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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任杰，1983 年生，北京人，祖籍浙江省餘姚市，本科畢業於天津大學應用物理學專業，2007 年

進入上海交通大學科學技術史專業開始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師從關增建教授，2013 年畢業於上

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同時取得理學博士學位。目前就職於中國計量學院人文

社科學院，主要從事計量史與計量文化的研究、教學和普及。主要研究方向爲計量史，同時對

物理學史、天文學史、科技社會史、科技思想史、科技哲學等領域也有較多興趣，曾在《自然

科學史研究》、《中國科技史雜誌》、《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等期刊發表論文若干篇。

提    要

本書系統運用時間計量學概念，通過對古籍、檔案、近代報刊等多類數百種文獻史料的梳

理和辨析，全面地描繪了自 16 世紀至 1949 年這一時間段內時間計量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較深

入地探討了一些相關問題，並得出了不少新穎的觀點。

本書第一章對我國傳統時間計量的各方面及其在近代的延續情況做了梳理和比較。第二章

對明清鐘錶的傳入、國產、普及、功用等問題予以了考察，繼而指出，利用自動化的鐘錶計時

以提升集體行為的效率是鐘錶被推廣的原因。第三章伊始分析了播時在近代時間計量中的重要

地位，之後系統地梳理了各種新興播時方式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第四章研究了時間標尺的

演變，對我國近代行用標準時、夏令時的歷史做了全面的考察。第五章重點關注了國家時間計

量基準工作，30 年代中研院天文所的相關工作長期陷於停滯，這使得我國長期未能建成獨立自

主的國家時間計量體系，本書利用多類史料對此事件由內及外逐層探究，對其成因進行了剖析。

本書認為時間計量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三條主要線索。其中首要一條是中國時

間計量的逐步西化，另兩條線索則反映著近代時間計量科技的內在發展邏輯，其一是新興市鎮

播時方式的出現以及鐘錶的普及，這導致了平太陽時標的崛起以及真時和五更制為代表的浮動

時制趨於消亡，其二是 19 世紀以來的遠程播時革命促發了標準時、夏令時的産生和推廣。這

後兩條線索分別反映了人類近代化的兩個趨向，即人工物對自然物的替代及地方向中央的統一。

在三條線索交織作用之下，我國以機械鐘錶為主要載體的時間量值傳遞系統自出現後經歷了一

個逐步壯大的發展歷程，從家庭發展到市鎮，再到區域，最終，國家時間計量體系得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