人瞩目的古代科技成就，了解这些，既

可丰富文化素养，又有“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历史的视角出发，考

察科技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知识产权

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家科技发展的态势、各国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培育途径、国家

目标与科技规划及计划、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路径、当代重要前沿学

科的发展脉络等等问题时，可以在追踪演化脉络的基础上揭示发展规律和趋势，

为中国科技发展方向、路径的选择和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分

析。……这对在追求自主科技创新，实现科技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目标的过程

中，一方面是以科技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环境促

进和保证科技创新发展实现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建设创新型体系、

共建和谐社会，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 

总之，本书内容丰富、系统而全面；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旁征博引、逻辑

严谨。且编校规范、设计典雅、印装精美，是一部高质量的浓缩普及型读物。 

 

四、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
名 

姓名 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完成单位 创造性贡献 

1 路甬祥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主编 

2 张柏春 研究员 所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组织者、主
要作者 

3 傅熹年 研究员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

研究所 
主要作者 

4 华觉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主要作者 

5 戴念祖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主要作者 

6 廖育群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主要作者 

7 刘钝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主要作者 

8 江晓原 教授 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

化研究院 
主要作者 

9 赵丰 教授 馆长 中国丝绸博物馆 主要作者 

10 罗桂环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主要作者 

备注：按有关要求，主要完成人按照组织讲座和编写书籍的贡献大小排列，取前 10 位。 

 

五、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排名 完成单位名称 主要贡献 

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聘请所内外专家及科研骨干共同担任主讲

人，组织试讲、讨论修改讲稿，圆满完成为

领导同志讲课的任务。讲座结束后组织专家

学者认真整理讲稿，集结成书。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2008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承担了为领导同志讲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任务。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任

副所长的张柏春研究员作为该任务的负责人，组织所内外久负盛名的资深专家，

以及活跃在学术研究的中年科研骨干担任主讲人，如傅熹年、华觉明、戴念祖、

廖育群、刘钝、江晓原、赵丰、罗桂环等，多次进行座谈、研讨、试讲，圆满完

成了为领导同志讲课的任务。讲座结束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整

理讲稿，集结成书。该书于 2009年 10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