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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三次科学翻译
活动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赵　冬 ,邢润川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科学翻译是西方科学中国化的重要渠道和转化中介 ,是接受和融合西方科学文化的综合创造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通过自觉自为的科学翻译活动 ,对中国科学近代化起到了推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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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移植、传播、吸收并使西

方科学文化中国化的综合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科学翻

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渠道和转换中介 ,有着其它媒介所不能替

代的作用。因此 ,厘清科学翻译产生的历史背景、科学翻译

对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科学翻

译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有深刻的意义。

一 　科学翻译的背景

历史上的科技文献翻译 ,曾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 ,这三

次高潮依次是 :明末清初 ,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国上层士绅

合作进行的科学翻译活动 ;洋务运动时期 ,由洋务派倡导的

科学翻译运动 ;以及戊戌变法至五四前后 (清末民初) ,中国

知识界出现的科学的社会运动。与古代向世界其他国家输

出中国科学文化不同 ,近代中国发生逆转 ,从西方输入近代

科学文化反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

为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 ,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 ,建

立起了近代科学体系和近代工业体系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处

于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愈来愈完善的大一统君主

专制政治 ,对整个社会实行一体化强控制的结果 ,约束、阻

滞、扼杀了中国社会自然演进的必要要素 ,包括学术研究自

由成长的土壤。因此 ,当西方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发动侵略战

争接二连三打开外域大门 ,直接把矛头对准中国封建制度

时 ,从中国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不同势力集团 ,在传统与近

代、西化与化西、科学与玄学之间便展开了连续不断的争辩。

作为对这场是否走上以及怎样走向近现代化道路争论的积

极回应 ,一批在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

科学力量 ,成为实现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文化转换的主

角。

启动这场科学翻译活动的最早动因 ,源自于近代外国殖

民者对中国实行文化渗透和侵略的行动。1582 年 ,当初利玛

窦进入中国 ,其目的就是受耶稣会指派在中国这片神秘土地

播撒基督教义。然而 ,最初传播福音的方式受阻 ,不被中国

士大夫所重视。于是 ,在中国上层士人瞿太素和徐光启的启

迪和规劝下 ,他开始了“科学传教”的探索。他先后利用万国

地图、自鸣钟、三棱镜 ;《乾坤体义》、《几何原本》、《崇祯历书》

等科学技术知识 ,与上层士人进行交往 ,不仅博得上层士大

夫的同情和支持 ,与中国士人构筑了牢靠的关系网 ,而且还

受到中国士人的庇护 ,进而获得进见皇帝的机会 ,打通了在

中国传教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缺口。崇祯皇帝对

西方的历算书籍感兴趣 ,传教士们就编译与天文历算有关的

数学、天文书籍 ;崇祯皇帝认为火炮与矿冶类西书有助于战

争、能增加财政收入 ,传教士和士大夫们就联手进行翻译。

同样 ,康熙皇帝对天文历算、几何、代数、药露制造、测量等发

生兴趣 ,传教士们就翻译这类书籍。久而久之 , 全面出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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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 ,凭借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历算技能 ,终于获得了中国

皇帝的信任 ,西学也部分获得了合法的地位。顺治元年 ,汤

若望掌理中国封建王朝中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通天机构 ,出

色地继承了利玛窦开创的“科学传教”衣钵 ,并把科学辅助宗

教的策略发挥到极致 ,籍“通天”以“通神”取得了实效。尔

后 ,受汤若望栽培和提携的南怀仁 ,更是以康熙帝西学启蒙

老师的身份 ,经常出入皇宫。意图很明显 ,就是在教授康熙

帝天文机器、数学仪器使用方法及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内

容时 ,不失时机地与皇帝进行各种谈话 ,向康熙皇帝灌输天

主教的初步知识 ,最终达到利玛窦所希望的“无论采取什么

方式 ,务必先获得中国皇帝的青睐 ,准许我们自由传教”的目

的。[ 1 ]当然 ,客观上 ,传教士的“科学传教”活动也使西方的科

学技术进入中国 ,一些中译书籍开始在中国上层社会流播。

与西方传教士借科技以传教不同的是 ,明末清初中国士人中

的一部分有识之士 ,对引进和吸纳西学尤其是西方科技表现

出巨大的兴趣。他们不仅能够明辨西学中的宗教与科学 ,对

传教士的科学活动和传教活动加以区别 ,而且还能利用和把

握传教士主动结交士人的心理 ,尽量说服传教士提供西方新

知识新学说 ,并选择一些较为先进的科学著作进行翻译。特

别是对金尼阁率 22 名教士从欧洲募购入华的 7000 册西书

中 2754 册科学书籍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以至于徐光启、李

之藻等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合作翻译著述出许多科

技书籍 ,包括被称为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转换的标志性

著作 :《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

可惜 ,这次科学翻译活动 ,在历史上是短命的。自 1720

年 (康熙 59 年)康熙皇帝拒绝罗马教廷使节的请求、重申禁教

令、禁止传教士在华进行传教活动起 ,到 1723 年雍正皇帝下

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 ,1759 年 ,乾隆下令闭关、禁绝天主

教在中国传播 ,1773 年 ,耶稣会组织被解散止 ,西方科学技术

知识的传入活动便陷入停顿 ,明清之际的研究生机几近根绝。

推行锁国政策的结果 ,使中国人与西方科学知识彻底隔

断了。但欧洲 18 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

凭借科学技术进行殖民的侵略战争 ,最后还是以其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再次打开了中国大门。国外觊觎中国的侵扰活动

以及逐渐显著起来的对外关系危机 ,使中国人的眼睛又朝向

海外了。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

们 ,从“师夷”“制夷”的立场出发 ,深知“欲制夷 ,必先悉夷

情”[ 2 ]的重要性。他们组织“翻夷书、刺夷事、筹夷情”的活

动 ,并通过专门组建的一套翻译班子翻译西书、编译资料 ,向

国人介绍海外情况。《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特

别是 1852 年问世的《海国图志》,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1840 - 1856) 中国西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它不仅研究了西

方的先进技艺 ,而且还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西方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等方面。尤其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思想 ,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先导。

洋务时期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90 年代)的第二次

科学大翻译与明末清初的第一次科学翻译活动有所不同。

这次科学翻译活动 ,一开始就和自强自救运动联系在一起 ,

洋务派所提出的富国强兵观点 ,既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继承与发展 ,又是对以往封建制度的批判性的见解。特别是

他们对西方长技和西方强盛原因的认识 ,以及承认自己需要

向“番邦”“四夷”学习的态度 ,是从明末清初起至今以来开天

辟地的头一次。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受到权力保护的官方译

介机构正式成立 ,启动了有组织的科学翻译活动 ,先后成立

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官方科学翻译组织群

体 ,是这一时期科学翻译的主要力量。不容忽略的是 ,这次

科学翻译运动 ,因为它的组织者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

出来的、当时中国政坛执掌实权的上层高官 (如曾国藩、李鸿

章、左宗棠等) ,也因为在洋务派集团中罗致有社会各界精

英 ,如思想家马建忠、王韬、容闳、薛福成等 ;企业家郑观应、

唐廷枢、徐润、朱葆三等 ;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

寅、吴嘉廉、龚云棠等 ;以及富商居贾和爱国华侨朱其昂、胡

光墉、张振勋等。所以 ,洋务派所制定的各项洋务政策与洋

务措施极具现代性 ,如大量购进西方机器设备 ,开办中国首

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 ,聘请外籍专家 ,开办新式学校 ,翻译科

技书籍 ,派遣留学生等。更重要的是在北京 ,自强运动也得

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与西学有关的一些涉及西方事物的

新计划 ,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

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 ,通过总理衙门得以直接制定 ,或在朝

廷上予以提倡。[ 3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科学翻译可以看

成是晚清政府求强求富运动的一个有效工具。

第三次科学翻译的最大变化是 ,“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

面”,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政治家和有过西方近代科学教育

经历的留学生群体取代西方新教传教士成为这次科学翻译

运动的主体。甲午战后 ,中国一批先觉的知识精英和思想精

英 ,意识到洋务派“中体西用”,“遗其体而求其用”的自强是

不可能成功的。他们通过比较中西科学文化间存在的差异

性 ,通过比较“同文同种”的中日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不同后

果 ,从更高层次上理解了科学。认为中国不仅在物质上落后

于西方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乃至思想观念上落后于西

方。因此 ,有了明确方向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 ,一登

政治舞台 ,便把科学翻译的方向转向与政治制度有关的人文

社会科学。他们的这种选择 ,理由之一是 :“泰西有用之书 ,至

蕃至备 ,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 ,近代人犹知讲

求。制造局所译 ,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 ,鲜有留心 ,译者亦

少。不知中国之患 ,患在政事不定。而泰西所以治平者 ,固不

专在格致也。”[4 ]也就是说 ,中国的近代化除了要实现工业近

代化、科学近代化之外 ,最根本的是实现政治体制的近现代

化。因此 ,戊戌时期维新派所宣扬的进化论思想 ,五四时期所

宣扬的“赛先生”,在两层的意义上被使用 :一层是自然科学的

含义 ,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科学

知识) ;一层是变革社会的斯宾塞思想 (科学思想、科学态度、

科学方法) 。这样一来 ,科学翻译已超越了其本身传播知识的

职能 ,成为思想精英们的思想表达场和文化表达场。

二 　科学翻译的主要成果与分析

第一次将西方科技书籍翻译成中文的科学翻译主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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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其翻译方式采用中西合译 ,即由西人口译、

中方笔述。主要的合作翻译者 ,西人方面 ,多是一些受过良

好教育 ,科学上有素养的地理学家、语言学家或实用科学家 ;

中方 ,主要是一些有士人身份的科学家 ,如徐光启、李之藻、

王征等。其中 ,在众多的合作翻译者中 ,尤以利玛窦、艾儒

略、汤若望、邓玉函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等构成的

译介小组 ,翻译的书籍最多 ,影响也最大。在数学方面 ,主要

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数理精蕴》等 ;在天

文方面 ,主要有《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天问略》,《崇

祯历书》等 ;在物理方面主要有《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

《泰西水法》等 (见下表 1) 。据统计 ,从利玛窦来华 ,到康熙禁

教、耶稣会解散 ,200 年间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

437 种 ,其中纯宗教书籍 251 种 ,占总数 57 % ;人文科学书籍

55 种 ,占 13 % ;自然科学书籍 131 种 ,包括数学、天文、生物、

医学等 ,占 30 %。[ 5 ]不过 ,这次科技翻译 ,由于受传教士的控

制 ,不仅不能主动选择源文献 ,有时只能按照传教士意图被

动笔述。而且就这些科学译著的内容来讲 ,经过传教士的选

择基本被限定在欧洲古典科技的范围内 ,对西学中那些与天

主教教义不合的 ,尤其是对 16 世纪出现的富有革命性意义

的自然科学成果 ,都囿于教规而弃置一边。这样 ,类似于哥

白尼日心学说这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成果就未能及时进入

中国。

表 1 　明末清初主要科技译著一览表

著作名称 著 　　译 　　者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影 　　响 备 　　　注

几何原本

(前 6 卷)

1607 年

欧几里得著 ,利玛

窦与徐光启合译

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圆

形及有关定义、定理与例题

该时期输入的首部数学著作 ,受其

影响 ,中国学者 ,杜知耕、方中通、

李子金、梅文鼎、孙元化在几何学

方面有所研究

全书共 15 卷 ,

后 9 卷由伟烈

亚力与李善兰

译出

泰西水法

1612 年

熊三拔与徐光启

合译

主要介绍了取水、蓄水等方法

和器具
最早传入我国的水利文献

同文算指

1614

利玛窦数学老师

丁先生编 ,利玛窦

与李之藻合译

整数、分数的加减乘除 ;比例、

比例分配、盈不足问题、级数、

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

输入中国的首部欧洲笔算著作 ,李

之藻的翻译 ,比较了中西数学的异

同 ,看到西方数学优于中国的地方

全书共 10 卷。

是根据克拉维

斯的《实用算术

概论》编译

圜容较义

1614

利玛窦与李之藻

合译

介绍天体形状、天体运行、地

圆等说 ,也有比较图形关系的

几何学内容

1 卷

天问略

1615 年

阳 玛 诺 著 , 周 希

令、孔贞时、王应

熊阅

用问答形式解答了诸天重数、

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

短、交食本原等问题 ,并有附

图说明

首次介绍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 ,时

距望远镜发明只有 6 年
3 卷

远西奇

器图说

邓玉函与王徵合

译

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滑

车、轮轴、斜面等原理及应用

这些原理的器械 ;各种器械和

用法都有图说

是当时最新的一部物理书
收入《四库全书

总目》之中

远镜说

1627
汤若望著

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原理 ,对

光的折射等现象都有解释
是西方光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始

崇祯历书

1629 - 1634

徐光启、李天经主

持 ,聘请龙华民、

邓玉函、汤若望、

罗雅各等耶稣会

士编撰

采用介于哥白尼与托勒密之

间的第谷的宇宙体系 ,介绍了

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知识 ,

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刻卜勒

等人的天文数据和科学成果

汇集了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一些

科技书籍和中国古代科学遗产 ,促

使中国的天文学与世界共同发展

共 137 卷

西方问答

1637

艾 儒 略 撰 , 阳 玛

诺、罗雅各校订
概述西方风土人情

1668 年 ,康熙皇帝向传教士询问西

洋风土国俗 ,利类思、安文思、南怀

仁节录此书

分上下 2 卷

时宪书

1645
汤若望著

首次向中国介绍了欧洲流行

的最新历法 :格雷高里历

引起新法、中法之争 (即西法与旧

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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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著 　　译 　　者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影 　　响 备 　　　注

历学会通

1664

穆尼阁传授 ,薛凤

祚编成

数学部分主要有《比例对数

表》《比例四线新表》、《三角算

法》各 1 卷。

是一部包括天文、数学、医学、物理

学等内容的著作。其中所讲平面

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都比《崇祯历

书》的更为完备

数理精蕴

1723

在法国传教士张

诚、白晋等人的译

稿的基础上 ,由梅

成等编成

汇编了从 17 世纪初年以来传

入的西方数学 ,包括几何学、

三角学、代数学、算术等基础

理论和实际运用

是一部全面介绍和总结西方数学

知识的百科全书 ,它鼓励、刺激了

日后中国知识界研究数学的兴趣

全书共 53 卷 ,

含上编 5 卷 ,下

编 40 卷 , 表 8

卷

职方外纪

1623

艾儒略译 ,杨廷筠

记

历述五洲各国风土、人情、气

候、名胜 ,兼及物产、工业、图

书馆、自己、宗教、赋税、慈善

事业等

第一次具体详细的向中国介绍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事

该书是根据庞

迪我、熊三拔之

讲稿增补而成 ,

共 5 卷

万国图

1584 刊印

利玛窦绘制 ,由岭

南西按察司副使

王泮刊印

介绍了当时地理大发现的成

果、世界五大洲概念、地球说

和五带说 (热带、南北温带、南

北寒带)等知识

打开了对世界地理知识的大门。

后在此基础上又改进刻印了地图

多种 ,其中以 1602 年李之藻在北

京的刻本最为完善

1584 年 绘 制。

此后又有庞迪

我、艾儒略、南

怀仁、蒋友仁绘

制的世界地图

相继传入

3 　此表主要是依据《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39 - 55 页)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

(杜石然、范楚玉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198 - 218 页)提供的素材整理编制而成的。

　　第二次科学翻译活动与第一次科学翻译活动相比较 ,有

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从译介主体的构成来看 ,虽然由新教

教士取代耶稣会士和中国近代科学家一起构成译介主体 ,但

主体地位发生了错位 ,中方人员不仅逐步取得了选择源文献

的主动权 ,而且还可以在自己的翻译机构中根据需要安排译

介科学著作的先后。从翻译的规模上看 ,有组织的科学翻译

成为主流 ,科学翻译已经从个别士大夫的个人行为 ,演化发

展成有组织、有目的的政府行为。从科学翻译的内容上看 ,

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 ,牛顿力学三大定律、

哥白尼日心说、康德 - 拉普拉斯天体演化学说、达尔文进化

论等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而且 ,这一时期科学翻译

机构组织的科学翻译活动也是有特色的 ,“墨海书馆”,西方

科学第二次东传的头一个据点 ,编译有较高水平的西方科学

名著 ,《几何原本》后 9 卷、《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

《重学》、《植物学》。广学会 ,教会系统中最大的翻译出版中

心 ,内容侧重宗教、历史、医学等方面 ,没有价值较高的科学

译著。京师同文馆 ,最早的政府译介中心 ,内容侧重外交、政

法、时事等人文科学 ,到 1888 年止所译科学书籍仅 10 种[ 6 ] 。

江南制造局 ,以翻译出版自然科学书籍而著名 ,20 余年间译

书 163 种 ,其中 ,汉译科技西书 105 种 ,占总数的 64. 32 %。[ 7 ]

另一个突出表现是 ,这些译著中的大部分 ,主要是由西人傅

兰雅、艾约瑟、韦廉臣、林乐知以及中国学者徐寿、华蘅芳、徐

建寅、贾步纬、钟天伟、赵元益、李凤苞等完成的 (见表 2) 。据

统计 ,四十年间 ,共出各种西书 555 种 ,其中哲学社会科学

123 种 ,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学、教育等 ,占总数 22 % ;自

然科学 162 种 ,含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动植物学等 ,

占总数 29 % ;应用科学 225 种 ,含工艺、矿务、船政等 ,占总数

41 % ;其他 45 种 ,包括游记、杂著、议论等 ,占总数 8 %。[ 8 ]仅

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项就达 387 种 ,占总数 70 %。客观地

说 ,这时期的科学翻译与以往相比较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

质量上看 ,确实是史无前例。但若纵向相比 ,这些翻译书籍

不仅不是一流著作 ,不能代表当时西方科学发展水平 ,而且 ,

一些译著受文化表述的限制 ,还不符合国际通用规则 ,不易

被一般市民所辨认 ,结果 ,流播面小、影响不大。

表 2 　洋务时期主要科学译著一览表

著作名称 著 　　译 　　者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影 　　响 备 　　　注

续几何原本

1857 年出版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

译

西方近代的符号代数学、解析

几何以及微积分

后来 ,曾国藩将前 6 卷与后 9

卷并为一体重校付梓 ,将欧氏

几何体系完整传入中国

系《几何原本》

后 9 卷 ,墨海书

馆

代微积拾级

1857

罗密士 (美) ,伟烈亚力

与李善兰合译
代数、解析几何、微分、积分

近代传入中国的首部高等数

学著作 ,其中创立的许多如系

数、函数、变数、微积分等名词

一直沿用至今

墨海书馆 1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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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著 　　译 　　者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影 　　响 备 　　　注

代数学

1859

棣么甘 (英) 著 ,伟烈亚

力与李善兰合译

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

程、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级数

和对数的应用等初等代数问

题

译者按照中国数学传统和用

语 ,将西方的运算符号加以改

变 ,把近代代数传入中国

墨海书馆 13 卷

代数术

1873

华里司 (英) 著 ,傅兰雅

与华蘅芳合译

加减乘除、乘方、开方、方程、

根式、对数、代数、几何等
是一部数学入门书

江南制造局 25

卷

微积溯源

1874

华里司 (英) 辑 ,傅兰雅

与华蘅芳合译
微分、积分

所译内容 ,较之《代微积拾级》

通俗易懂

江南制造局 8

卷

算术集要

1877

哈司韦 (英) 辑 ,傅兰雅

与江衡合译

各种线面算式、各种体积算

式、圆锥曲线算式、地面测算

法

提供了计算简便的公式与图

表

江南制造局 4

卷

三角数理

1878

海麻士 (英) 辑 ,傅兰雅

与华蘅芳合译

平三角、弧三角及三角中的各

种比例关系

原理论述与例题证明相结合 ,

便于应用

江南制造局 12

卷

代数难题

解法 1879

伦德 (英) 编 ,傅兰雅与

华蘅芳合译

涉及分数、小数、公约数、公乘

数、约分、乘方、开方、方程、不

等式、对数等

江南制造局 16

卷

数学理

1879

棣么甘著 ,傅兰雅与赵

元益译

记数、加减乘除、分数、小数、

开方、比例、排列之理

内容介绍循序渐进 ,是一部数

学启蒙书

江南制造局 9

卷

决疑数学

1880
傅兰雅与华蘅芳合译 概率论 江南制造局

合数术

1888
傅兰雅与华蘅芳译 对数造表法 江南制造局

化学鉴原

1871

韦尔司 (英) 傅兰雅与

徐寿 1871

包括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

容 ,概述了一些基本理论和各

种重要元素的性质

徐寿创化学元素中文命名法 ,

其命名的元素至今仍在使用

江南制造局 6

卷

化学鉴原

续编 1875

蒲陆山 (英) 著 ,傅兰雅

与徐寿译

述及　煤　木所得之质 ,油、

酒、糖等质以及动物变化、植

物生长等化学原理

补《化学鉴原》之缺失
江南制造局 24

卷

化学鉴原

补编

蒲陆山 (英) 著 ,傅兰雅

与徐寿译

无机化学的有关内容 ,有附图

260 幅
补《化学鉴原》之缺失

江南制造局 6

卷

化学分原

1871

包曼 (英) 著 ,傅兰雅与

徐建寅合译

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

方面介绍了分析仪器的制作

和使用方法 ,有附图 59 幅

这部书的出版 ,标志着近代分

析化学开始被系统地介绍到

中国

江南制造局 8

卷

化学考质

1883

富里西尼乌司 (德) 著 ,

傅兰雅与徐寿合译

化学分析的器具、药料用法、

药料的变化、有关化学分析的

其他各事 ,附图 47 幅

该著者是化学大师李比希的

学生 ,对分析化学作出过杰出

贡献

江南制造局 8

卷

化学求数

1883

富里西尼乌司 (德) 著 ,

傅兰雅与徐寿合译

有关化学的运算 :求轻重、求

体积或比例关系

江南制造局 15

卷

化学工艺

1898
汪振声译 制酸、制碱等化工工艺 江南制造局

化学阐源

1882 年

毕利干和承霖、王锺祥

合译
京师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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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著 　　译 　　者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影 　　响 备 　　　注

重学

1859 年出版

1866 年再版

胡威力 (英) 著 ,李善兰

与艾约瑟合译

涉及静力学、动力学、流体力

学和牛顿力学三定律

介绍了力学的一般知识 ,将牛

顿力学三定律首次介绍到中

国

墨海书馆 20 卷

声学

1874

丁铎尔 (即田大里) 著 ,

徐建寅与傅兰雅合译

传声、发声、成音之理、钟磬之

音、管音、音律等近代声学理

论和实验内容 ,并有附图 169

幅

徐寿在译著过程中发现并纠

正了西书中的问题 ,证明了新

的声学理论

江南制造局 8

卷

光学

1876

丁铎尔 (英) 的著 ,赵元

益与金楷里合译
近代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

江南制造局上

下两卷

电学全书

1879

瑙挨德 (英) 撰 ,傅兰雅

与徐建寅合译

电的发现、摩擦生电、电的测

定、电的吸铁性、生物电气、电

与发热发光、电报、电线、电钟

等

是一部电学教科书
江南制造局 11

卷

力学测算 丁韪良编著

用微积分来叙述落体 ,求重心

等各种力学问题 ,可补李善兰

译《重学》之不足

北京同文馆

谈天

1859

赫歇尔 (英) 著 ,李善兰

与伟烈亚力合译 ,后徐

建寅又把到 1871 年为

止的最新天文学成果

补充进去

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 ,万

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

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等

在介绍托勒密地心体系、第谷

学说的基础上说明了哥白尼、

刻卜勒、牛顿的贡献 ,引起了

中西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争论

共 18 卷 , 1859

年先由墨海书

馆出版 ,增补后

由江南制造局

在 1874 年出版

金石识别

1873

代那 (美) 撰 ,玛高温与

华蘅芳

介绍各种矿石的形状、颜色、

性质、用途、鉴别方法、分类方

法

随矿物学的引进 ,地质学也被

介绍到中国
江南制造局

地学浅释

1873

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 ,

译自赖尔《地质学原

理》

较为详细的介绍了近代西方

地质学知识 ,包括地质结构、

成因、生物衍化等

把自然进化观念引入中国 ,首

次提到拉马克的物种可变观

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

想界产生了影响

江南制造局 38

卷

测候丛谈

1877

赫歇尔 (英) 著 ,金楷里

与华蘅芳合译

日光、空气、风、雨、雷电、天气

变化的原因、空气含水量。气

压与风向的关系

是当时所译气象学著作中 ,有

影响的可读之书

江南制造局 4

卷

植物学基础

1859

林德利 (英) ,李善兰与

韦廉臣、艾约瑟合译

植物与动物的异同、植物的地

理分布、植物的组织机构、植

物根、茎、叶、花、果实等器官

的构造及植物分类

最早引入我国的近代植物学

著作 ,书中的理论知识和学科

专用名称对中国建立近代植

物学有重大影响 ,后有日本学

者根据中译本转译引入日本

墨海书馆 ,8 卷 ,

最后 1 卷由李

善兰与艾约瑟

合译

博物新编

1855
合信

内容包括天文、气象、物理、动

物、医学、化学等 ,其中 ,有最

早介绍近代化学知识的内容

墨海书馆 3 集

3 此表主要是依据《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181 - 199、500 - 511 页) 、《中国科学技术

史稿》下册 (杜石然、范楚玉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248 - 274 页) 和《中西文献交流史》(潘玉田、陈永刚著 ,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 ,1999 年 ,第 147 - 149 页)提供的素材整理编制而成的。

　　20 世纪初年以后 ,西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出现了科学

翻译史上的大转向 ,不仅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教育经历的中国

知识分子先后进入科学翻译队伍 ,成为科学翻译的主体 ,而

且 ,科学翻译从引进的渠道、翻译的内容、到翻译的规范程度

等都发生了转变 ,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的科学翻译开始走上

独立发展的道路。具体的来说就是 :

(1)本土的科学翻译力量成为翻译主体。从科学翻译的

主体来看 ,在加入科学翻译队伍的人员构成上有所变化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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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前出身士人的本土科学家之外 ,传教士已渐渐隐退 ,并

把工作转移到教育领域 ,代之而起的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政治

家和有过西方近代科学教育经历的留学生群体。康有为、梁

启超、严复、马君武等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翻译主体的这

种变化 ,对科学翻译内容的影响是 ,所涉的范围更加广泛。

一些过去少见的有关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人文社会科学

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了。尤其是与政治制度改革密切

相关的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学理论著作 ,一个时期内成为

重点加以介绍的对象。对所选译科学书籍来源的影响是 ,打

通了除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之外的日文通道 ,通过日本引

进西方科学著作以及直接引进日本科技书籍和日本经验的

著述成为继英文文献之后的第二大科学文献来源。与之相

应 ,从事日文翻译的译书机构和科学组织也纷纷出现了。留

日学生成为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骨干力量 ,戢翼　、陆世芬、

范迪吉、杨荫元、杨廷栋、樊炳清与译书汇编社、东文学社、会

文学社等都对中国科学近代化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康有

为在把“科学”这个译名从日文引入中国以后 ,从日本传入中

国的科学技术及科学技术词汇就蜂拥而至了。例如我们熟

知的自然科学、生物学、物理学、地质、方程式、三角等有关名

词计 243 个 ,就是由日文翻译引入中国的。[ 9 ]

(2)民营翻译机构异军突起。从科学翻译的机构来看 ,

民营出版机构迅速崛起 ,打破了教会书局和官办书局的垄断

局面 ,而且随着自身发展 ,很快取代后者占据主导地位。据

1906 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 1 期统计 ,仅入会

的民营出版社就已增至 22 家。后又添中华书局 (1912) 、大

东书局 (1916)等。其中 ,最享有盛誉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

书局。这两家出版机构的基本特点是 , ①出版、印刷于一体 ;

②分馆、支馆、分店、分厂遍布全国各大城市 ; ③设有编译所 ;

④出版的图书类型多、印刷量大 ,读物通俗易懂 ;对近代科学

思想和知识普及有很大的贡献。以商务印书馆为例 ,该馆编

译出版的科学图书 ,有为适应新学堂需要而编印的新式教科

书 ;有介绍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知识的自然科学书籍 ;有西

方的学术著作和小说 ;有为方便学习和提高英语水平而编

译、编辑的英文读物和英汉辞典等。[ 10 ]更有被后人称为“更

能影响这一时代的要求 ,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热望”的《天演

论》。总之 ,科学翻译机构星罗棋布。1901 - 1911 年间 ,全国

各地仅以“译”字为报刊或书社名称的就有 23 种之多 ,如《励

学译编》、《劝学译编》、“教科书译辑社”、“上海编译局”、“河

北译书局”、“东亚译书会”、“科学会编译部”等。[ 11 ]

(3)科学译著趋于规范化。从科学翻译的方法来看 ,在

如何把西方的科学文献用本国文字语言适切地表达出来即

西方科学中国化问题上 ,中国的著译者除了继续沿用江南制

造局的科学翻译原则外 ,又在直译、意译的基础上 ,总结出一

套科学翻译标准 ,“信、达、雅”。其中 ,“信”是基础 ,它要求内

容要忠实 ,必须准确无误 ;“达”是保障 ,它要求逻辑严密流

畅 ,符合原文的逻辑思想 ;“雅”是形式 ,它要求译文必须与原

文的修辞形式等同 ,功能等值 ,符合原文的文体特点。[ 12 ]也

就是说 ,科学翻译既要准确严密又要被受体所认可。作为它

的首创者 ,严复用意译加按语的译书方法 ,成功地翻译了《天

演论》,通过译述赫胥黎的著作 ,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 ,同时

赋予变易观念以科学色彩 ,并把自然界“物竞天择 ,适者生

存”的进化规律 ,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 13 ]这样 ,在忠实原著

的前提下 ,不仅丰富和扩充了文本的内容 ,更能表现和发挥

译者和传播者的意图。另外 ,模仿先秦文体用古文翻译西文

的表述方式 ,在当时也较好地迎合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阅

读习惯和兴趣 ,吸引了一大批国学人才接受西学。不过 ,这

种严氏话语由于避“俗”的局限性 ,最终被更为广泛的白话文

所取代。

三 　科学翻译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意义

近代科学翻译是中国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

西科学文化传播于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它在中国传统科学向

近代科学的转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占的地位 ,正如一

些科学史家们认为的那样 ,自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

本》始 ,中国传统科学便开始了向近代化的“哥白尼转换”。

纵观科学翻译的历史过程与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关系 ,我们发

现 ,彼时的科学翻译 ,既功在当时 ,又功在其后 ,归纳起来有

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科学翻译引进了变革中国思想意识的科学思想、科学

方法、科学知识 ,为近代西方科学的中国化扫清了障碍 ,铺平

了道路。众所周知 ,中国是一个曾经创造过文明、有着历史

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国家。然而 ,作为这优越性的

代价 ,使这一传统文化具有了顽强的唯我独尊、故步自封的

特性。保守性、排他性 ,使骄傲的中国生出了“西学中源”的

理论 ,严重地阻滞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所以 ,当

西方的炮火把中国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 ,具有进步思想的中

国人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缺失近代科学的过程中 ,在接受、引

进、传播西方科学的过程中 ,形成了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知识阶层 ,并相继推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以

“新学”变“旧学”的改革策略和方针。科学翻译的内容 ,也从

研究西方枪炮、轮船 ,指向近代自然科学体系 ;从研究世界地

理、历史 ,指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一些具有革命意义

的自然科学理论 ,不仅深化了中国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理

解 ,而且还被当作变革社会的理论依据 ,广泛应用于社会领

域。日心学说、天演论、穆勒名学 ,物竞天择、进化、逻辑归

纳、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导致中国思想界、政治界、科学界、

教育界实现了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的革命性转换 ,进而在中

国培育起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土壤。

2、科学翻译机构的出现为科学家提供了潜心翻译和切

磋研究的空间 ,为科学家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早期的科学翻

译活动 ,主要是依靠个别科学家和传教士 ,一般只作单纯的

科学译介 (传教士把重点放在基督教义的传播上) 工作 ,很少

兼及他项工作。徐光启、李之藻算是近代意义上较早从事科

学研究和科学翻译的科学家了 ,但他们的活动仅仅是个人行

为和个别事件 ,所涉及的学科也仅限于天文、数学等有限的

领域 ,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事业。[ 14 ]不过 ,早期历局组织

科学翻译引入西学 ,多少也催生了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家 ,如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方中通、揭暄、江永、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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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阮元、陈杰、项名达、徐有壬、戴煦 ,形成了以实证、实用、

实效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而“经世致用”思潮再起 ,并把

这种思潮与救国图存结合起来 ,真正起到推动中国科技迈向

近代的本土科学力量是在洋务运动中造就的新一代中国科

学技术专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被聘请到江南制造局翻译

馆 ,潜心从事科学技术的翻译工作。经他们之手 ,一批具有

科学革命意义的自然科学理论成果 ,如牛顿力学三大定律、

哥白尼日心说、康德 - 拉普拉斯天体演化学说、达尔文进化

论传入中国 ,为中国近代科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翻译馆 ,

这些集聚在一起的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们还从事近代科学技

术的研究、创造或教育方面的工作。华蘅芳、李善兰在数学

和某些理论科学方面、徐寿、徐建寅在实验科学方面、詹天佑

在工程技术方面 ,都有重大的贡献和成就。而且有些科学研

究就是和科学翻译连在一起。他们在科学翻译过程中追求

真理的态度 ,不仅对先前的科学理论作了补正 ,而且对后继

科学术语翻译和确定起了导向性作用。例如 ,1874 年 ,徐建

寅就通过编译出版《谈天》增补本 ,对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

《谈天》一书作了内容上的补充。又如 ,徐寿在《声学》的翻译

过程中 ,发现西人有关律吕的记载有可疑之处。于是他就和

傅兰雅讨论这个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与实验 ,结果证明了一

种声学定律 ,纠正了西人的错误结论。[ 15 ]

3、科学书籍翻译的专门化和普及化从两个方向扩大了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影响。一是 ,引导科学研究在专门化、理

论化、系统化方向上的延伸。二是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于一

般民众。前者如江南制造局组织的译书倾向 ,后者如格致书

院的工作重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其机构设置来看 ,本身

是洋务企业下面的一个附属机构 ,翻译馆内设有审译、格致、

化学和制造 4 室 ,专门负责不同科目的翻译和审定工作。从

构成人员上来看 ,都是一些各专业领域内有造诣的科学家。

因而 ,他们所译书籍 ,从版本的选择、译名的确定到译介书籍

的完整性 ,都颇具水准 ,相对于一般读者来说 ,确实是太专门

深奥的理论 ;相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又是难得的参考书。以化

学为例 ,江南制造局翻译的 : 化学鉴原 ( 1871) 、化学分原

(1871) 、化学鉴原续编 (1875) 、化学鉴原补编 (1882) 、化学启

蒙 ( 1880) 、化学考质 ( 1883) 、化学求数 ( 1883) 、化学工艺

(1898) 、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 (1885) 等 ,都是从事科学研究

必备的专业用书。相反 ,19 世纪 80 年代由化学家徐寿和傅

兰雅等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从建院伊始就把自己的

工作方向 ,定位在普及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 ,立足科学知识

的推广上。作为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于一体的科普机构 ,在

译印初级科学书籍、举办科学讲座、展示科学实验仪器等方

面有独到之处。另外 ,以翻译、介绍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

通俗杂志《格致汇编》,也强调了重基础、偏实用、倡科学实验

的特点。正如傅兰雅宣布的私人启事所言 :“一方面要促进

探究的精神 ,一方面要在清帝国传播通俗实用的科学知识 ,

它将为介绍已出版的科学译著服务 ,刊载科学课程的短篇解

说和科学演讲 ,并作为本邦受教育人士问询、获取其感兴趣

的科学信息的中介 ⋯⋯”。[ 16 ]特别是当科学学会形成之后 ,

科学翻译在承担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方面的作用就成为科

学组织的重要职能。这样 ,通过科学翻译就把中国近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引入到一个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阶段。

总之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对中国科学近代化

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对西方科学文化中国化 ,对

中国传统科学的近现代转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也推进了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 ,进一

步分析科学翻译与科学、社会、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的直接与

间接的联系以及科学翻译产生的其他文化后果将有助于继

续深化这个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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