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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计算机的起源和发展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紧密关联，当年的创业者们用今天看来性能不
高的数字设备奇迹般地攻克了众多高难度课题，为科技、经济与国防开辟了数字大道。本书引用了大
量原始照片和文献，展示了我国计算机领域三十年的创业长卷，作者把“人”放在首要位置，从决策
思维和创新环境两个方面重点展开，呈现出覆盖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全方位、全时段的创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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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祖哲，高级工程师、五届全国青联委员，曾任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1941年生于四川成都，祖
籍江西贵溪，1959年毕业于北京五中，1964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通信自动控制专业，进入邮电部邮
电科学研究院。
1966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研究室参加邮电部长途自动电话工程计费专用计算机研制；从事
过载波、微波、移动电话科研，参与电信、邮政、农业、城市管理等多领域计算机应用，荣获多项部
、省、市级科技奖；自1993年起从事网络应用、电信服务研究；宣传“火炬计划”，走访27个国家高
新开发区推进联网，1998年受国家科委先进表彰。
从事计算机史调研，关注“人与信息化”“科技创新”“智慧谋略”，编辑出版上千万字，2001年出
版专著《信息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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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sdx第一本，行业史领域填补空白，编辑过程无比折腾，好在碰上绝世好作者
2、挺有厚重感的行業史（如內容簡介中所言以「人」爲中心；作爲技術人，我感覺技術方面的細節
還是比較缺乏，不過如果把各種技術細節都寫進去的話想必很多幹部讀者都會讀着犯睏吧）。希望以
後還能再補完一些有待考證的細節吧，如果還能補完的話就可以5星了。一個囧處就是爲書口邊那段
留白特別顯眼（好吧，我知道那白邊是留給旁註的，但沒旁註的的時候就不能利用上那空白嗎）。另
外作者在最新的博文中提到有修訂的計劃，希望以後能釋出勘誤表。［補：從老先生的博客中得知原
來DJS130、DJS180系列分別和Nova【DGC的體系結構，如果您讀過《新機器的靈魂》的話肯定有印象
】還有DEC的VAX-11兼容，難怪能看到那麼多有關VAX的老書］〔啞光平裝+似乎是純質〕 
3、我特别好奇的几个问题：就是这些国产的老计算机那些是模拟式的，那些是数字式的？后期的数
字式的都能跑些什么样的操作系统？是什么体系结构？在当时性价比如何？这些问题能零星地从书中
不算多的技术细节文字中看出些端倪来。徐氏的这本书算是初步填了我国早期计算机工业史这一大坑
——一个国内当今多数硬件业者基本不知晓，有机会接触到的人亦不屑于接触的，蒙了灰的断章史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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