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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1928～2005)是一部记述该研究所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至今的发展史。
该书以丰富而确凿的史料，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中国现代历史这个大舞台上，历尽艰险，
几经磨难，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业绩；还讲述了几代动物学家为中国动物科学研究
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
全书内容丰富，记述翔实，图文并茂，以朴实无华的文笔，向读者展示了该所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是一部具有创新文化意义的史料类作品，对研究中国现代自然科学
史、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动物学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作为该所研究生人所的“所史
”教育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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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动物研究所与“三所”的渊源关系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为国
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三所”
）。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中国科学院接收后，其有关研究室通过机构的调整和组合，分别建立了中国科学
院昆虫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引进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和在国内自行培养的科技精
英，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科研实践，以几代人的智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和创新，才逐
步形成了现在规模的动物研究所。
抚今忆昔，在追述“三所”与动物研究所的渊源关系前，有必要先简略叙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
上述“三所”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国早期生物科学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20世纪10～20年代，一批早期留学海外、学有
所成的爱国青年学者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等人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
于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伊萨卡（Ithaca）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图1-1，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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