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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当21世纪开头的时候，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有计划
地访问一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让采访者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
料，为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化财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口述历史很重要。
《论语》就不是孔子（前551－前479）的著作，而是口述。
这情形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及其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似。
那个时代学者们还没有自己著书立说的习惯，思想学说都是靠自己口述而由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
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流传两千多年，一字值千金。
我们当代人的所见、所闻、所历，不能与之相比，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贡献出来，流传下去
，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司马迁著《史记》，上古部分文献太少，主要根据“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即口述
、口述、再口述），准确的年代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起，这不仅给年代学留下了一个空
当，因而有今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还给后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
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出现了疑古思潮，提出“东周以前无史”论，企图把中国文明史砍去一半。
幸而这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文，王国维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
》，指出甲骨文中发现的殷商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相吻合，《殷本纪》中的口述
记载只有个别错误。
这就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东周上推了近千年。
由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
加以肯定。
”他又于1926年在上海《科学》杂志第11卷第6期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
出中国历代出现的新学问大都是由于新的发现。
他举了很多例子，最重要的是汉代曲阜孔壁中古文和西晋汲冢竹书的发现，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的推
动作用。
与此同时，胡适于1928年在《新月》第1卷第9期上写了一篇《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进一步指出，我
们不仅是要找埋在地下的古书，更重要的是要面向自然界找实物材料。
他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
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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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孙鸿烈等若干参加过青藏科考队员为访问对象，通过他们的回忆，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
他们的青藏高原科考经历、相关的研究活动和国际交流。
《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
1992)》选择的访问对象包括考察队负责人和参加考察的不同学科的主要人物，具有代表性。
他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层面，再现了青藏科考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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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瑾，重庆籍贯，曾任《科学时报》高级编辑、中国科学周报(《科学时报》海外版)主编。
现任国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曾获《光明日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星奖”和《科学时报》特别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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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峡谷中曾经的小路只有香客和猎户们能够识别。
大地震造成的山崩地裂，使原有的庙宇、小路、桥梁毁于一旦，后来直白村这个地方就成了无人区。
1974年我们在这段峡谷的整个行程，要不断地爬悬崖、过急流、钻树丛，走得十分艰难。
我们从直白出发，刚过中午就被一道直插江底的悬崖挡住了去路。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依次攀上崖壁，徒手抠紧岩石的缝隙，小心翼翼地倒换着手脚。
脚下的浪花扑打在崖壁上和脚面上，只要一失神，就会命丧江中。
所有人员大约用了1小时才安全通过。
3天以后，我们又遇一道难以攀爬的绝壁。
这次先由一名身手矫健的民工带上捆行李的绳子先爬上～段10米多高的崖头，再把下面的人拽上来。
从这个崖头，顺着崖边的陡峭山路爬上100多米高的崖顶。
崖顶上密不透风的森林灌木丛覆盖了谷坡，有两名民工在前面轮番用两把砍刀砍出一条通道，我弯着
身子才能钻过去。
在这道绝壁的顶上，我们几乎是匍匐地走了两天，每天不过10公里。
最难忘的是徒步涉过急流。
盛夏期间，来自南迦巴瓦峰的冰Jff融水，使各条支流的流量暴涨，在急陡的山谷中形成一连串的急流
跌水和瀑布。
就在我们越过江边陡崖的第三天，又有一条我从来没见识过的汹涌急流挡住了去路。
这条急流的坡度过大，没法互相挽着手顺河组成人排，只能孤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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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里和读者见面的《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一1992）》是《20世纪中国口述科学史》丛书的选题
之一。
但在2006年8月份拟定选题时，原本准备先做《孙鸿烈访谈录》的，但是在采访孙院士的过程中，他对
自己谈得不多，却总是在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群体活动和贡献。
他说，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在地球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揭开这个谜是中国科学家的使命。
1973年，青藏科学考察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青藏高原开始了。
队伍规模从那时的7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有数千人参与。
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继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锻炼了一批人才，而当年参加考察的
老队员现在大都已年逾古稀，有些人已经辞世了。
他说，青藏科学考察口述史内容将会是很丰富的！
2007年6月，编委会决定接受孙鸿烈先生的建议，提前安排青藏科学考察这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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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30年来这壮丽的画面，这激动人心的情节，让我们重新放映一遍吧！
让它给广大读者和科考队员们以交流心声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那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心声，而对于读者们来说，那是永放光芒的青藏高原的青春。
　　——刘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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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追问6千万年沧海变高原的演化历史，
考察240万平方公里地域的独特资源，忆述献身科考事业艰苦卓绝的无悔人生，伟矣，世界屋脊！
壮哉，“青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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