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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究》内容简介：中国古代科技档案数量多、连续性强、
内容丰富，是中华文明的宝贵历史财富。尤其是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研
究和生产建设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究》是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存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产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究”（07BTQ032）的项目成果。
它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天文、地理、医药、农业、手工业、建筑业、气象、水文等方
面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包括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并对其科技文化价值作了简单介绍。

Page 2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及其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
代科技档案的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的重要价值  第五节 今人对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
存的保护与研究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天文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形成
与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
天文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价值第三章 中国古代地理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地图
档案概述  第二节 中国古代地图档案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地图档案的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
地图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价值  第五节 其他地理档案遗存第四章 中国古代农业档案遗存及其科技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农业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农业档案的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农业
科技档案的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农业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价值第五章 中国古代手工业档案遗存
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手工业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手工业档案的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手工业档案的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手工业档案的科技文化价值第六章 中国古代
建筑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建筑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建筑档案的
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建筑档案的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建筑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价值第七章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医
药档案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的科学文化价值第
八章 中国古代气象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气象档案的形成和管理  第二节 中国
古代气象档案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气象档案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气象档案遗存的科技文化
价值第九章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第二节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直接遗存  第三节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间接遗存  第四节 中国古代水文档案的科技文化
价值与作用后记

Page 3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史志、政书等著作的官修与私修及与科技档案遗存的关系在古代社会，史志等有
官修与私修之分，这是长期并存的编修史志等的两种形式。就它们与档案遗存的关系而言，官修著作
中一般包含档案遗存内容较多。在中国，文献产生之初，“学在官府”，书面文献的产生局限于官府
。孑L子出于教学的需要，以官方档案为依据私修《春秋》等著作，开启了两种形式并存的时代。秦
汉以降，私修史书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私修容易触及统治阶级的忌讳和利益，所以从总的发展趋势
看，统治者对以史书为代表的官修著作日益重视，对史书等的控制也日益严密。隋文帝时期的禁绝私
修的举措，实际上为后世建立更加严格的官修史书制度提供了舆论准备。唐太宗君臣出于李唐皇朝长
治久安的目的，要求思想文化领域必须适应当代政治上的一统局面。于是，贞观三年（629年），“于
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①，并建立相应机构，责成姚思廉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修
《北齐书》，令狐德菜修《周书》，魏征负责修《隋书》。同时以房玄龄总领监修，任秘书监魏征“
总加撰定”，由秘书丞令狐德棻负责体制及义例的划一事宜。这样，自唐代为始，集众修书、重臣监
修的所谓官修制度，便更加完备、更加严密地建立起来，以后历代最高统治者也都大体如此。官修得
到封建国家的推崇和支持，不少文人以得亲历盛事为幸。这种制度历代相沿，直至清亡。在前述制度
之下，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形成官修和私修两种形式。以二十六史为例：《史记》、《汉书》、《后汉
书》、《三国志》、《宋书》、《齐书》、《新五代史》、《新元史》等是私修的；《晋书》、《隋
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明史》和《清
史稿》等属于官修史书②。对于史书等著作的两种修纂形式，应该辩证地看待。官修与私修，各有所
长，也各有所短。就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而言，官修有莫大优势。官修最大的优势在于一个“官”
字——由国家举办，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特别是可以收集大量档案）和其他物质条件，又
可以组织专门机构。各种专业人员济济一堂，可以各尽所长，分工协作，为编撰史书提供优越的人事
和资料条件。《晋书》、《隋书》等就是官修著作中的范例。宋人郑樵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古者修
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
术所长而授之，未尝夺人之能，而强人之所不及。

Page 4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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