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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生的科技活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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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清末民初是西方科技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 ,其中 ,中国留日学生参与的科技活动就起到了积极的

推进作用。因而 ,分析他们的特殊贡献 ,对于搞清楚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与发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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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民初的中日科技文化交流史上 ,有一支积极引进

和传播科技知识的留日学生群体 ,他们的活动颇为引人注

目。这不仅是因为其规模广大 (按留学人数计 ,当时留日居

第 1 ,其他依次为留美、英、法) ,更因为他们对科技文明理解

的深度以及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一 　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动因分析

中国学生留日 ,始于清末甲午战争之后的 1896 年 ,该年

5 月 ,清政府派新任驻日钦差大臣裕庚率领 13 名学生抵日 ,

于是揭开了中国学习日本 ,谋求富强的序幕。这是一场来自

于具有先进思想人物倡导 ,后又受到包括清政府和地方督抚

在内多方势力有力支持的活动。因此 ,开始不久便得到中国

社会各界的响应 ,到 1905、1906、1907 年 ,就出现了留日史上

的第一次高潮 (见表 1) 。

表 1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人数 3

时间 1898 1899 1900 1901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2 1913 1914

人数 77 143 159 280 1000 1300 8000 8000 7000 4000 4000 1400 2000 5000

　　3 资料来源 :此表的统计数字 ,主要是依据 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

史》下卷第 407 页和房兆楹主编的《清末明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资料而制。

　　这次起因于甲午战争的刺激 ,并促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彻底觉悟后的思想与行动 ,不同于以往的救亡呼声 ,他们对

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划时代性的。例如 ,严复这位

曾受过西洋文化系统训练的留学生 ,就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欲

富强 ,必须彻底抛弃旧有的思想观念 ,而代之以西方进步的

自由、民主和科学意识 ;认为学习西方要从直接引进、吸收其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入手 ,努力把握西方处于人类认识发展

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以制度层面的改革解决中国问题。[ 1 ]而

反观从林则徐、魏源主张经世致用 ,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

术”,作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向西方学习的原则 ; [ 2 ]以及洋

务派围绕军事工业展开的采矿、冶炼和运输业 ,设学堂、派遣

留学生、翻译西书 ,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活动。虽然都在谋

求中国自强之路 ,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效 ,而且也找到

了一些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但总体看来 ,认识上还有一

定的局限性 ,即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程度仍然停留在器物

层面上 ,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根本命脉之所在。因此 ,中国即

使获得某些先进的洋枪、洋炮、机械、轮船 ,但是到了关键时

刻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中国的强大昌盛 ,而仍是软弱无力。特

别是 ,甲午海战的失败再次警醒国人 :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

方之皮毛 ,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对此 ,深有感

触的梁启超在总结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时 ,曾以认识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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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时期予以说明 :“第一期 ,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而首

先从物质层面学习西方 ,以图自强 ;“第二期 ,是从制度感觉

不足”,于是进一步要求从政治、经济制度上学习西方 ,进行

变革 ;“第三期 ,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要求对文

化心理结构、观念意识进行深入改造。[ 3 ]考察日本致强之因 ,

在清末明初做出选择留学日本的决策 ,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

朝野上下同感通过日本摄取西方科学文化 ,是中国的最佳出

路 ;另一方面 ,也说明中国人敢于正视现实 ,发愤图强 ,励志

革新 ,学习和借鉴日本成功经验的决心。

当然 ,中国留学史上之所以在清末民初会出现留学日本

的转向和高潮 ,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清政府推行“新政”举措的驱动。自甲午战争、戊

戌变法以后 ,清政府在社会内外压力的夹击下 ,相应地采取

了一些新的举措 ,开始实行所谓“新政”。派遣学生留日作为

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被加以推行。对派遣出的留学生 ,清

政府不仅要求他们须学习日本及西方的新知识 ,待回国后派

以用场 ,而且还以高官为引诱 ,答应留学归来以后分别赏与

举人、进士出身 ,分配各种官职。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学生留

日 ,清政府还专门拟定章程作出保证 (例如 ,1903 年拟定的

《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就有详细的具体规定) 。[ 4 ] 尔后到

1905 年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 ,使得出国留学成为当时最好

的出路之一 ,因而中国学生纷纷而至。况且 ,清政府也认为

日本是中西文化的缓冲区 ,不会受到西方的毒化 ,也有值得

学习的地方。总体看来 ,虽说这次留日运动是清政府出于政

治需要制定的以保全统治政权的政策策略 ,但客观上成了推

动留学日本的原发动力。

第二是维新派及具有改革思想人士的鼓动。对于去日

本留学的好处 ,张之洞早在他的《劝学篇》中就阐释的非常清

楚 :“出洋一年 ,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

中国学堂三年。”而且“至游学之国 ,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

省费 ,可多遣 ;一去华近 ,学生毋忘其国 ;一东文近于中文 ,易

通晓 ;一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方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 5 ]而透

彻地看到日本强大之根本原因 ,并极力敦促政府 ,鼓动学生

去日本留学的当推维新志士 ,是他们在对比了中日两国的基

本状况后指出 ,中国光靠洋务运动是不能救国的。并进一步

得出 ,日本之所以能后来居上 ,不仅在于他们学习消化了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更主要的是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催生了

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 ,他们号召留学

生要走留学救国之路 ,并发出“惟游学外洋者是救国之唯一

方针”[ 6 ]的呼声 ,极大地鼓舞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的留学热情。

第三 ,大力吸收中国留学生是当时日本政府针对晚清的

一种战略安排。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 ,出于对华侵略的长远

战略和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手段 ,日本制定了吸收中国留学

生的相应政策 ,企图通过对留日学生的教育 ,达到置中国政

治制度、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于日本控制之下的目

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一番表白就十分具有代表性 ,

他认为中国留学生 ,其习武备者 ,“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

制 ,军用器材必仰赖日本 ,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其习自

然科学者 ,必将吸收日本的技术 ,与日本“发生密切联系 ,此

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其习法政者 ,定对日本的

政治制度崇拜之至 ,将以“日本为楷模 ,为将来改革的准

则”。[ 7 ]为此 ,日本政府以提供经费为条件 ,邀请清政府向日

本派遣留学生。当然也要看到另一层意义的部分日方人士 ,

他们在促成中国学生留日方面所做的工作 ,主要是为了加强

中日文化的交流。例如 ,上田等教育家就号召 ,采取行动 ,专

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 ;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 ,以便使

他们在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 8 ]

第四是路近、时短、费省以及出国“镀金”思想的蔓延。

出于经济状况的考虑 ,选择留学日本 ,也是留学生人数上升

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日两国不仅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 ,而且

就路费和学费而言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比留学西洋要便宜得

多 ,因而对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还能负担得起。[ 9 ]尤

其是在废除科举前后 ,由于大批自费生涌现 ,使得路近、费省

就成为许多家境并不太好 ,又有留学愿望学生的一条极富诱

惑力的选择。况且 ,出国留学的资历和获得的证书 ,还是就

职、升官、得到高俸禄的资本。

总之 ,清末民初出现这种留学高潮是各种社会复杂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的科技活动及其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清末民初的留日运动 ,是留日学

生群体广泛开展的科学思想解放运动和积极主动的科学技

术实践活动。他们对科学及科学思想的认识是深刻的 ,他们

看到 :西方军事优势背后潜藏的是经过产业革命积累起来的

产业技术优势 ;而且在产业技术优势的深处更存在着近代科

学思想。因此认为 ,有必要培养本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同时

也考虑到 ,留学日本 ,一是可以通过日本这一通道继续学习

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二是因为日本已经把西学改造

得很适合东方人的口味 ,可以借鉴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

做法。正因为如此 ,留日学生的科学活动是带有目的性的行

动 ,具体表现在 :

思想界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映。思想是先导 ,没有先进的

认识就不会产生积极的行动。对于科学的认识 ,思想界的反

映最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特别是在康有为那里 ,“对西

学的特殊兴趣立即引导他去发现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

的新的知识世界”。[ 10 ]即使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倾注的精力更

多一些 ,但他推出的政治纲领也是将“兴政”与“兴学”两者紧

密联系在一起 ,并透射近代科学建制化的一种构想。包括建

立制度局 ;建设现代的海军和陆军 ;发展经济的计划和使财

政合理化的措施以及对文教制度的革新等。这种对科学文

化作制度 —意识形态思考的结果 ,恰恰是他对科学有了更深

层次理解的体现。这也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

科学技术时 ,已经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技”与“器”上 ,而是更

重视科学的精神和实质。同样持有相似观点的梁启超 ,也把

选派留学生、译西书、办学校、兴学会 ,当作国家自强的重要

手段。他说 :“今欲振中国 ,在广人才 ,欲广人才 ,在兴学

会”; [ 11 ]又说“变法之本 ,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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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 :“国家欲自强 ,以多译西书为本 ;学子欲自立 ,以多读西

书为功”。[ 13 ]可以说 ,这种对科学的认识以及兴科学的规划

与行动 ,为这一时期和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

基础。正如李国祁所说 ,1895 年以后 ,如康有为、梁启超、谭

嗣同等人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 ,自强时期的求变

求新 ,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 ,中国的文化不可变 ,故其求变求

新仅及于器物层面 ,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

须改变 ⋯⋯他们较自强运动派更相信西学 ,视为是国家民族

求富求强的万灵丹。”[ 14 ]

知识界对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视与推进。清末民初是中

国近代教育的奠基时期 ,也是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时期。就

国内的情况而言 ,自维新以来 ,一些新式学堂相继建立 ,到

1909 年计有大学 3 所 ,高等学堂 24 所 ,高等实业学堂 127 所

(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 ,如北京优级

师范学堂、圣约翰大学等) 。[ 15 ]而其他各类中学、小学也先后

纷纷建立。由于学校在短时期内的迅速膨胀 ,以及旧学堂向

新式学堂转制的需要 ,使具备近代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师资

严重短缺。为此 ,主动接受科学技术教育和推进科学技术教

育就成为留日学生进行科技活动的重要内容。从这一时期

留日学生参与科技教育的活动来看 ,他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以下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 ,在留日期间接受日本的科学技

术教育。举凡所开门类 ,包括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

法政、军事、手工、音乐、体育、农牧、医药、染织等 ,都有学生

涉猎。[ 16 ]另外 ,清政府还针对留日学生有注重文科 ,忽略理

科的倾向 ,专门作了明文规定。受“农、工、格致以外不给官

费”这一意图的支配 (1908) ,中国的官费留学生 ,有十分之八

专攻理科 ,[ 17 ]这就从政策上保证了留日学生接受科技教育

的持续进行。二是 ,通过回国的留日学生来进行科学技术教

育。特别是 1907 年以后 ,中国留日学生陆续回国 ,一些师范

生积极创办学校 ,他们模仿日本的教育体系 ,采用日本教科

书 ,开设自然科学课程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例如 ,四川的传

习师范、长沙的明德学堂、绍兴的大通师范学堂、上海的中国

公学、无锡的竞志女学、安徽女学等。客观地说来这些留日

学生在日本接受的教育 ,大多数为中等程度的普通学科或速

成的师范学科 ,但由于日本对科学技术比较重视 ,所以他们

一般都受到过良好的自然科学熏陶 ,教授代数、几何、三角、

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课程 ,是不成问题的。因而 ,留日学

生对于普及中小学的科技知识教育 ,也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 18 ]

实业界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与推广。中国实业[ 19 ]的近代

化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实业的发展依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 ,办实业不能

离开科学技术。萌芽于甲午战争前后的实业救国思潮 ,到清

末民初又有了新的推动力 ,这就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振兴和

发展实业的计划和行动。受这股思潮的熏陶和影响 ,政府设

立了农工商部 ,并组织官员出国考察他国办实业的情况 ,同

时也有了相应的奖励措施。而在另一条道路上 ,留学国外的

学生也在积极地参与与实业有关的实验活动。特别是被视

为在实业技术上取得成功的日本 ,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 ,它

部分地引导了中国发展实业的方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亲身感受了日本发展实业的要领 (例如 ,充分发展传统、移植

外来机器吸收改进先进技术、注重科学管理、鼓励实验改良、

重视实用技术教育等) ,认为“师日之长技”也会得到好处。

于是他们便把这种经验带回国内。由留学东西洋及中国工

业专门毕业生发起的中国工业会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

作为知识界与工商界的联盟组织 ,它们之间是相互依托的 ,

知识界方面 ,以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研究学理 ,推广先进经验 ;

工商界方面 ,则利用科学技术推进工商业的发展。与此相类

似 ,1911 年从日本归国的科学家 - 实业家范旭东 ,在 1924 年

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时 ,特别重视科技的作用 ,把发展实业的

基础建筑在科学之上 ,建立实验室 ,研究和解决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他说 :“中国今日若不注重科学 ,中国工业有何

希望 ?”[ 20 ]而作为另一个方面的典型 ,则是 1897 年在上海成

立的上海农学会 ,这是一个基本完备的组织机构 ,它不仅刊

行《农学报》,编印《农学丛书》,而且还办有实业教育机构东

文学社 ,配有专门教师以教授学生农业科技 ,培养农业人才。

这个机构的工作还包括 :筹款开辟荒芜之地 ,因地制宜以良

法试种各种农作物 ,购买国外先进农具并试行仿造 ,引进国

外良种并试行繁殖推广 ,设厂制糖酿酒加工农产品 ,创设学

校普及农事新法等。[ 21 ]所有这些工作应该说 ,是与其创办人

罗振玉 (1902 年曾去日本考察过) 及他的同仁们的积极努力

分不开的。正是他们及时把日本以及欧美先进的农业科学

技术 ,系统全面地吸收到国内来的行动 ,指导和满足了当时

国内农业生产的需求。

新闻出版界有组织的科学技术传播和译书活动。清末

民初 ,西学引入中国是沿着两条途径进行的 ,一条是以严复

为代表的西译途径 ,另一条就是由留日学生开辟的从日本输

入西学的渠道。作为一支独立翻译的新型力量 ,留日学生的

影响是明显的。可以说 ,20 世纪初期国内介绍西学的刊物 ,

大部分是由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而发行于国内的。[ 22 ]这些

西学刊物 ,对中国近代的科学思想和实业发展以及科技教育

起到了启蒙和影响作用。特别是几个有影响的翻译团体 ,包

括 :1901 年 ,由戢翼　、陆世芬、杨荫元、杨廷栋、雷有等在日

本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 ;1902 年 ,由黄兴、陈范、许直等领

导的湖南编译社 ;1903 年 ,由叶澜负责的国学社 ; 1902 年陆

世芬创立的教科书译辑社以及会文学社等。[ 23 ]这些翻译团

体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有组织的学习与研究 ,在对原著认真

琢磨、反复推敲、理解的基础上 ,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把日本的

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引入到中国 ,同时也一起把西方

科学技术名词传播到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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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就数量而言 ,留日学生翻译的书

籍 ,与自然科学相比 ,虽然在社会科学的翻译与介绍方面表

现得更为突出 (这与维新派、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对维新、变

法的重视有关) ,但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也是不断问世。尤

其是其中一些团体把实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类的教科书放在

重要的位置上 ,重点加以扶持。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会

文学社在 1903 年由范迪吉等留日学生编译的一套共 1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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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就占全套百科全

书的一半。事实上 ,若作纵向比较的话 ,就自然科学翻译而

言 ,正如表 2 所示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可

谓是达到有史以来的翻译高潮。

表 2 　日译汉书与汉译日书以及不同时期汉译日书的比较 3

年代 国 　别 数学 物理学 化 　学 天文学 地 　学 动物学 植物学 总 　论 合 　计

1660 -

1867

日译汉书的数 0 0 0 0 0 0 0 0 0

汉译日书的数 0 0 0 0 0 0 0 0 0

1868 -

1895

日译汉书的数 0 0 0 0 0 0 0 1 1

汉译日书的数 0 0 0 0 0 0 0 0 0

1896 -

1911

日译汉书的数 0 0 0 0 0 0 0 0 0

汉译日书的数 16 9 12 2 8 10 10 4 71

1912 -

1937

日译汉书的数 0 0 0 0 0 0 0 0 0

汉译日书的数 60 23 25 11 24 12 17 14 181

　　3 资料来源 :见 1993 年文化书博文社 (东京)出版的 ,由李素桢撰写的《日中文化比较研究》第 213 页。

　　不言而喻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群体 ,归国后对中国社

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其中 ,黄兴、邹容、徐锡

麟、秋瑾等一大批革命党人 ,紧随孙中山投身于辛亥革命的

浪潮之中 ,成为推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中华民国的中

坚力量 ;陈独秀、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把宣传新思

想、传播新文化的工作推向了高潮 ,成为著名的思想家、理论

家 ;陈建功、吴玉章等开新式教育 ,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带

头人和著名教育家。而后来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 ,也充分说

明了这批革命思想的启蒙者、科学思想的传播者和实际行动

的倡导者、实践者在传播新文化、催生新学制、开辟新学术等

方面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在近代

中国科技本土化中的历史地位

　　清末民初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

的中国留学生 ,不同于以往留欧学生主要学习技术 ,也不同

于以后留美学生主攻科学 ,它的特点是 :承前启后。他们所

推进的是一种以兴科学技术与“兴政”并举的政治体制改革。

虽说这时的留日学生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要高于自然科

学 ,但也没有因为对政治的投入而减轻对科学与技术的热

情。相反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较之于洋务时期对西方科

技文化只停留在器物层次上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他们渴求

在更深层次上学习外国的科技文化 ,把政治制度的改革与科

学、教育、实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以新知识分子的角色 ,主动

推动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发展。据一份对留学生进行统计说明的资料显示 ,150 年来

对中国有影响的留日、留美、留苏等留学生共 4000 余人 ,其

中 1898 —1918 年 20 年间 ,中国的留日学生就达 738 人 ,占

到 150 年来整个留学生总数的 18 %强。[ 25 ]而另一份资料也

说明了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影响作用。中华民

国成立后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首届内阁中 ,留过学的人数占

全部成员的 83 % ,其中有留日经历的就占到 50 %。[ 26 ]

值得注意的是 ,有留日经历的科学家 (如表 3 所示) ,在

促进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新型学科建设等方面贡献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制度化做了先期

的准备工作。从学科建设上看 ,他们筹建科学学会组织 ,审

定科学名词 ,编辑出版科学刊物 ,接洽来华讲学的外国专家 ,

派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从对科技专门人才的培养上看 ,他

们以科学的态度 ,用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 ,组织教学 ,从事科

学教育 ,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研究骨干力量

的后起之秀。陈建功的第一位弟子就是现任中国科学院院

士的程民德教授 ; [ 27 ]章鸿钊与丁文江、翁文灏通力协作、精

心培育的谢象荣、叶良辅、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李捷等地

质学家是依靠我国力量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 28 ]从参与

科学研究机构的组建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上看 ,他们躬身力

行 ,始终处于第一线 ,并取得卓越成绩。例如 ,苏步青、陈建

功在 1942 年、1943 年分获国家学术奖金自然科学类第二届、

第三届一等奖 ;章鸿钊在数理基础与地质思想、大地构造学

理论、古籍中有关矿物名实的考证和中国地质学史等方面颇

有成就 ;而范旭东则开民营科学研究组织机构先河 ,重视工

业企业的科学研究 ,把黄河化学工业研究社看作是久大、永

利公司的智慧库 ,并延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研究社从事科

研活动 ,以科学和实验来谋求中国工业的兴旺发达 ,等等。

他们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 ,已经奠定了留日学生群体的历史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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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清末民初留日的中国主要科学家 3

姓 　名 留日时间 留日学校 学习专业 备注

冯祖荀 1904 京都帝国大学 数学

陈建功 1914 - 1929 东京帝国大学 数学 博士

苏步青 1919 - 1931 东京帝国大学 数学 博士

陈遵妫 1921 - 1926 东京高等师范 数学

章鸿钊 1905 - 1911 东京帝国大学 地质学

李四光 1904 - 1910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造船机械 后又留英

梁 　希 1906 - 1916 东京帝国大学 林业

陈 　嵘 1906 - 1913 北海道帝国大学 林学 后又留美

丁 　颖 1921 - 1924 东京帝国大学 生物

魏岩寿 1922 - 1926 京都大学 化学

罗宗洛 1918 - 1925 北海道帝国大学 植物生理学 博士

蔡邦华 1920 - 1927 东京帝国大学 农学 两次留日

范旭东 1901 - 1911 东京帝国大学 化学

刘敦桢 1913 - 1921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机械后转建筑

赵　黄 1905 - 1911 东京帝国大学 生药学

徐诵明 1909 - 1911 九州大学医学院 病理学 两次留日

曾广方 1913 - 1924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化学

　　3 资料来源 :此表是根据 199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 - 6) ,和段治文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0 - 353 页)提供的材料制作。

如果再作进一步考察 ,我们同样会发现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

群体在近代科技本土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 (1) 主动去接触

和研究异质文化 ,策略地将科学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气质同时

引入中国 ,并把科学实验、技术实践和工农业生产有效地结

合起来。(2)积极地开展科学技术教育 ,普及科技知识 ,增强

社会科技意识。通过兴学会、办报刊 ,将科技文化传播到社

会基层 ,用科学改造国民性 ,有力地推进了科学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3)借助日本途径 ,架起了通往世界科学技术的桥

梁 ,实现了由“格致学”向“科学”的历史转向 ,使出生在西方

的科学以最简洁的方式中国化。(4) 以强有力的方式 ,加速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 ,如新文化运动 (1915) 的主将陈独秀

以及周氏兄弟都是留日归来的 ,为近代科学的本土化 ,扫清

了传统文化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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