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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
越富于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
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
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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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著被列于“莱顿汉学”（SINICA LEIDENSIA）丛书之一。
在科学翻译史上，汉译《几何原本》（1607年）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利玛窦与徐光启筚路蓝缕，以古文风韵、迻译拉丁原典，风格传神，令人心悦诚服，梁启超曾赞其为
“字字金珠美玉”。
《几何原本》的翻译也是历史上欧洲与中国首次文化冲撞的一个侧面，故其价值不仅限于数学史或科
学史，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亦具重要价值。
安国风博士的《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着力把握晚明社会学术思潮变
化的大背景，突出《几何原本》作为“异质”文化（如抽象性、演绎性和公理化）的特点，详细探讨
了欧氏几何向中国传播的前因后果；同时，通过古典文献的梳理引证、相关人物、著作的评述与分析
，揭示了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嬗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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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打下逻辑学基础后，生徒便进入第二年的自然哲学研修，同时开始学习数学。
克拉维乌斯对耶稣会数学影响至深，差不多是他一手创设了耶稣会学校的整套数学课程。
数学能在1599年《学事规程》定本中获得相对显著的地位也当归功于他。
罗耀拉本人对数学并无特殊兴趣。
《会宪》对数学仅是一笔带过：根据有益修会目标的原则教授。
②耶稣会起初没有现成的数学课程，修会中数学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16世纪意大利数学发展的反映
，另一方面则特别依赖于罗马本地（罗马学院）的师资训练与教学资源。
　　16世纪的意大利，数学研究分散于各地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环境中，彼此之间联系甚少。
③众所周知，一个显著的进展便是应用数学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14世纪晚期以降，在商业发展直接刺激下，大批算塾（scuole df abaco）应运而生，对算术和代数的演
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算塾大多为民间私立，也有一些隶属政府和大学。
除簿记外，这些机构还教授如何运用印度一阿拉伯数字。
教科书也越来越多地涉及代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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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把握住晚明社会的大背景，突出《几何原本》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中国从翻译、接受到传播
的历史过程。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
学术视野开阔，如在历史背景上溯至克拉维乌斯和罗马学院，那儿正是利玛窦接受教育的起点，下探
到晚清“中学西源”的争论；二是原典研读深透，如作者特别将《原本》1574年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
底本、希思英译本与《几何原本》汉译本做了认真比对，认为在两种跨度如此之大的语言背景下首次
完成如此艰深的数学著作的翻译，是“翻译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三是汉学功底深厚，作者以利玛
窦、徐光启和《几何原本》为中心，同时展开对明清学术思想的梳理、古典文献的考据、相关重要人
物与著作的评述，展示出作者对明清学术思想嬗变的领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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