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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科学进入了历史发展的
快车道，开始登上世界科学舞台，逐步与世界科学对接，并全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正是积极吸取了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体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才使得中国科学在诸多方面迅速赶上
了世界发展潮头。
然而，中国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近代就已迈开了历史步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西学东渐的欧风美雨把西方科学体制带到了中国，而中国近代科
学体制化的主力军是海外学习归来的留学生群体。
可以说，没有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努力奋斗，就不会有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仅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就有约2万人，他们学贯中西，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文
化建设的先驱者，把西方的科学教育体制文化、科学社团文化和科学研究体制文化逐步引入中国，在
中国近代科学的本土化进程中，初步建立起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科学社团体制和科学研究体制，
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然而，就有关这段历史的学术研究来看，整体上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这是亟待开展的一个
研究领域。
张培富博士近10年一直关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特别是跟随我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之后，他选择了该
领域的研究课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多在科学发展的微观层面（具体的科学学会、研究机构
和高校理科院系等）或宏观层面（一般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等）展开，在中观层面开展的研究比较
薄弱。
张培富博士选择“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这一中观层次开展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
义，而从“海归留学生群体”角度开展“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就具有更多的新意和价值。
这可以看做一个个案研究，而其研究方式与结论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中观层次兼具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属性与特点，既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具有拓展研究视野和方
式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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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海归化学留学生的奋斗史-本书制定了目前最完整的《中国近
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对12个群体指标进行的量化统计与分析，运用完全归纳和
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在化学社团、化学教育和化学研究机构等方面开展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问题的
研究．考察中国近代负笈海外的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
的作用；通过对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追溯，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和中国科学
体制化建设的探索性见解。
    本书适合从事科技史、科技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科技体制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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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培富，男，1963年5月出生，山西阳城人。
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学报》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及化学化工委员会
副主任，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主要从事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的研究、教学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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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创建社团及期刊——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开端本章以B2为基础，选取3组12个指标对
近代化学留学生进行量化的统计，进而对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的成长背景做出深度分析。
本章的统计分析，一方面是从整体上审视中国近代化学体制中的化学家角色的特点，另一方面为后几
章化学体制化的具体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分析数据。
82共收录了377位中国近代海外化学留学归国人员，其中男性348位，女性29位，各占总数的92％和8％
，男女比例的悬殊使男性化学留学生主导了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进程。
第一节 留学生出国前的群体指标分析本节选择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出国前的出生年代、籍贯及出生地
、受教育程度、出国年代、出国年龄等5个群体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一、出生年代情况分析从B2可知，中国近代海外化学留学生的出生年代横跨两个世纪100年。
出生最早的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从神学留学到世俗留学转向时期的黄宽，他是1828年出生；出生最晚
的是1929年出生的冀朝铸。
有意思的是，作为中国近代海外化学留学人员中年纪最大者和最小者，回国后都没有从事化学职业，
前者因为留学专业是医学，回国后终身从事了医学和医疗事业；后者留学专业倒是正宗的化学，但因
为中国时局的特殊性，回国后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道路。
我们之所以选择学医出身的黄宽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中第1位系统接受近代化学知识的人，是与西方
的医药化学传统相关的，这在本书A2部分已有论述。
西医的知识基础之一就是化学，学习西医，必须接受化学知识的系统学习，而在黄宽之前，中国近代
留学生中还没有专门出国学习化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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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从中国近代化学百年历史的起点开始思考，充满了好奇和信心，以饱满的热情追踪中国近代留学
生的足迹，不惜力气地仔细搜寻他们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框架内外的动作与身影。
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和研究视野的扩展，中国近代化学发展的轨迹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愈来
愈呈现纷繁复杂的历史境况，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足迹追踪的步伐也愈来愈慢，历史的迷雾
常常使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当初探索的信心和热情在不知不觉中消减，但又时常产生欲罢不能的感
觉。
此时，最能给予我鼓励和激情的是导师郭贵春先生。
掐指算来，在郭贵春先生身边工作和学习已有10多个年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学科的积累处于突破发展
之际。
然而，人员不够齐整，办公和科研条件较差。
在郭贵春先生的带领下，大家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在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了山西大学科学
技术哲学这个共同的崇高事业，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正常的8小时工作之外的加班加点和舍弃节假
日休息成为平常事情。
郭贵春先生不仅有渊博的学识、杰出的组织管理才干，更以高尚的品质激励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工作热
情，使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能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
1998年，山西大学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我有幸成为郭贵春先生门下的首批博士研究生
之一，以一种更加紧密的师生关系，继续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奉献自己
的微薄之力。
亲自经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学科建设的高峰，不仅跟随郭贵春先
生获得学识的长进，更得到人生的历练。
导师宽广的胸怀、开阔的眼界、深邃的思维、大局的理念、运筹帷幄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质使学生
终生受益。
每当自己在博士论文课题研究遇到困难甚至产生畏缩情绪时，总能得到导师的激励和指点。
导师高屋建瓴地指明前行的方向，特别是他给予了我最大的宽容和耐心，培养我保持失而复得的信心
。
否则，我难以创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间最长的纪录和博士学位论文字数
最多的纪录。
在这里，我真诚地表达对导师郭贵春先生的感激之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正是我在郭贵春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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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适合从事科技史、科技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科技
体制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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