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与工业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学与工业化>>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9809

10位ISBN编号：7101059805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翁文灏,李学通选编

页数：7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与工业化>>

前言

　　学通同志最近将翁文灏先生关于科学与经济建设方面的论著选编成一本书，名日《科学与工业化
——翁文灏文存》，要我在书前写点什么。
我对翁文灏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对那一代知识领袖都还略有一些了解。
学通为人朴厚，其意悃诚，不忍却之。
因即就本人粗浅的了解，说几句感想的话。
　　翁文灏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和知识领袖之一。
他与丁文江、章鸿钊都是中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而中国的地质科学是最先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学科。
我们应当记住他们的贡献。
而有趣的是，翁文灏与丁文江又同是中国少有的以科学家而兼有杰出的组织才能的知识领袖。
《科学与工业化》编者在《前言》中列举出翁文灏曾担任过的一些学术领导职务和在国际上荣获的一
些名誉学衔。
这些很可以让我们对他的地位与影响有一定的了解。
但我觉得最能体现翁氏的个人价值的，是他在1934年3月不幸因交通事故而受重伤时，人们所做出的反
应。
这种反应，由他的好友胡适先生为我们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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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翁文灏（1889—1971），字泳霓，浙江鄞县人。
他是清朝末代秀才，也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他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者，也是近代
科学事业的组织者、领导人；他历任经济部长、行政院长，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的标志性人物；他致
力于推动战时经济建设，筹谋战后工业化方略，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家和推动者。
在起伏跌宕的八十余年人生道路上，翁文灏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发表过
许多充满真知灼见并具有积极影响的言论和著作。
今天，他的这些著述不仅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科
学事业及工业化发展历程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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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调查甘肃地震意见书　　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鉴核事。
窃文灏会同内务、交通二部委员，调查甘肃地震。
回京后，业经将大概情形造具报告，检同照片呈请鉴核在案。
关于科学问题，尚待详细研究，再为报告。
其关于实际上应有办法，调查之余，稍有意见。
现在甘肃地震犹未全止，将来继起或尚难免，似应先行陈述，以备采择，谨分条说明如下：　　（甲
）关于甘肃地震之善后者　　甘肃地震视他省为特多，就历史研究，平均每四年有地震一次，每十五
年有伤人败屋之大震一次（详见前呈《甘肃地震考》）。
近代灾情较大者，如康熙四十八年及乾隆三年，宁夏一带城郭全墟；光绪五年，阶州、文县死亡遍地
，灾情之巨均不下上年。
观以前地震之数见，即可知以后地震之难免，虽无先知之术，应讲善后之方，考量所及，计有数端：
　　一，关于人民之居住者。
调查上年甘肃地震，有二事颇堪注意：（子）地震之烈亦世界所恒有，而死人之多为各国所罕闻；（
丑）外国地震，震地人民大抵受伤者多而死亡者较少，甘肃则死者甚多，受伤而生存者甚稀。
由是可知，灾情之重不必全由地震之烈，大半实由人民居住之易受危险。
盖泾原一带，黄土甚多，人民大半穴居，即有房屋，亦多泥筑，一摇即塌。
居处其中者，往往不及逃避。
兹拟改良办法如下：（子）甘肃乡间房屋大抵全用土墙，少用木柱，土墙平时虽似坚厚，而一遇地震
，全部倒塌。
宜劝令人民建筑时务用木柱，梁柱相维，庶能支持。
（丑）甘肃地广人稀，乡间民居类多零星散布，孤立无邻，一遇震摇，倒塌更易。
城市街房则以鳞次栉比，能收互相牵制之功。
谓宜劝令人民，虽在乡村，亦宜聚居，既获群聚交通之利，亦可稍减震灾。
（寅）甘肃地形大抵高岸深谷，穴居者利用土质，率多蜂聚山腰，一遇地震，山土崩落，尽被覆压。
室居者趋近水利，往往依傍河岸，大抵为冲积层所成，地质疏松，一遇地震，多生与河流并行之裂缝
，有向谷中崩下之趋势，附近村落即受其灾。
故居处地段似以在平川广野，离高山或深谷均较为远距之地，于震灾危险可稍为减轻。
（卯）傍山土窑震塌最易，虽悉令移居，势有所难。
然既明知甘肃地震之多、窑居之险，自应广为告谕，俾各量力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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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作者翁文灏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并
对此有比较全面且相当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发表过许多充满真识卓见、在当时极有影响的言论和著作
。
他的这些有关科学与工业化问题的著述，既是今天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及工业化发展历程的宝
贵史料，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科学与工业化》以“科学”、“建设”和“工业化”为中心，选辑整理了翁文灏一生中相关言论著
述约4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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