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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和绥新公路查勘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科考团体。
考查团取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成果，如发现北疆恐龙化石、弱水居延汉简、罗布泊小河遗址、白云鄂
博铁矿等。
考查团成员在野外收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和标本。
由于环境的变迁，这些资料和标本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对当代环境史等的研究来说也是极可宝贵的资
料。
野外工作结束后，考查团成员在地质、地理、考古、气象、古生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室内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航线开辟、公路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复兴影响深远。
    从1937年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考查团外方成员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先后出版了11
大类56卷报告：《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中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未能结集出版，而是分散在各种刊物当中
。
本书作者经过多年努力，按照学科分别收集、整理、研究了中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并首次全面系统地
评介了中方成员的工作。
此外，考查团还被誉为“流动的大学”，这种中外学者合作从事野外考察的工作方式，为中方青年团
员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从而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
本书也首次对考查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本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供对近代科技史、中外交流史和探险史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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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地质考察　　地质学的区域性特点，使这门学科的理论大多建立
在野外实地工作当中，新理论的正确与否，也需要放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检验。
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1904—1995）曾经说过：“在许多纯粹科学中，地质学是最富区域性的一个。
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物理学’，我们也很难说‘中国的化学’，但是我们如说‘中国的地质学’，那
是名正言顺的。
世界各国地质者的研究方法尽管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结果则往往有明显的区别”。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世界地质学的发展和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成长，填补地质资料空白地区的工作已
成为中国地质学者的历史使命。
然而在西北考查团成立之前，中国地质学者很少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问题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指出：西北地区“地质调查未到之处，尤属甚多”。
　　中国的西北地区，不但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也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第四纪地质问题：冰
川作用的范围、古代湖泊的出现与迁移、沙漠荒原的起源、新构造运动⋯⋯这些问题吸引着许许多多
的中外地质学者。
但是，由于缺乏这个区域的详细地质调查资料，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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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斯文·赫定是最早关注中亚的欧洲科学家之一。
但与其后的大部分人不同的是，他的工作成就分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两个方面。
　　　　——美国加州大学　J.Bosson教授　　斯文·赫定组织的最后一个探险队，即1927--1 935年的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时，加入的有许多专业领域的科学家，民族学和考古学在议事日程上也是引人注
目的。
　　　　——斯文·赫定基金会　Hakan Wahlquist　　布林为丰富我们关于中亚地区已经灭绝的动物
的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
　　　　——瑞典自然博物馆馆长　B.Nordenstam　　1930年至1931年，中国和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
察（查）团在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遗址里，采获汉
简一万枚左右，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
　　　　——陈高华、陈志超　　此矿（白云鄂博）因地近边疆有此富源，一时颇引人注意。
所论矿床成因研究颇详。
　　　　——翁文灏　　新疆的二齿兽和水龙兽是由袁复礼发现的，曾在学术界轰动一时。
　　　　——黄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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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中国与瑞典合作的科考团体。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1927－1935年间，中国和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和后来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在西
北广袤地区的考察历程，以及他们在气象观测、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取得的
丰硕成果。
阐述了这次大规模中外科技合作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
同时也对相关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供对近代科技史、中外交流史和探险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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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