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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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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西会通徐光启》为丛书之一，介绍了徐光启传奇的一生。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西会通徐光启》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
，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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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常常用“博览古今，学贯中西”这样的话来赞美学识广博的人，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出于种种原因，真正虚心向西方学习的人并不多，能做到“学贯中西”的人更少。
而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徐光启，字子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1562年4月24日）。
这是明代末期的动乱年代，奸臣当权，倭寇侵扰，天灾频繁，同时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有识见的人们不满币道学家们的空谈说教，而希望把学问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学术
和科学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这股重实用、重民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徐光启无疑是一朵最引人注目的“浪花”。
  徐光启的家乡上海县属于松江府，当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相当繁荣，素有“鱼米之乡”的
称号。
城内有居民三四万户，以纺织为生的手工业者有两千余人，棉纺织业十分发达，当时被誉为“衣被天
下”。
而依托新兴商港的兴起，上海县的商业、对外贸易也日渐发达。
    然而，在动荡的明末社会，上海县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人间乐土。
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数次入侵，肆意烧杀抢掠，严重破坏了
当地的生产生活。
而当倭患渐平，百姓结束逃难、准备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时，接二连三的打击又向他们袭来
。
1561年（嘉靖四十年）松江府及附近地区洪水四起，累月不退，造成秋收减产。
第二年春，徐光启出生时，当地又发生严重春荒，青黄不接，饥民遍野。
以后几年，记载在上海编年史上的依然是接连不断的灾害，接踵而至的台风、饥荒，百姓们在饥饿和
死亡线上挣扎着。
徐光启幼年的遭遇，成为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也成了他日后救国救民行动的强大动力。
    给予徐光启以莫大影响的，除了时代环境，还有他的家庭。
徐光启出生在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家庭。
徐家曾因经商而致富，但到了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诚这一代，由于天灾人祸，加上徐思诚秉性慷慨，不
计较金钱的出入，又不喜欢经商这种“锱铢必较”的行业，家道已然中落。
为生计所迫，徐思诚硬着头皮务农，种庄稼以自给，而徐光启的祖母尹氏、母亲钱氏也像当时上海许
多的劳动妇女一样，早晚不停地纺纱、织布，以补家用。
徐光启的降生，给这个贫困却辛勤不辍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喜悦和希望。
对这个聪颖、健壮、讨人喜欢的儿子，父亲自然非常喜爱，于是便为他取名为“光启”，期望他能耀
祖荣宗，光大徐家门第。
    尽管家中经济较为拮据，徐家还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笔钱送这个男孩人学读书。
这样，徐光启从七岁起，便入村学开始接受传统教育。
从《徐氏家谱》中记载的徐光启幼年的故事来看，他在同龄人之中表现得既淘气，又很有胆识。
他就读的村学龙华寺有座古塔，塔上有一些鸽子窝，一天，徐光启一时兴起爬上塔顶捉鸽子，不小心
失足从塔顶跌落下来。
围观的人吓得大叫，而徐光启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对手里的鸽子说：“你还想绕着塔尖飞么？
我费了好几天才捉到你哩。
”冬天下雪时，他会爬到新筑成的上海城墙上，极目远眺城内城外的雪景。
看得高兴时，他会在城墙上健步如飞地奔跑，早已忘记了寒冷和危险。
    日益拮据的家境使年幼的徐光启不可能逐日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
他看到祖母和母亲日夜操劳，看到父亲辛勤劳作在田间地头，心中便早早懂得了人世艰辛。
在耕作之余，徐思诚喜欢到老农家拜访聊天，请教些农业生产知识。
很多时候，他会带着儿子一起去，这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徐光启对农业生产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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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而又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使他对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成了好奇心和坚毅的性格，这些正
为徐光启日后成为杰出科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家庭又给予了徐光启另一种熏陶。
倭寇骚扰时期的逃难生活给徐光启的祖母和父母留下了记忆的创伤，也成为他们给徐光启讲故事的素
材。
母亲钱氏一边摇着纺车，一边为徐光启讲述倭寇的凶残和百姓的颠沛流离，激愤时二人怒目圆睁，动
情处母子泪光莹莹。
父亲徐思诚喜爱阅读兵书，战乱时又接触、认识了一些抗倭名将，学到一些战守方略的专门知识，对
当年的倭患自然有更深人的了解。
劳动之余，他回忆往事，对着儿子慷慨陈词，徐光启也听得津津有味。
这些童年经历培养了他对军事的兴趣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在村学里，他和几名同窗聚在一起聊长大后的志向。
有人说要经商赚钱；有人提出皇帝笃信道教，自己要当道士以出人头地；而徐光启则表示要走仕途，
立身行道，治国治民，提倡正义，反对邪恶。
抱负远大的徐光启在少年时已令人刮目相看了。
    事实上，徐光启也正在不断向着自己立下的志向奋斗。
他在村学时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学业上已显露才华。
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徐光启于万历九年（1581年）考中了金山卫的秀才，向他的理想踏出了第一
步。
要知道，明代的秀才就是县学的生员，区别于普通百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但可以享受免粮免役
的待遇，还可以得到官府的津贴，是走人仕途的预备阶段。
春风得意的徐光启又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件喜事——这一年他与本县吴氏女成亲了。
娶得贤惠的妻子，徐光启更加志满意得。
    中国有句老话：“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这恰是对徐光启人生的最好注释。
顺利考上秀才，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徐光启没有想到，此后的考试道路会困难重重。
    从万历十年（1582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徐光启参加了五次乡试，次次都空手而归。
屡次乡试落第，不是徐光启学问不如别人，而是因为明代后期科举制度已然十分腐败，贿赂横行，徐
光启无钱无势，自然走不得后门。
不少主考官不学无术，多注重空洞无物的八股文，青睐华而不实的辞藻，而徐光启注重实用的学问，
不被考官看好也是必然的。
直到方历二十五年（1597年），乡试主考官焦兹慧眼识英才，录徐光启为解元，即第一名，徐光启才
避免了名落孙山的命运，并和焦兹结下师生情谊，在历史上被传为一段佳话。
    漫漫十五年的乡试之路，看着身边的好友个个中举而去，徐光启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贫困的家庭一面要承受天灾侵袭下的艰难生活，一面还要为徐光启筹措赶考的费用。
这一年，徐光启赶考走后，母亲钱氏常常从早到晚粒米未进，有一天在篱笆中找到一个干瘪的小瓜，
才煮来充饥。
徐光启为了节省费用，往往在赶考途中自己担着行李抄小路步行。
遇到雨天，他更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赶到考场时已狼狈不堪。
在这十五年漫长的应考岁月中，徐光启为了补贴家用，除了读书备考，还得外出教书。
他先后到广东韶州、广西浔州两地官员家中教书，足迹遍及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数省。
两广之行除了让他体会到旅途艰辛、世态炎凉之外，还让他有了另外一种收获——结识了西方传教士
。
而这也将影响他的一生。
    在徐光启去广东韶州之前，西方传教士已在当地定居，并建造了教堂。
除了宣扬天主教教义外，传教士们还会宣传一些西欧地理大发现以来近代科学的成就，还会摆出一些
钟表、仪器、地图等以吸引较有知识的读书人，来引起人们对欧洲和对天主教的兴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会通>>

为了获得认同，传教士们往往会取个中文名字，还换上读书人的儒服。
万历=十三年（1595年），徐光启到韶州教书时，就结识了这样的一位传教士，名叫郭居静。
这是徐光启第一次见到蓝眼珠、高鼻梁的白种人，他既好奇又兴奋，攀谈之中，又得知两人年纪相仿
，便谈得更加投机。
    从郭居静那里，徐光启听到了天主教的教义，了解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科学文明发达的欧洲存
在，第一次接触到闻所未闻的西方文明，这些引起了他对世界形势的关心，增添了他进一步了解西方
文化的兴趣。
郭居静告诉徐光启，到广东来的传教士们的负责人叫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很有学问，现在身在南京
。
徐光启决心找机会拜访利玛窦，亲自向他请教关于西方文明的诸多问题。
而这时的徐光启并没有想到，日后他和利玛窦的相识将成为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
    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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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们常常用“博览古今，学贯中西”这样的话来赞美学识广博的人，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真正虚心向西方学习的人并不多，能做到“学贯中西”的人则更少。
明代末期奸臣当权，倭寇侵扰，天灾频繁，同时也被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在这股重实用、重民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徐光启无疑是一朵引人注目的“浪花”。
    张燕编著的《中西会通——徐光启》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
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徐光启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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