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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高度抽象，是综览和理解人类社会种种现象的一个视角，一种方法；文化又
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多元性、阶段性的一种历史现象，它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
性特征。
因而文化问题虽然是高度抽象的，但理解和研究文化则应当是具体的。
在人类文化中，中国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具有自己的地域的、民族的特性；和整个人类
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尤其是晚清文化，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从闭塞到走
向世界的转折时期，即：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逐渐消亡，现代文化开始产生，民族文化在不断扬弃旧
文化、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并且使中国文化渐渐地融人到世界潮流中。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人类文化的本质特性与时代性以及文化的中西古今各要素，
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总之，历史要有文化思考，文化需要历史描述。
    晚清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以至整个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它的转型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规律
；但晚清近代文化运动发生的空间（东方国家）、时间（19世纪中叶以后）和历史背景（中国遭受外
国侵略和控制）等都有其特殊性，因而晚清的近代文化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文化史>>

作者简介

汪林茂，1949年生，浙江省开化县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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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近代科学向中国流播过程的最初阶段，承担文化传承历史任务的，一方多为传教士，一方多为
有志于从事“经世”实学的“畴人”。
作为传教士来说，他们中的确有不少是热心于向中国人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人；但作为一个群体，他
们更热心的恐怕是传播上帝的“福音”。
而且，他们在中国所传播的科学知识远远算不上高深，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在自己的国家中大约
只能算是平庸者。
而当时中国参加译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很多是已取得出色学术成就的科学家，如李善兰
在数学领域，管嗣复在医学领域、张福僖在天文学领域等，都已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是中国“畴人
”中的优秀者。
这种优秀者与平庸者的对接看似不平等，但在当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大大低于西方的情况下，
在中国的自然科学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起点上，也只有这种优秀者与平庸者的对接，才能保证西方
先进科学技术向中国流播。
    在近代科学向中国流播的最初阶段，所传播的“格致之理”的内容比较粗浅，但门类颇为齐全。
如：    数学方面，1858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刊行，它使得这部被
称为“人类理性之杰构”的世界名著有了完整的译本。
而且它使中国人从中得到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的教导；第二年，李、伟合译的《代数学》和《代微
积拾级》刊行，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全新的西方近代代数和微积分学知识，而且李善兰在书中创译
的一整套代数和微积分的名词、术语、符号，其中如代数、微积分、函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
知数、无穷、极限、抛物线、双曲线等几百个数学名词一直被沿用至今。
为中国近代数学的起步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也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
方法。
    物理学方面，有1858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并出版的《重学浅说》，次年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并出
版的《重学》，1853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译的《光论》出版。
其中《光论》是第一次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近代几何光学的内容；《重学浅说》和《重学》，则向中
国人系统介绍了西方的经典力学理论体系。
其中《重学》的影响尤其大，它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著名的“奈端动理”三例(即牛顿运动定律)。
这些著作引导中国人更真切地了解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使中国人对物质世界有了
新的认识。
    天文学方面，有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1858年刊行的《西国天学源流》，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发展史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1859年刊行的《谈天》尤为著名，它通过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
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等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向中国人传播了新宇宙观。
    植物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李善兰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1858年刊行。
本书首次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近代植物学知识，确定了许多学科专用名词，从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且，它所展现的植物世界，开阔了中国人观察和探索客观世界的视野。
    医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广东南海人陈修堂、英国医生合信合作编译的《全体新论》，1851年在广
州刊印。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中国人介绍了人体解剖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生理学理论，不仅有助于西医在
中国建立，也有助于中国人科学地认识人类自身，摆脱蒙昧与迷信。
    据统计，从1843年一1860年间，在上海、香港、广州、宁波、厦门、福州6个城市出版的，由中国学
者与外国传教士合作、或完全由传教士编译的自然科学书籍约有105种。
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看，这是先进中国人从西方引进的第一批近代文化的种子，数十年或百余年后
的文化参天大树和丰硕果实，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文化的知识层次说，中国人从这些书中首次得到
较系统的近代科学知识的启蒙，并且从这里得以看到较真实的大自宇宙天体、小至生物细胞的整个客
观世界；从文化的观念层次说，诸如《几何原本》等书中所体现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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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谈天》、《植物学》等书对客观世界各种大大小小的物质基本构造和运动规律的揭
示和描述，对传统的以“天”、“神”、“理”、“心”为最高主宰的观念是根本上的撼动。
所以，鸦片战争后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国人开始走出蒙昧，看到了中与西，即文化的落后与
先进的差距之所在，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
P.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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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关于晚清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著作。
作者对晚清社会近代文化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及在晚清产生特别影响的思想家等课题，从新的
视角进行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晚清史研究的范围，也深化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内容，
对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本书选题新颖，资料丰富，立意深刻，行文流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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