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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科学界的发展，很高兴地看到我国科技人才辈出，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捷报
频传，在科学史的研究上也不断有骄人成果出现，然而，细细追索，对于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
团体——科技学会的发生发展却很少认真关注，也没有看到系统介绍各学会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面世。
科技学会是一个群贤毕至的科学大家庭，无疑，科技学会组织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国际国内
交流平台、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建言献策等方面作了大量贡献，确实值得细细研究、大书一笔的。
该套《中国学会史丛书》就是以中国科协属下的各科技学会为研究对象，勾勒学会发展历史、刻画杰
出科学同仁、探索科技学会在中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套丛书，实可谓匠心独具，意味深长，对各学会
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出版界来说，也是中国科技学会发展史系列研究著作的开山之作，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页空白
。
中国科协主管的近两百个全国学会中，有许多历史悠久、建树颇丰的学术团体，有些建会史甚至可以
追溯到19世纪，如本丛书中收纳的中同药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等。
跨人新世纪以来，这些学会组织在工作规模、专业队伍、成果积累和学科本身建设等各个方面，无不
光大前业，焕然一新。
丛书中也有一些是建国后成立的新兴科技学会，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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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学会史丛书》之一。
    本书是一部记述中国物理学会建立与发展历程的专著。
书中不但重点对学会的初创情况、发展过程、组织建设、学术交流、分支机构等专门介绍，还特别收
录了记述学会重大活动情况的大事记、名人与学会发展的丰富资料和一些极有史料价值的历史照片，
旨在反映学会存不同时期的活动概况及其在中国物理学界中发挥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中国物理学会是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仅以此书的编著出版，纪念中
国科协成立50周年和中国物理学会成立70多周年。
本书可供物理学和科技界有关部门及工作者、各学会相关人员、大专院校师牛阅读，也可作为国内外
学术交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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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席泽宗出版者的话前言学会简介学会史引言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会的建立（1932）  第一节  20世纪
早期中国物理学发展概况    一、物理学教育的发展    二、建立研究机构    三、研究成果  第二节  中国物
理学会的创建    一、朗之万的倡议    二、学会的建立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会的艰难发展（1933～1950）  
第一节  艰难的发展    一、年会与理事会    二、译名工作与创办刊物    三、转移大后方    四、中国物理
学界与国际物理学界的交流  第二节  新时期的活动    一、参与同事    二、重要活动第三章  中国物理学
会的曲折发展（1951～1977）  第一节  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
   二、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后续工作  第二节  第二届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    一、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筹备过程    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节  
物理教学    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与物理学教学工作    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与物理学
教学工作  第四节  刊物出版    一、《物理学报》（中国物理学报）    二、《物理通报》    三、《物理译
报》（物理译丛）    四、《原子能》    五、《声学学报》    六、《物理》  第五节  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
与国际交流    一、学术活动    二、国际交往与交流第四章  中国物理学会的蓬勃发展（1978～2007）  第
一节  1978年庐山年会与学会组织的完善和发展    一、1978年庐111年会召开的背景    二、1978年庐山年
会的盛况    三、学会领导机构的制度化    四、学会分支机构的发展    五、学会章程的不断完善  第二节  
学术会议    一、概况    二、学会学术年会    三、华人物理学会议    四、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    
五、秋季学术会议  第三节  纪念活动    一、物理学会成立纪念活动    二、著名物理学家、重要物理学
事件纪念活动    三、“2005世界物理年”活动  第四节  科普工作    一、举办科普讲习班、基础知识讲座
、科普报告会    二、编写、出版物理科普书籍    三、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科学普及活动    四、其他形
式的科普活动  第五节  出版刊物    一、学会主办的刊物    二、分支机构主办的刊物  第六节  物理教学与
物理竞赛    一、促进交流，推动改革    二、开展物理竞赛  第七节  名词审定  第八节  国际交流    一、举
办国际会议    二、参加IUPAP的活动    三、参加AAPPS的活动    四、与国际物理学会之间的往来  第九
节  物理奖    一、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与王淦昌物理奖    二、谢希德物理奖    三
、其他与中国物理学会有关的物理奖大事记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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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者4个字由‘流控’与‘技术’组成，也符合汉语构词的习惯”。
文中提出应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
有人图方便，把外文学术名词音译过来。
⋯⋯如果太多了，就会对汉语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
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
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文中特别强调了“在发
展中国家里普遍存在一个难题，是不能用本国的语言教物理等现代科学，这对科学在群众中的普及是
个极大的障碍。
由于我国在物理学名词的订名工作中坚持意译为主的原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文中所举的一
个音意兼顾的精彩例子，就是王竹溪将charm quark订名为“粲夸克”。
文中提出应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对于有密切联系的名词，订名时应力求系统化”；“例如电导率、
电阻率、电容率、磁导率、磁阻率、磁化率等，这种系统化的订名来源于这些词所指的概念上的类比
，易学、易记，便于普及。
要做到这一点，特别需要各分支学科制订名词时有全局观点，相互照顾与配合”。
文中提出应注意的第四个问题是“已经通用的名词即使订名不是最理想，也不要轻易改动，否则只能
增加不统一”。
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充分反映出物理学名词委员会把名词工作看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工
作。
以这种态度，经过3年时间，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物理学第一批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前后召
开了5次会议，并与相关学科进行了协调和统一工作。
初稿完成后，发到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所、出版单位及中学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讨论，反复磋商，于1988年6月完成物理学第一批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的审
定稿，上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受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托，钱临照、马大猷、李荫远三位先生对这个审定稿进行复审，
提出了宝贵意见。
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这些意见认真讨论，再次进行了修改，最后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批准予以公布，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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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物理学会史》以中国部分知名学会为研究对象，细述学会发展历史，梳理学会发展脉络，刻画
学会杰出同仁。
同时，对学会的人文往事、组织结构、知名奖项、国际交流等方面作了翔实的介绍，以助于公众对科
学组织和科学活动的理解。
本丛书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科技学会史的著作，填补了中国出版界的一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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