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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内容简介：这本教科书描述了16世纪中叶（155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
、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它同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耶稣会士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影响，以及1840年至19
世纪末的现代中国早期的新教时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有一种持续不变的
东西，那就是，帝制下的改革家、早期的共和党人、国民党骨干和中国共产党全都把科学和技术看作
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物。然而，我们过去总是低估了科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对
所有20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研究还停留在认识不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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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1946年出生。1968年获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学士学位，1980年获宾
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1992-1997年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学术副主席，1992-1999年任
该校《中国科学》杂志编审，1997-1999年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99-2001年，艾尔曼作为梅隆访
问教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传统中国文明研究。2002年，正式出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
系教授。他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与文化史，1000-1900年：中华帝国晚期科技史
，1600-1930年；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史，1600-1850年。艾尔曼教授著述颇丰，著作主要有：《从理学到
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84年第1版，2001年第2版）、《经学、政治和宗
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2000）、《以他们
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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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赞助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奥古斯丁会的西班牙与训练并向海外派遣耶稣会士的葡萄牙之
间的长期竞争，世界各地天主教传教团的冲突不断加剧，后来，连法国耶稣会士也被指责美化了法国
科学。每个教派都采用不同策略诱导世界各地的人们皈依其信仰并想方设法取悦赞助者。起初，受过
良好教育、文雅有礼的耶稣会士适时地采取调和政策促进他们与知识渊博的中国文人和世故多变的明
清帝国朝廷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个政策并不是无条件的调和，利玛窦拒绝为缠绵于小妾或赞成同性恋
的信众洗礼；他也把正统的玄学作为无神论来进行攻击。[1]与他的前任不同，教皇克雷芒十一世
（Clement Ⅺ，1649-1721）同情天主教会中的纯粹主义者（Purists），虽然在1702年之前他并不显示出
任何偏向。不过，1701年，克雷芒派遣了一位反对耶稣会士的使节代表他出使中国，目的是确保关于
中国礼仪的禁令能在中国的信众中得到贯彻执行。然而，康熙帝已不再相信教皇的代表，遂下令驱逐
所有引起麻烦的传教士。更令耶稣会士不安的是，这一新政策还推翻了皇帝1692年的“宽容诏”
。1706年之后，康熙帝要求所有传教士必须持有帝国的永居票才能在华居住。[2]康熙帝已经认识到耶
稣会士是罗马方面的代理人，而对于皇长子来说，传教士就是准备入侵中国的西班牙或葡萄牙的间谍
。也许是出于这类担忧，1717年，皇帝禁止了所有在华传教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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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后记

2008年6-7月，艾尔曼先生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开设“重看近代格致学在明清的发展”研讨班。这个
主题与我所从事的研究方向非常贴近，因此，我也前往参加。艾尔曼先生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相关的原
始材料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带领大家认识并讨论所谓“科学”在中华帝国晚期近三百年间的发生、
发展情况。艾尔曼先生对中国近代科学史有素研究，其专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
，1500-1900》当然也是我们必要的参考读物。研讨班每次学习结束前都会布置作业，让其中一名学生
准备下周上课的内容，也就是提前阅读文献，上课时复述、讲解作者的思路与结论。轮到我时，恰好
就是准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关于晚清中国近代科学的形成这一部分。这部分内容与我作的晚清
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研究有很多重叠，关于历史事实本身，我的认识与艾尔曼先生的似乎没什么不同
，但艾尔曼先生对晚清时期中国科学入门读物中弥漫的自然神学意味以及国人在接受达尔文学说时的
延迟和曲解格外关注，并进而思考近代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调和与融合过程，就非我的研
究功力所可企及的了。我立即就生出要把此书译成中文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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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艾尔曼的著作表明，中国科学在1600年之后仍在继续进步，它从西方吸收了新的观念。在他看来，19
世纪中国未能充分回应西方的侵入这件事被过分夸大了。他的这一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且重要
的审视中欧交流史的角度。　　——蒂丽亚（Delia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东亚系主任）《泰晤士报文
学增刊》在这本简洁而又全面的新著中，艾尔曼驾轻就熟般地把自己所擅长的知识综合在了一起，这
让非专业人士也能据此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一直翘首企盼一本关于1900年前中国近代科学史的教科书
，如今，它终于浮出了水面。　　——胡大年（美国物理学会、科学史学会）《爱西斯》在这本简洁
易懂而又包罗万象的著作中，本杰明·艾尔曼描述了耶稣会士传教团于1600—1800年以及新教传教团
于19世纪在中华帝国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正因如此，他能够把中国近代科学的出现这一大的事
件置于全球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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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复旦文史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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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精彩短评

1、此书本就是节本，是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教材，批评内容空洞、论证粗疏的朋友太过吹毛求疵
了。艾尔曼此书的贡献在于将传统和近代的中国科学史这两张皮重新粘连到一起，在各自交缠拧结的
关系中，尝试呈现出不同群体行为的动机、思想工具与实践的方式，无论是对中国文人、朝廷，还是
对耶稣会士、新教徒，都不存固见，尽力寻挹出各方行为的不同面相和后果。这本著作基本上达到了
他要完成的目标，也是他的价值所在。但是正如某位书评作者指出的那样，艾尔曼对中国文人对自然
的复杂态度还欠考虑，对西方科学的理解亦不够贴切，当然这也是“全球史”作者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不独艾尔曼罢了。
2、好吧，是我期待有误。这真的就是文化史，而非近代科学观念的史。
3、如果是作为专业研究来看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作为者拓展视野的读物的话，这本书未免太无趣了
，行文不够凝聚，内容散了一些
4、本来就是大纲梳理性的作品，就不能指望多深入了
5、他和费正清属于西方世界两个类别的中国史研究学派，我更喜欢他的立场和观点
6、just ok~
7、:N092/4426
8、艾尔曼出了两本中国科技史方面的书，一本是on their way,一本是 a cultur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后者是前者的缩写本，或者说降低学术味道的通俗版。按照中文本的译名这本书应该是后者，但
是网页上的“后记”部分一直在讲on their way，并且说“产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的念头”。有点疑惑
，这本书到底是上面哪一本的翻译版本呢？
9、宛转周旋，遵而不失，无怨亦无德。
10、论述相当精到。
11、原著应该比汉译本更值得一读。
12、一部大纲。就个人阅读感受而言，让眼前一亮。但就内容而言，显然不止于 近代科学 ，因而有些
像资料汇编的纲目。
13、bye bye 科技史
14、此书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的节本，受教科书体例限制不太清楚，但相信原著一定非常精彩。
15、近代史望去满眼打打杀杀，无形中推动历史发展的手却被忽略了。本书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
。
16、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明清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之滞后，突出了外缘，而忽视内缘
，从李约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直是在重估价值，礼仪之争结束后中国科学并非是停滞不前，康
熙设立蒙学斋、算学馆，培养本国格致人才，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仍未避免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相
对滞后，究其原因，与耶稣会在欧洲的衰落也有着重要的原因，耶稣会士是当时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媒
介，随着耶稣会的衰微，微积分以及牛顿力学等最新理论发现未能传入中国，这或许是中国近代以降
落后的又一潜因。艾尔曼虽在此书中提及此节，未能详述之，有识诸君，可就此公案大做文章
17、论述空疏
18、有些内容组织的不够好，有些太过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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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精彩书评

1、好幾年前，艾爾曼就告訴我，他之前的兩種書翻譯的不太好。這一冊，似乎也是如此。這書是七
月中旬他給我的，因為其中涉及到晚明清初科技在中國的傳播問題，與我之前所寫《古今圖書集成》
的文章有關，他特意請我傳給他。不過，讀下來，發現他似乎與我的認識有所不同。比如說蒙養齋，
他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機構與政治的關聯性，而在我看來，這個機構之所以來去匆匆，與其介入政治
很有關係。否則，或許它的軌跡會完全不同。而雍正帝繼位以來對於西學的打壓，恐怕也與之前他在
此方面受到的冷落有關。又說江永站在本土主義者的立場上，但這個恐怕不確。江曾與梅文鼎之孫就
西學中源展開爭論，江以為西學自有勝處，與梅氏所論完全不合。不過，艾爾曼關於晚清時期科學翻
譯中傳教士夾帶私貨的說法，確是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嶄新的領域，啓發很多。與此關聯的，就是
對於達爾文學說的接受和曲解，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見解。這些，都能看出作者的深度。書斷斷續續
翻了一點，體會還不深，等都看好再說吧。
2、在翻开袁江洋的《科学史的向度》一书时，他就曾提到过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最终归于文化问题
。相似的是，罗素在他1922年写成的《中国问题》时，也写到过他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
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在书店看书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这本书的题目吸引过去了，想看看对于中
国这样特殊的文化而言，科学如何成长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本杰明·艾尔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
系和历史系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就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他的这本《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完成
于2005年，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这本书的简本。在《中国近代科学的文
化史》中，作者主要聚焦于1600年到1900年之间的中国自然研究和文人对欧洲自然知识的掌握情况。
严格来说，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科技史的书，但是通过读这本书，可以让人们了解那段在明清年间， 传
教士与中国科学的发展之关系，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下的科学与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历史。
首先，这本书探讨了从晚明开始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以前我在潜意识里对传教士的看法是
为了传教才把近代科学的成就带给中国的，并且为了不让中国科学大跨度的发展，并没有把同时期最
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比如牛顿力学。但是，艾尔曼从中国的文化具有独特性以及贸易商并不需要
与外国通商就可以自给自足这些方面阐明：传教士只有通过传播科学的手段才能传教，并不是传教士
不把最先进的科学传给中国，而是传教士也是分为多个派别的，比如牛顿学说在英国盛行的时候，其
实在法国并没有都接受牛顿，而当时的传教士又是法国传教士居多，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整本书
展现最多的就是传教士到底如何与中国科学发展相连的历史，作者选择的角度使我看到了一幅较为全
面的中国向西方科学迈进的画卷。尤其是在数学与天文学方面，作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
科学（有点像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之一归结于中国数学没有发展成为西方现代的数学，或许这个观点
并不是新的，毕竟中国数学是偏代数而西方是几何，但是从数学的视角，可以考察出其他科目同样缺
乏数学的根基，所以没有发展成为近现代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物理学就是其中典范了。其次，本书
在讨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盛行的时候，肯定了其积极的意义。“在18世纪，清代从事文本研究的庞大
古典学家团体，将中国传统数学恢复到一定水平，其知识威望与耶稣回事掌握欧洲研究的情况相当。
”这与上文说到的数学的差异并不矛盾，因为欧洲在18世纪后半叶的牛顿力学和微积分，社会实现了
数学化，而中国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也无法接受数学化的洗礼。在对地理学和绘图学方面所做的
考据方面的努力为当时清朝巩固并合法化了帝国统治，这成为了20世纪的时候中国所有中国领土主张
的基础。再次，作者对洋务运动中海军的建设以及在甲午战争的细节进行了叙述，使我对这段历史有
了在细节上的一些了解。作者在分析为何19世纪80年代，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在技术上比日本的
横须贺造船厂先进的情况下，却最终输给日本时，写道了几点：李鸿章的军需供给部有严重的腐败问
题；在鸭绿江战役中，日本船只的速度和开火速度比清朝船只的吨位和铁甲优势更重要；日本破译了
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密码；日本海军是一个整体在作战等等。的确，一场战争的失败，不能仅仅从技术
上来说话，如果简单的把甲午战争的失败归结为任何一点都是不全面的。最后，我读过这本书最大的
感受是，中国的科学放在文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不同的，虽然我对于文化史这个概念有点懵懂，但是
通过这本书作者的考察，提供了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考据学的贡献、对甲午战争、洋务
运动理解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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