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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淼，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数学史和力学史的研究
。曾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马克斯一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巴黎第七大学、爱尔兰根大学、李约瑟研
究所等学术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和讲学。发表了Jiegenfang，Tianyuan，Daishu:AlgebrainQingChina
，TheWesternfzationofChitleseMathematics:ACaseStudy0ntheDevelopmentofDuojiMethod、《清末数学教育
与中国数学家的职业化》等相关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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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国数学西化之肇始第一节 欧洲数学传入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节 16、17世纪欧洲数
学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耶稣会士第三节 西方数学知识在明代末年的传播第四节 明代学者对欧洲数学
的吸收与反应第二章 清代初期的“会通”与“西化”第一节 清初欧洲数学知识的传播及社会文化背
景第二节 康熙帝与西方数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第三节 梅文鼎及其数学工作第四节 “西学中源”说与
《数理精蕴》的编撰及影响第三章 清代中叶的复古与西化之交融第一节 乾嘉学派对数学的态度第二
节 《四库全书》的编撰与乾嘉时期的数学研究第三节 清中叶的数学研究第四章 中国数学西化的基本
完成第一节 西方数学的第二次输入第二节 清末数学教育第三节 清末数学家的职业化及其研究的专业
化第五章 中西数学知识之互动--代数学在清代的发展第一节 17世纪之前中国传统天元术的发畏与衰落
第二节 17、18世纪欧洲代数方法在中国的传播第三节 天元术的复兴及中国数学家对天元术与借根方的
态度第四节 19世纪下半叶西方符号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 第六章 西方数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数学
家对三角函数概念及公式的研究第一节 明末清初传入的三角函数知识第二节 《圜解》与《平三角举
要》中的三角函数知识第三节 乾嘉数学家对三角函数的研究第四节 清代数学家对三角函数幂级数展
开式的研究第五节 清代末年传入的三角学知识及中国数学家对三角函数概念的认识第七章 中国传统
数学分支的西化历程--清代垛积术的演变第一节 17世纪以前垛积术发展概述第二节 沈括一扬辉方法
在17世纪的发展情况第三节 朱世杰方法在清代中期的发展第四节 1890年以后垛积术的发展结语主要参
考文献索引致谢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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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锐显然意识到了系统的、理论性的数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颇费周折地构建出上述完
备的勾股算术系统，并在全书中遵循同一推理、证明及表述形式，以证明中国传统数学方法有着统一
的理论体系。但为了对抗欧洲的几何学，他为其著作特别设计了完备的、系统的及严谨的著作体系，
因而使其带上了欧洲数学著作的特点。接受西方的数学思想亦为中国数学西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乾嘉时期集天文、数学史研究之大成者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编撰的大型传记集
《畴人传》。《畴人传》，共46卷，1810年出版。书中含中国历史上至当时的天文、数学家275人，欧
洲天文、数学家及在华传播天文、数学知识的传教士41人的传记。各条传记通常包含传主的生平、天
文数学方面主要著作的摘要介绍和评述、对传主工作的评论。该书不仅是一部传记集，也可以被看作
是一部以人为纲的大型天文、数学史著作。书中征引的材料都注明了出处。该书署名为阮元所作，但
史学家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出自李锐。①《畴人传》的编撰很可能与当时学术史的研究有关。黄
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可说是这方面的首创性著作。但黄宗羲并没有为数学家立传，且
二十四史中也从来未给数学家任何位置。乾嘉后期，数学开始被视为学术，与数学地位的提高相应，
数学家也成为学术集团的当然成员。如此，为自古被史籍所忽视的一类学者立传便成为一件自然的事
情。《畴人传》的编撰确实可以被视作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学术地位提高的一个证据，但却并不能说明
数学家已有“明确的科学家的特殊自我形象以及同属于一个知识团体的意识”②。实际上，当时的数
学家是学者中的一部分，对于其他学者来说，他们很可能被视为是尤其精于一个特殊的学术分支的人
③。随着考据学的深化，乾嘉学者的研究趋于专业化，博学的通儒虽然仍受到广泛的推崇，但专精一
艺的学者并未受到其他学者的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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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于晚清书院数学教育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
2、挺好的一本書啊，居然沒什麼評價，╮(╯▽╰)╭
3、天文学是抑制君权的方式。信任洋人的背后，是君王对于自己的地位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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