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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
究丛书（7 册）”（以下简称“丛
书”）于2020年6月出版，2021年
5月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图书奖提名奖，2023年3月荣获第
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强国建设需要是“丛
书”出版的“天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全党和全国人民始终在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而奋斗，“现代化”和“科技
革命”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热议话
题。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和
科技界希望国家能抓住新的科技
革命的机遇，加速实现现代化。
那么，科技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究
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为了探讨和
回答这个重要问题，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
从2010年开始组织国内外专家
学者进行专题研讨，选择意大
利、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
（苏联）、美国和中国等国家为案
例，着力探讨科学革命、技术革
命（工业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
互动关系。该项目各册书的作者
全面搜集、整理、研读相关领域
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文献，细化研
究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召开若
干专题研讨会。与以往的科技革
命论著不同的是，此次将对科学
革命、技术革命的研究扩展到俄
罗斯、中国等科学革命或技术革
命的非原发国家，特别关注了

“地域性的”科学革命或技术革
命以及外力冲击下启动的现代
化。同时，作者们以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的转变，特别是以工业
化为主线，阐释“现代化”及其
与科技变革的关系。一方面，从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去理解社会的
转变；另一方面，从社会的发展
去 理 解 科 学 和 技 术 的 变 革 。
2012年，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所长张柏春主持的“科技革命
与国家现代化研究”项目入选

“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高端学
术出版工程”。这个优秀的项目
很快成为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取
的选题。

良好的合作基础是
“丛书”出版的“地利”

山东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保持
着紧密的合作关系，21 世纪初
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研究丛书（35卷）”是中国科技界
第一次有规模地对中国近现代

科技发展历程进行比
较全面的、系统

的、综合的
研究，是

百 余 位
专家学者的

辛勤劳动结晶，也
是张柏春所长作为首席科

学家完成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
展综合研究”的成果。十几年、几十
本书的合作加深了作者对出版社
的了解和信任，也培养了相关业务

能力过硬的编辑队伍。在此基础
上，“丛书”主编张柏春所长选择
了与我社签订出版合同。

精诚合作、精益求精
是“丛书”出版的“人和”

“丛书”汇集中外23位作者，
均为研究对应国家科技史的资深
专家。选题具有前瞻性，以中国
学者的眼光审视世界科技发展历
程并获得借鉴与启发，不仅满足
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的需求，也是中国科技史学科研
究领域的重要拓展。2013 年，

“丛书”被纳入山东出版集团精
品图书出版规划，2014年增补
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2016年申报了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社也
为“丛书”组建了以理科专业背
景为主的11人的编辑队伍，每
本书都由两位责任编辑负责。责
任编辑严格按照出版规范对全部
书稿进行认真编辑加工，对文
字、语法、标点等进行严格校
对，并对人名、年代、参考文献
进行了逐一核对和查证。美术编
辑和印制部门按照学术精品的要
求进行了设计和装帧印刷。最
终，“丛书”的内容质量、编校
质量、印制质量都达到了精品图
书的要求。除了推进“丛书”整
体进度、联系作者、负责需统一
的内容，我还具体编校了《科技
革命与意大利现代化》《科技革
命与美国现代化》两本书，所经
历的编校过程作为例子应可反映

“丛书”基本情况。
《科技革命与意大利现代

化》是由5位作者共同完成的，
包括一位意大利教授。意大利是
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发源地，
任何一部通论科学革命的著作都
不可能不提到意大利。然而，在
科学革命高潮时期，意大利却是
在欧洲大国中接受技术革命成果
及形成自身的工业体系相对较晚
的国家，成为工业革命的追随
者。那么，科学革命、技术革命
与工业革命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
的关系？就意大利而言，“丛
书”所探讨的3个主题词——国
家现代化、科学革命、技术革
命，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
联？其关联度又如何？作者通
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长时间
段、大视角地给出了完整的解
读。同时，本书的可读性非常
好，编辑的过程也是开阔思
维、增长见识的过程，非常愉
悦，偶有不解联系田淼老师，
她总能立即解答，并解释为何
这一段放在这里甚至本章节的结
构设计思路，让我油然而生敬佩
之情，也更坚定自己编校工作的
意志。多位作者著书，也有一点
小问题，许多拉丁语的人名、书
名、地名的翻译全书不一致，但
这也恰恰说明作者都参考了第一
手的外文资料，发现并统一这些
内容也体现了编辑的作用，我也
小小地骄傲一下。图书付印前，
田淼老师来济南，将全书又通校
了一遍，还给我带了很甜的葡萄，
和作者的友谊也是编辑工作幸福
的来源之一。

《科技革命与美国现代化》
只有一位作者，但起初体例与其
他册不一致，简单沟通后作者很
快调整。本书着重从跨国科技史
的视角研究科技革命与美国的现
代化进程，介绍在美国殖民时期
和建国早期，科学革命和共和主
义对美国革命的影响，用技术系
统的概念来考察19世纪末美国
的技术革命，以及20世纪至今
的科技革命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社
会文化变迁。中国可以借鉴美国
的经验教训，通过改革、试验、
国际交流，建立、健全自己的科
技政策和战略咨询体制，推动科
技发展，为建设创新型的现代化
国家服务。因为作者王作跃老师
在美国大学任教，所以一直没有
机会见面，但通过邮件沟通也非
常愉快和高效。这本书的参考文
献多为英文，可在互联网上查到
蛛丝马迹，相对而言校对所用时
间少一点。

获奖是对“丛书”价
值和编辑工作的认可

“丛书”是第一套从科学技术
与社会互动的视角，研究文艺复兴
以来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诸
多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近现代科学
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催生科学革
命、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进而实
现国家现代化的原创性著作，反映
了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为研究科技发展、科技革命与国家
社会经济条件、科技体制及政策的
关系，从而认知科技与社会互动的
长周期规律提供科学依据，具有极
强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来自出版界和学界的专家高
度评价了“丛书”的创新性、科学
性、思想性及学术传承价值，认为

“丛书”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
在中国科学院“十二五”研究项目
结题的时候，专家们一致认为这
部“丛书”是“重大突破”的优秀成
果，国家出版基金也给予了优秀
成果的评价，说明这套书从专家
层面和政府层面都得到了高度评
价。同时，专家也认为“丛书”写得
深入浅出，非常具有可读性，不仅
是学术著作，也是大众读物，可以
加深我们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概
念、现象、历史和人物的来龙去脉
和相互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

期望“丛书”走向世
界，共铺出版强国之路

“丛书”将科学革命、技术革
命和国家现代化结合起来，有国
别的意义，又与中国做比较，其意
义非常大。中国科学史家可以提
出自己的重大学术问题和观点，
拥有学术话语权，体现了国际视
野，相信在走出去、促进中西科技
文化交流合作方面也能发挥积极
作用。希望“丛书”为出版强国建
设添砖加瓦。

最后，重点感谢“丛书”主编
张柏春老师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给
予我的重要、无私、及时的帮助和
指导。

“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7册）”

历经八年出版之路
收获“重大突破”优秀成果
□任军芳

中国出版事业发展迅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已
经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为了建设出版强国，我国出版
界应进一步走向世界，推动优
秀书刊的外文出版，发出中国
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
国话语权。

——“科技革命与国家
现 代 化 研 究 丛 书 ” 主 编
张柏春

不畏浮云遮望眼，心有定
力步自坚。作为一名出版人，
我将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履行
文化责任，践行“担当为要、实
干为本、奋斗为荣”的理念，以
工匠精神打造反映学术发展、
传承人类文明的精品图书，讲
好中国故事，弘扬时代强音！

——广西教育出版社
学术出版中心期刊编辑部
副主任 潘安

《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
是广西教育出版社于 2018 年 6
月出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桂环主编，记
录生物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
程，反映中国生物学史研究重要
成果的学术著作。《中国生物学
史·近现代卷》具有记录历史、积
累文化、填补学术空白、服务文化
自信的重要价值，被列为“十三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荣获第
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
奖、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
书奖，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缘起：
不忘初心，一以贯之

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
精心指导、大力支持下，策划并启
动了出版“中国科学史丛书”的计
划，包含《中国物理学史》《中国化
学史》《中国数学史》《中国地学
史》《中国生物学史》《中国天文学
史》等6个系列，每个系列分为两
卷，古代卷为一卷，近现代卷为一
卷。策划之初，广西教育出版社
对这套丛书的定位是：一是全部
由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来撰写中
国自己的科学史，突出本土性、原
创性和权威性；二是时间跨度从
远古到20世纪末，而且突出厚今
薄古的特点。精准的定位，鲜明
的特色，奠定了整套丛书的基调，
为弘扬学术、推进科研、填补学术
空白，形成出版社的核心学术图
书品牌夯实了基础。

到2016年，“中国科学史丛
书”已经出版了《中国物理学史》
（两卷）、《中国化学史》（两卷）、
《中国地学史》（两卷），无一例外，
均获得了国家级出版奖项，在此
大好形势的基础上，广西教育出
版社推进了《中国生物学史》的出
版计划。由于图书的中国特色鲜
明，原创性、权威性突出，《中国生
物学史》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近现代卷
成稿后，获得了2017年国家出版
基金的资助。经过出版社团队与
作者团队的不断打磨、协调、核
查、完善，这部以中国的专家学者
视角编写，突出生物学在中国的
独特发展轨迹，原创性、创新性兼
具的鸿篇巨制于2018年 6月正
式出版了。

内涵：
有人、有温度的历史

《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
内容涵盖从近代到现代的中国生
物学的启蒙、学术思想、科学成就
及其历史地位、科学著作、著名生
物学家的生平、重大科学活动、科
学机构、科学刊物、科学仪器、科
学交流等，力求真实地再现早期
西方生物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和
影响，我国生物学人才的成长和
科研建制化的艰难，以及不同时
期学科发展的特点；论证我国生
物学家在推动学科发展过程中遭
遇的困难和挫折，付出的艰辛和
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为社会发
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所做的巨大贡
献；同时考察社会环境、科研体
制、传统文化对我国生物学发展
的影响。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本书尤
为吸引人之处是作者着重描写伴
随中国生物学学科发展的众多
国内外人物，尤其是近代部分
中国生物学先驱们救国图存、
筚路蓝缕的艰难创业，现代部
分中国生物学领袖们锐意进取
的奋发历程。

科学的发展历程是理性、清
晰的，而人物、事件的加入使得历
史有了温度，生物学先驱接续奋
斗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

曲折前进的一个又一
个缩影，作者将这

些缩影聚沙成

塔，不仅呈现了中国生物学的历
史进程，更是从生物学这个小切
口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百
年奋斗之路：

缩影之一，我国幅员辽阔，
生物种类繁多，明末西方商人和
传教士等各色外国人士踏足中国
领土后，丰富的生物资源很快引
起他们的注意。此后，在近代中
国，西方人采集和研究了大量的
中国动植物，以昆虫为例，至
20世纪上半叶，已命名的我国
昆虫约达2.5万种，但其中高达
90%为外国人命名。我国植物分
类学家方文培认为外国人“采取
我国珍奇之植物标本，藏诸外国
博物馆中。本国境内反不得一
见。此于中国植物学虽不无贡
献，然亦中国之奇耻大辱也”。
这些标本采集活动使得后来到西
方学习的中国学者感到屈辱，自
己国家的生物要外国人越俎代庖
来调查，祖国的生物资源任由他
人恣意侵渔，激发了中国生物学
先驱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奋起
努力的决心，从而也在一个具
体的侧面刺激了我国生物学的
发生与发展。

缩影之二，大熊猫是我国
特有的珍稀动物，自1869年法
国传教士谭卫道（A.David）首
次获得标本后，它一直是西方
各大博物馆梦寐以求的收藏
品。1936 年，一只大熊猫幼崽
被中国海关扣留，并征求中央研
究院动植物所的意见，中央研究
院呈请政府禁止放行，可惜没能
成功。放行这只大熊猫出境开了
很恶劣的先例，此后西方人不断
在我国猎杀大熊猫和倒卖其幼崽
的行为，给大熊猫造成了致命的
伤害。胡先骕撰文指出“外来学
者来中国采集皆与取与来，毫无
限制，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
因之而绝种……于是可知保护天
然纪念物之运动不可漠视也”。
伴随我国生物学家的成长，在争
取学术独立和进步的同时，也担
负起保护本国学术标本资料的重
任，限制了西方人在华的滥采和
掠夺。这是当时我国学术界成长
的一个表征，也是当时我国在一
批精英的推动下主权意识觉醒的
一种标志。

透过对这些人物、事件的几
近白描的叙写，我们不仅能管窥
生物学的曲折发展，更能深刻感
受中国历史的深沉与厚重。作者
对于参与历史进程的人的描写是
多角度的，有论述却不评判，有感
情却不偏私，使得整本书兼有文
学的情趣和史学的理智。

雕琢：
把控质量，打造精品

《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
有66万字，时间跨度从近代到现
代，涉及知识面广，专业性和学科
性比较强，引文众多，且成稿于多
人之手，要保证体例统一规范、编
校精良，对编辑的学术素养、职业
责任、业务能力等提出了非常高
的要求。我是理工科出身，作为
项目的主持编辑，与另外一位文
科编辑一同承担了本书的编辑工
作，理工科的学术背景与文科的
文学底蕴在编辑过程中不断碰

撞，这样的编辑组合对于兼具文
学内涵的自然科学史图书的出版
有着非常好的互补提升作用。

就编辑工作本身来说，我们
首先整体审视书稿，以提升书稿
整体学术质量为出发点，根据各
章的实际内容，对相应章名进行
了优化修改，对部分章节的顺序
进行调整，使得叙述脉络更具逻
辑性。由于这部书稿从近代一直
写到现代，时间跨度上涉及一些
敏感时期，因此在编辑过程中我
们十分谨慎、细心地关注这方面
的内容，以高度政治敏感
做 好 把 关 工 作 。
在处理书稿
时我们十

分注意把
握好学术性和
政治性的度，只陈
述不评述，并与作者多次商
榷进行了修改，坚守意识形态工
作原则，严把政治关。此外，我们
还重点做好规范名词术语、编制
人名索引、核对引文、核查人名地
名年份等工作，提升书稿的编辑
含量，打造精品。

距离这本书首版已经过去整
整5年，但是与主编罗桂环老师
交流中的一件小事却一直深深地
印刻在我的记忆中。2018年年
初，当时到北京出差，正值书稿进
入三校环节，我们在通读的过程
中发现了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
比如某事件的年份与其他文献有
出入，某位外国人物的译名前后
不一致等。当时我们与罗老师面
谈，就三校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征
求罗老师的意见。细小到一个人
名、一个机构成立的年份、一个事
件发生的地点，罗老师不需要翻
阅资料，仅根据上下文的信息，马
上给出了准确的答复！这得是多
么深厚的学术积累，才能做到将
浩瀚如烟的历史事实了然于胸、
信手拈来！我被罗老师深耕史学
研究的学术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底
蕴深深折服，之后这本书接连获
得了两大国家级出版奖项也就不
令人意外了。

一系列好书的出版，必然倾
注了无数人的心血，也承载了无
数人的喜悦与希冀，《中国生物学
史·近现代卷》虽已告一段落，但
广西教育出版社“中国科学史丛
书”一直在路上！

《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

守二十载出版初心
展生物学百年巨变
□潘安

出版寄语出版寄语

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精品创作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