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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内容概要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
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
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
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
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
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
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
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
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
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
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
现代科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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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194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
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
系双聘教授（2002-）。主要从事中国文明史、清史和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
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帝制晚期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
。著作主要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84）、《经学、政治和
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和《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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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精彩短评

1、选择的视角相当出色，电影《silence》情节的既视感。放假过节的时候也在看这本书，看到了第三
章，比预想的难（翻译未必非常理想）就某些论题的深入程度和准确性来说，结论可能值得商榷，但
作为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文界尚无能够超越本书的有分量论文，值得五星。第三章的150页和170页
非常出色，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支持的耶稣会为捍卫天主要的统治地位，以当时的科学知识为武器，
传播知识与宗教，成功领导格里高利历历法改革，但教义中世界观本身的限制妨碍了其在地球-太阳中
心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天文学理论（即使知道也不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与提供更准确的测量技术
，随着其在科学知识上的落伍，与明清帝国的科技交融成果也就有限，对后者吸收西方知识的成果不
宜过高评价。对17到18世纪耶稣会本身也最好有专著。书中内容涉及船政史
2、能把中国的科技史写的如此深刻而不枯燥，实在非常可贵。译者也不错。
3、最有趣的莫过于在中国人认为欧洲人传来的学说是从中国古书里面学去的时候，欧洲人把中国人
当做犹太人的后代XD
4、“中国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科学”这句话是购买理由之一吧，海外汉学研究者写的学术著作总是
挺有可读性的，这个真是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啊！推荐书中关于历法改革的部分，颇有意趣啊！
5、终于读完这部皇皇巨著。耶稣会的利玛窦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实在康熙年间，中国人
所了解的西方知识也是跟得上时代的，但是之后牛顿的革新就没有被传播进来，不过依靠传教士来传
播科学这种方式可能也就意味着牛顿达尔文不会被传播进来。最近的一个关于great divergence的想法是
，由于路途遥远，远距离贸易只能交割奢侈品，因此欧洲与中国贸易关系比较少，新产生的技术和产
品无法大规模交流使用。当然可能距离只是很小的因素，政策的因素极大的增加了冰山成本。所以即
使上层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进步有所了解，也很难在整个国家普及。对于乾隆到咸丰的部分稍微有些略
，不过这一百年就是中国大幅度落后的时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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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精彩书评

1、《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一书，考证严密，材料丰富，作为一本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术著作
，可读性很强。本书主要考察了古代中国自然研究（natural study）的各个方面，包括医学、手工制造
业，以及对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如数学、化学等的本土化吸收（中体西用）过程，作者艾尔曼挑战了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技、医学发展的否定成见，提出：“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话语方式所建立的现代
科学、医学和技术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尽管他们没能首先发起促成这项建设的内部和外部的革命
。”
2、看到第五章关于清代钟表制作的部分想到了之前看《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面讲到的那些精美的钟
表，耶稣会士带来技术之后中国技工就自己制作，原以为只是舶来品。可惜欧洲人用它来航海征服世
界，中国贵族却只是用它来做身份尊贵象征的装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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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章节试读

1、《科学在中国 (1550-1900)》的笔记-第234页

        马戛尔尼曾指出，在华耶稣会士从第一代领袖，如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到他自己的时代
，在科学理解上一代不如一代：“事实真相的确是，现在的传教士们对于代数，或者流数所知甚少，
只是粗通其他一些科学支脉。”当徐寿通过合信的《博物新编》（1851）第一次在思想上接触现代科
学时，他意识到欧洲已经远远超越了耶稣会的自然研究。然而，他的中国的18世纪前辈们却对耶稣会
被解散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还在满足于将耶稣会士介绍的西学中国化，看到的只是这些西
学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宋、元数学发明的相似之处。

2、《科学在中国 (1550-1900)》的笔记-第171页

        汤若望的目标似乎在于降低公众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以推行基督教。在达赖喇嘛到来前，汤若望递
交了一份有关太阳黑子出现的奏折，称这些黑子的出现意在警告朝廷，达赖喇嘛遮蔽了皇帝的光辉。
汤若望与朝中同样对达赖来访态度有所保留的文人结成联盟。（腹黑的汤若望）

3、《科学在中国 (1550-1900)》的笔记-第209页

        当多罗到达中国，康熙皇帝隆重地款待了他，并且在1706年数次召见教廷使节，多罗每次都带着
颜珰与他同行。对清朝所知甚少的教廷使节与皇帝的会面，开启了礼仪之争的新阶段，最终导致了整
个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的衰落。在与朝廷中的法籍耶稣会士商量后，皇帝向教廷使节表明，基督教
必须与儒教兼容，就像利玛窦从前所认同的那样。否则，他将不再准许欧洲传教士留在中国。

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的笔记-第66页

        在明代中国，将奇异事物正规化的努力转变了对事物信息的收集，使之成为一种依靠百科研究才
能获得的经典知识，而在言词上的标榜却是正统的道德修养，也就是格物致知，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
。虽然没能将自然世界微观化，对早期专门词汇和明代文摘的汇集为珍奇异幻建立了一种文字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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