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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
＊

———基于档案和日记的新考察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　要：竺可桢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积极倡导、组织和领导科学史研究事业．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均与其密切相关．

１９５７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除对撰著《中国天文学史》给予指导外，竺可桢还主持编

撰了《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并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人员撰写近代科学史文章、科学家传．“文革”

中，其赋闲在家，仍关心该室命运，曾吁请恢复该室工作．竺可桢在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开

创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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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是学界公认的新中国科学

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关于其倡导、组织和领导科学

史研究事业的活动，先前已有一些论述．如早在１９８２
年，受竺可桢知遇并与之多有交往的席泽宗即回顾了

竺可桢的相关活动．［１］近年来，宋正海、钱永红、何亚

平等学者又 相 继 做 过 考 察．［２－４］然 而，由 于 研 究 者 均

未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和竺可桢日记，竺可桢的相关活

动实际并未得到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有些活动还

鲜为人知，如竺可桢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

立前为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物色和延揽科学史

人才和主持该委员会的活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成立后，主持编撰《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在“文革”中

吁请恢复该室工作等活动．而对于深入了解科学史研

究在新中国如何走上建制化之路和客观认识竺可桢

对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贡献而言，厘清这些活动

是有必要的．鉴于此，笔者基于中国科学院档案和竺

可桢日记，试图侧重梳理前人所忽略的史实，对竺可

桢倡导、组织和领导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的活动

进行新的考察．

１　领导开创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疮痍满目，百废

待兴．为了激 发 和 鼓 舞 民 众 建 设 和 热 爱 新 中 国 的 热

情，中央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宣

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将《人民日报》作为主要宣传窗

口．同 时，英 国 剑 桥 大 学 李 约 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

１９００—１９９５）对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怀有高 度 热 情，
正撰著规模宏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并与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有

所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科学史兴趣浓厚的竺可

桢主张在中科院成立一个中国科学史方面的委员会，
将来再成立一 个 研 究 室．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３日，竺 可 桢

与副院长李四光谈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目录时就表示：

４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郭金海（１９７４－），天津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

院史的研究．

DOI:10.16177/j.cnki.gxmzzk.2013.02.006



科
　
技
　
史

　

“中国科学史应有一委员会，常川注意其事，以备

将来能成一个研究室，而同时对于各种问题，如近来

《人民日报》要稿问题，可以解决．”［５］

１月１５日，竺 可 桢 与 副 院 长 吴 有 训，院 办 公 厅

正、副主任严济慈、丁瓒，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成钧

商 谈 后，“拟 成 立 一 《中 国 科 学 史》编 辑 委 员

会”．［５］２７１１月３０日，又在清华大学与华罗庚、李继侗

等商讨了委员会人选，“天算方面有傅种孙、郑桐生、
刘景芳（辅仁），化学张资珙（华中），植物吴征镒，物理

钱临照．”［５］２８０２月１２日，竺可桢召集“中国科学史座

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座谈会邀请到１月３０日物

色的人选傅种孙、钱临照，还有叶企孙、张子高、刘仙

洲、张含英、乐天宇、王重民、赵万里、向达、叶公绰、李
涛、陈垣、王 振 铎、范 文 澜、郑 振 铎、冯 家 升、马 衡（叔

平）等学者．在会上，陈垣“主张出《中国科学史资料丛

刊》”，向达“主张图书馆以科学史为重心搜集图书”，
刘仙洲“主张加食品工程和陶瓷工程”等．［５］２８９

由于中科院成立不久，机构残缺不全，许多重要

科学部门尚待补充，未能立即组织力量成立《中国科

学史》编辑委 员 会．［６］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竺 可 桢 向

副院长吴有训、陶孟和提出组织科学史工作“非有专

人来主持，则还是要落空的”，主张“把钱琢如或刘朝

阳能到院 来 专 任 其 事”．［５］７４７ 钱 琢 如 即 钱 宝 琮，是 浙

江大学数学系教授、数学史家，曾与竺可桢共事多年．
但因浙江大学不放，１９５２年此事未果．后经竺直接请

示周恩来总理并与教育部协商［７］，钱于１９５６年６月

４日调入中科院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８］．
１９５４年初，高教 部 鉴 于 高 校 有 教 授 科 学 史 的 需

要，向中科院提出组织科学史研究工作的问题．２月

１９日，中科院邀 请 高 教 部、卫 生 部、文 化 部 及 其 他 有

关部门的专家２０余人举行了座谈会．竺可桢主持会

议．与会者就如何组织力量进行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交

换了意见．竺可桢首先发言：
“我个人认为有组织有领导地来进行中国科学史

的研究工作在今天已经是很迫切的任务了．中国是一

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特别是几

千年来劳动人民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和经验，如能加以

总结，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６］

同时，他强调“苏联对中国科学史很重视，盼望我

们能撰写这种文章寄苏”．之后，与会者一致认为有组

织有领导地进行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

的．［６］“但关键问题在于人，历史一、二所目前基本人

才尚缺乏，很难兼顾，必得高教部能从大学中抽人出

来．”［９］北大物理系教授叶企孙，是竺可桢看中的人选

之一．１９５４年３月 竺 亲 自 到 北 大 与 叶 谈，“约 其 来 院

作合聘教授，并 管 中 国 科 学 史 事”．［９］３９３３月１４日 还

与北大教 务 长 周 培 源 谈“约 企 孙 任 科 学 史 事”．［９］３９７

经竺努力，此事最终落实．
在此前后，中科院决定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

委员会（简称委员会）．８月５日，第３０次院务常务会

议通过委员会名单，由竺可桢任主任委员，由叶企孙、
侯外庐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的任务有三：一是组织

力量，进行中国自然科学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

工作；二是编审有关科学史的论文和刊物；三是制订

培养科学史研究干部的计划．［１０］９月２日，委员会召

开首次会议．竺可桢明确提出委员会的研究范围：“科
学史的研究范围很广，本院主观能力有限，必须有全

国历史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各方面的密切配

合．因此，根据目前条件，本会工作范围拟只限于自然

科学部门，如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天文等基

础科学史的 研 究，工、农、医 等 方 面 则 拟 协 助 清 华 大

学、南京农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单位分工负责．”［１１］

会后，委员会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设立工

作室———科学史组．为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 作，在 竺

可桢 领 导 下，除 钱 宝 琮 外，中 科 院 还 相 继 于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调入数学史家李俨、严敦杰到该组工作．李俨

的学术造诣与钱宝琮旗鼓相当．严敦杰较为年轻，但

学识渊博，学术成就骄人．这三位的调入壮大了科学

史组的研究力量．为培养科学史研究干部，科学史组

分别请陈桢、袁翰青、向达负责培养组里的三位专职

的初级研究人员，指导他们从事中国生物学史、化学

史的研究．［１２］

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０日，竺可桢主持召开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这 次 会 议 决 定 组 织 有 关 人 员 评 介 李 约 瑟

１９５４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１２］竺可桢

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亲自约请侯外庐、叶企孙、张含

英、陈桢、谭其 骧 等 专 家 予 以 评 介．［１３］应 受 李 约 瑟 影

响，这次会后委员会计划组织人员撰著一套《中国古

代自然科学及技术史》．先由叶企孙起草了该书第一

编分章草案说明．
１１月２５日，竺 可 桢 主 持 召 开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会

议，讨论该草案说明．［１４］据竺可桢日记，“讨论后大家

认为 有 需 要，但 时 间 是 否 到 两 汉，时 期１９５６年 或

１９５７年年底．全集于第二个五年完成．决定组成七人

委员会主其事．”［１５］１９５６年１月３日，就撰著该书之

事，竺可桢又组织座谈会讨论，决定“起初不以断代而

定，分门别类，以三年为期，写好后再写编年中国科学

史．”同时，拟 订 了１４个 学 科 门 类 的 作 者 人 选．［１５］２６８

这为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做了初步规划．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至２０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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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议”．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提出制定十二年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不久，中科院决定将科技

史的研究工作纳入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２
月２８日，竺可桢在西苑大旅社主持召开会议，“讨论

十二年远景规划中中国科学史部分．”会议决定“中国

自然科〔学〕和技术史作为一个重要项目”［１５］２９８，委托

席泽宗和谭其骧协助叶企孙制定《中国自然科学与技

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简称《科技史研

究工作远景规划》）．草案对全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和

研究机构做了规划．按照规划，中科院将于１９５７年正

式成立专门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

究室．［１６］

制定远景规划期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应郭沫若

之邀，于５月２６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首都科学界和

文艺界发表 了 题 为《百 花 齐 放，百 家 争 鸣》的 重 要 讲

话．他说：“我国有很多的医学、农学、哲学、历史学、文
学、戏剧、绘画、音乐等等的遗产，应该认真学习，批判

地加以接受．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

太少，不够认真，轻视民族遗产的思想还存在，在有些

部门还是很严重．”［１７］这对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

起到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嗣后，中科院决定在北京召开中国自然科学史学

术会议，即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会议

于７月９至１２日在西苑大旅社召开．竺可桢作了题

为《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的专题报告．
他指出在中国科学正急起直追国际科学水平之际，整
理古代科学遗产并非南辕北辙；因为“科学特点之一

是其积累性，后人的发现常常是根据前人的结果的．”
他还阐述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应做出的贡献，结
合中央出台的“双百”方针强调如何进行和对待百家

争鸣．［１８］上海医史博物馆的王吉民研究医学史已４０
年，但只是为了兴趣，听了竺可桢的报告，说：这给科

学史研究工作者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明确了科

学史的 研 究 也 可 以 为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做 出 实 际 的 贡

献．［１９］除宣读论文和学术讨论外，这次讨论会讨论了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

案》．与会者对规划提出许多意见，并一致要求中科院

应把全国的科技史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
会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决定“今后必

须切实负起协调推动全国科学史研究的任务”，向中

科院提出“今年在历史二所科学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建议；科学史室成立后，立
即着手《自然科学史研究》（暂定）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明年开始定期（半季）出刊”．［１９］

不久，竺可 桢 作 为 团 长，率 领 由 他 和 刘 仙 洲、李

俨、田德旺、尤芳湖组成的５人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

９月３至９日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为寻求

创办科学史室的经验，８月２２日代表团在赴佛罗 伦

萨途中到莫斯科参观了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

史研究所．［１５］３９３ 该所研究人员规模之大、研究领域之

宽、出 版 论 著 和 藏 书 之 多 均 给 代 表 团 留 下 深 刻 印

象．［２０］

参加这届大会期间，竺可桢在大会开幕式上应邀

发言，指出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并表明“人
民中国的科学家，愿意在促进国际文化科学的交流方

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随后分组会议中，竺可桢、刘

仙洲、李俨分别宣读了论文《廿八宿的起源》、《中国在

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古代中算家内插法计算》．除宣

读论文外，代表团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申请中国加入

国际科学史协会．竺可桢亲自撰写了入会申请．９月９
日，在大会闭幕式上，竺可桢介绍了中国加入国际科

学史协会的愿望．大会一致通过正式接受中国为国际

科学史协会国家会员．［２０］

代表团参加这届大会期间还做了争取留学生回

国工作．与会者王铃、鲁桂珍、黄光明和罗马东方学院

教授杨凤歧均表示要回国．［２０］其中，王铃是李约瑟的

大助手、剑桥大学博士．之前，竺可桢多次写信邀请王

铃返国参加和指导科学史研究．为吸引王铃，１９５６年

４月中科院发给王铃３４５英镑的全年工资．［１３］２８０－２８２９
月７日，竺可桢参加这届大会时告诉王铃：你“已得博

士学位，再留英无意义，劝其于半年内回国．”次日王

铃去巴黎，还“给予四十英镑，作为在巴黎购Ａｒｃｈｉｖｅ
档案 及 其 他 书 籍 之 用．”［１５］４０５－４０７但 可 能 主 要 因 为

１９５７年起“反 右”、“拔 白 旗，插 红 旗”等 政 治 运 动 迭

起，这些留学生均未返国工作．
从佛罗伦萨返国后，竺可桢即着手领导筹设科学

史室工作．１０月２０日，与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叶企

孙、李涛、席泽宗、尤芳湖、谭其骧等讨论了成立该室

计划．［１５］４３６ 是 月，中 国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委 员 会 提 出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筹建方案（草案）”．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６日，中科院召开第２８次院务常 务 会 议，决 定

在科学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并
通过筹建方案（草案）．［２１］１９５７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

史研究室（简称科学史室）成立．由此，新中国的科学

史研究事业开始正式展开．

２　指导研究天文学史与组织编撰

科学史论著
科学史室成立后，竺可桢对该室天文学史研究工

６１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６月　第１９卷



科
　
技
　
史

　

作给予 了 指 导．如 竺 可 桢 日 记 记 载，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１
日席泽宗“来询五年计划．余告以五星测定和恒星图

之历代进展与日月食之进步统可作为研究，借以展现

历代天文学之进步，并介绍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著《中
国汉代对天文之贡献》”．［１５］６３８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即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艾伯华，对中国古代天文学

史有较深的研究．
１９５８年，根据《科技史研究工作远景规划》，科学

史室组织人员撰著《中国天文学史》与《中国数学史》、
《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化学史》等专史．对撰著《中国

天文学史》，竺可桢十分关心，几次参加会议，提出指

导意见．如７月１０日，席泽宗向他汇报《中国天文学

史》目 录 后，约 定７月１４日“开 会 来 谈”．［２２］７月１４
日，竺“十点至自然科学史室谈著《中国天文史》问题，
到刘世楷（师大）、叶企孙、钱琢如、严敦杰、席泽宗、陈
遵妫、李鉴澄 诸 人，讨 论 原 来 拟 定 目 录 中 加 入‘阿 拉

伯、印度天文学的传入中国’一章，由刘世楷写，原定

刘写的清代天文学拟约王应伟（年已八十多）写（目录

已见拾日日记）规定每张字数从三万到一万，明年三

月交卷，十月 一 日 定 本 付 印．”［２２］１３７１２月２８日，竺 又

到科学史室 参 加 讨 论 该 书 撰 著 工 作．从 竺 可 桢 日 记

看，这次讨论较为深入：
下午二点至历史所参加讨论天文史．原定“五四

以来天文学”一章由陈遵妫写，陈已定为右派．第六章

“日月食”由赵却民写，没有时间．我的第一章“先秦天

文史”也无时间，统要另觅人．已拟就方案的有钱宝琮

“汉《太初》以后历法变迁”，讨论后认为可用．我提出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应特别一提，因为这是老百姓

所需要的东西，也表示着进步方向．次讨论王应伟写

的“清代天文学”，其中有星的中西对照．我认为应插

星图，同时对于十七世纪Ｃａｕｔｉｅｒ以后所有西欧介绍

中国天文到西方也要一提．［２２］２５０－２５１

后来 竺 可 桢 未 参 加 撰 著 该 书，但 审 阅 了 部 分 文

稿．如１９６０年２月４日其日记记载，“席泽宗来，交来

《天文史》稿，约 二 十 万 字，交 我 阅．”［２２］５８４３月２７日

“阅叶企孙写《中国天文学史》‘天文学的起源和先秦

天文学’，第 一 节‘殷 代 的 历 法 与 天 象 记 录’”．［２２］６２２３
月３０日，“上 午 交 杨 宣 仁 以 审 查《中 国 天 文 史》第 一

章，企孙写的‘中国古代天文学’（至秦为止）一章和刘

世楷写的‘印 度、阿 拉 伯 天 文 学 对 于 中 国 的 影 响’二

章，其余各章我就没有时候校阅了．关于印度、阿拉伯

一章，三月廿四日日记中已讲到，关于第一章我提了

两点意见……”［２２］６２５

还值得提到，为纪念明末科学家徐光启诞生４００
周年，１９６２年竺可桢约请万国鼎、石声汉、梁家勉，组

织科学史室薄树人、梅荣照等撰稿，主编了《徐光启纪

念论文集》．竺审阅了全部文稿．如其１１月１２日日记

说：“下午开始阅院科学史研究室所交来徐光启研究

论文集，其中包括万国鼎‘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和对农

业的贡献’，石 声 汉‘徐 光 启 和《农 政 全 书》’，梁 家 勉

‘《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薄树人‘徐

光启的天文工作’，梅荣照‘徐光启的数学工作’及刘

昌芝、汪子春‘徐光启治蝗论’六篇文．”［２３］１２月１０日

晚，“继续看纪念徐光启文稿．阅梁家勉（广州西南农

学院图书馆馆长）著《＜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

有关问题的探讨》”，认为“此文也写得很好，对于徐光

启写《农政全书》的时间、陈子龙校对、印刷经过以及

版本的经历统有了考证．”［２３］４０４

《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由中华书

局出版．所收文章均为关于徐光启研究的新成果．万

国鼎之文从徐光启的生平和学术路线，论述徐对农业

的主张和贡献；石声汉之文分析了徐在《农政全书》中
提出开垦、水利工程、备荒与救荒３项农政及来源与

全书内容；梁家勉之文探讨徐撰述《农政全书》动机、
工作方法、文稿整理和刊本流传情况．这些论文深化

了对《农政全书》的研究，有助于评价徐在农业上的贡

献．薄树人之 文 较 全 面 地 考 察 徐 在 天 文 学 方 面 的 工

作．梅荣照之文从数学翻译、数学研究两方面较系统

地介绍徐的数学工作．后两文增进了对徐在天文学和

数学方面的工作的了解和认识．
鉴于陈伯达提出“要追上世界水平，首先得把科

学在如何发达搞清楚”［２４］，１９６５年竺可桢还在全院范

围内组织人员撰写近代科学发展史的文章和世界科

学家名人传．为开展这项工作，竺相继于１９６５年３月

１１日、３月１８日、５月１０日、１０月１５日 主 持 召 开４
次讨论会．３月１１日的会议“决定了十一个题目和其

负责单位”，即：“微积分、万有引力（数学所）、控制论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计 算 机 所 胡 世 华）、原 子 物 理（原 子 能

所）、半导体（物理所）、高分子（化学所）、生物化学（生
化所）、分子生物（生化所）、微生物（微生物所）、进化

论（动物所）、电子学（电子所）和有机化学（有机所）．”
同时，会议决定“传记由出版社校阅原已出版的各种

科学名人传（主要是两种，即科学社在１９３３年左右出

版的和 翻 译 的 Ｇｒｏｖｅ　Ｗｉｌｓｏｎ著 Ｇｒｅａｔ　Ｍｅｎ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两种）后，再于下次讨论．”［２４］

３月１８日的会议决定将１１个题目改为１０个方

向：“１）微 积 分，２）控 制 论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３）原 子 物 理，

４）电子学，５）半导体，６）高分子，７）生物化学，８）分子

生物学，９）微生物学，１０）进化论．”题目由各所拟定，
“如原子 物〔理〕可 以 专 谈 高 能 核 子，生 物 化 学 可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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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酶或激素．字数为３０００～５０００，于一月内下月二

十号左右交．”关于世界科学家传，会议决定不再重刊

先前出版的科学名人传，而是重新选择传主，撰写新

稿．［２４］４１４－４１５

５月１０日的会议讨论了世界科学家传的撰写工

作．“讨论时，大家认为中西科学家要分别出版．刘仙

洲主张称为《欧洲科学家传》，但因其中有美国人，故

改称为《西洋科学家传》．但这次传记需于半年出版，
而目的是为了青年科学工作人员，尤其是学生．而到

会的人，希望能出一本好传记，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所
以不免意见有矛盾．”最终，会议从科学出版社拟就的

３７位世界科学家名单中删除８人，把居里夫妇合 为

一，确定撰写２８个传记．“字数限五千至一万，限七月

交文．”［２４］４５７－４５８

这次会后，竺可桢一面审阅陆续交来的稿件，一

面又与各方商讨编撰工作．如５月１２日约数学所关

肈直，要其 在《牛 顿 发 明 微 积 分》一 文 中 把 莱 布 尼 兹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同 时 发 现

的情况也写进去，“使一般人能更明了科学上的发现

是时代造 成，也 即 社 会 进 化 到 一 定 程 度．”［２４］４５９５月

１３日到科学出版社，“谈《科学名人传略》”；因对科学

出版社撰写的传略的“清规戒律”①不满意，当晚起草

了《科 学 名 人 传 略 缘 起》．［２４］４６０５月２１日，与 郭 沫 若

“谈《科学名人传略》及《科学发展史论文集》事．事先

拟好一个 西 方 近 代 科 学 家 名 单，从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哥 白

尼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爱因斯坦共３８人．”［２４］４６５ 另外，竺可桢

亲自撰写了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Ａｌ－
ｆｒｅｄ　Ｗｅｇｅｎ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３０）传．

１９６５年９至１０月，《西洋科学名人传》的传记已

撰就２０种．１９６６年１月７日，竺 可 桢 通 知 科 学 出 版

社朱务善，“要他把《名人传》已写就的二十种于二月

初付印，因其已写好逾三个月，不必再等，而且是内部

发行，有错误仍可改正．”［２５］但后因“文革”爆发，未能

内部发行．科学出版社仅付印了单行本．［２５］５９２

３　“文革”中吁请恢复科学史室
“文革”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在特殊的政治保护中，竺可桢赋闲在家，幸得平安．不
过，他多次被 贴 大 字 报．有 的 大 字 报 使 他 甚 为 伤 心．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２日，科学史室７位年轻研究人员所贴

《竺可桢放毒的一例》便是其一．这张大字报指责他在

《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序言中，“把徐光启驾于培根之

上，明明违背恩格斯说法”，并称他说“徐死后三百年

中国科学不发达由于工业不兴，是有意和毛主席所说

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半殖民主义三座大山

的压力使工业不兴对立起来．”［２５］１６７ 竺可桢认为这张

大字报“批评了我于１９６２年写的徐光启纪念文集的

序言，来势凶猛，而且不是善意，是恶意．故意将若干

不是我文中 的 东 西 字 句 引 用 了，使 人 相 信 也 是 我 写

的．”［２５］１９２ 对于大字报中指称纪念徐光启得不到群众

支持一说，他还予以反驳：
“１９６２年 四 月 间《解 放 日 报》即 有 本 市 天 文、数

学、水利、农 艺 四 学 会 举 行 座 谈 会 纪 念 徐 光 启 诞 生

４００周纪念，《光明日报》也报道了上海科技界举行座

谈会纪念徐光启４００周纪念．而写大字报的……在５
月１日的《辽宁日报》上写了一篇《杰出的科学家徐光

启》，１９６２年在报上发表徐光启文章有３３篇之多，这

能说我个人的私见吗？写大字报的……就在纪念刊

上称徐光启是明末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说徐光启青少

年时代生活相当清苦，父耕母织，而他自己则在稍长

时以教书糊口，他比较接近劳动人民．”［２５］１９２－１９３

不过，竺可桢事后并未将不满转化给科学史室，
仍以学科发 展 为 重 的 公 心 将 之 牵 挂 于 心．１９６８年３
月５日，他看了“学习毛主席对科技革命语录卡片”，
在日记中写道“关于自然科学史，１９６４年８月在北戴

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道，要研究自然科学史，
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２６］１９７０年科学史室已被“一

锅端”，全体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他听说有人

要处理一批科学史的书，便赶快写信到河南，希望能

有人回来接收．［１］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５日，周培源将华印椿所写关于发

展科学事业建议的信件转给竺可桢．该信建议“研究

科学史、农业遗产停顿，应把这种人才〔放〕到数学研

究所和农业科学院”．周培源要竺对“科学史研究如何

处理加以研究”．［２７］竺 虽 感 到“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要

周培源“有机会和郭老一谈”，但仍重视此事．９月２２
日，亲自与吴有训谈周培源的信，“希望科学院能为中

国科学史所的年轻有训练人〔安排工作，不要〕放在河

南息县五七学校无事可干．”［２７］４８３

１９７２年，全国政治形势有所好转．４月２０日，藉

华南农林学院图书馆馆长梁家勉来函建议设立中国

科技遗产工作机构的机会，竺可桢致信郭沫若，吁请

尽快恢复科学史室工作：
“查我院本设有中国科学史研究室，于１９６０年左

右下放给社会科学部领导．该部本身已濒于被取消，
科学史研究室人员已全部下放至五七干校，只剩一人

在京留守．近来院中呈国务院关于院方向任务请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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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稿中曾主张把科学史研究室仍归院继续办理．我认

为这是符合毛主席“学习我国历史遗产”的指示的．希
望国务院批准后能迅速建立起来．去冬北大周培源同

志也曾来信认为科学史室年青同志以遣散未免可惜

为言，并此附闻．”［２８］

７月，科学史室全体人员返京．不久，为给郭沫若

编写的《中国史稿》提供科技史素材，该室严敦杰、席

泽宗、杜石然、潘 吉 星 成 立 史 稿 组，率 先 恢 复 业 务 工

作．为了壮大研究力量，竺可桢拟请叶企孙重返该室

工作．９月１６日参加郭沫若宴请陈省身的晚宴时，向

周培源打听了叶的近况，询问“院中将恢复科学史工

作，不知企孙是否尚能参加？”［２８］１９７９月２１日，亲至北

大探望叶，“谈到科学史研究室要恢复事”［２８］２０１．但叶

病重，已 不 能 工 作．更 令 人 惋 惜 的 是，１９７４年２月７
日竺可桢因病逝世，生前未能见到１９７５年科学史室

正式恢复工作的场景．

４　结语
由以上考察可知，竺可桢１９５１年即提出 建 立 中

国科学史的委员会的主张．这与其对科学史怀有浓厚

兴趣有关，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当时中央

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宣传中国古

代科技成就；在国际上，李约瑟正在撰著规模宏大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了落实这一主张，竺可桢曾积

极物色和延揽科学史人才．钱宝琮、叶企孙等知名专

家调入或兼职于中科院，都是他努力的结果．１９５４年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立，竺可桢出任主任委

员．随后组织人员评介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卷，领导规划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的
撰著工作．
１９５６年，中央吹响“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角．在

选定专人顺利制定《科技史研究工作远景规划》和参

加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后，他率团参加

了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为中国加入国际科学史协

会做出了 重 要 贡 献．１９５７年 科 学 史 室 成 立 后，他 对

《中国天文学史》的撰著给予了指导．后于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亲自主编《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和组织人员撰写

近代科学发展史文章和科学家传．“文革”中，他虽然

赋闲在家，并十分感伤于科学史室部分青年人对他的

批判，但仍关心该室命运，１９７２年曾吁请恢复该室工

作．可以说，竺可桢在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开创

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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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１９５６－２－２３．
［２１］中科院第二十八次院务常务会议纪要［Ａ］．中科院一九五六年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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