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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学东渐是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大事，影响广泛、持久而深刻。
本书独辟蹊径，对晚清西学传播全过程进行了分析，从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
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梳理讨论。
除了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广求史料于英国、美国与日本等地，利用众多著名研究重镇的相关图书
和档案，史料根基扎实，分析细致，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全书逻辑严密，文字清新，图片丰美，便于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那段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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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月之，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史林》杂志主编，中国
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
主要著作有《章太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通史。
导论卷》、《万川集》、《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
主编《上海通史》、《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词典》，论文有《论郭嵩焘》、《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
产阶级民主思想》、《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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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杯酒还浇利泰西”明末清初是西学开始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时期。
对这段历史，学术界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从资料的搜集、翻译、整理，重要传播者生平的探讨，到
专门著作的出版，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可以说是整个西学东渐史上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一段。
尤其是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第四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对这一时期西学输入的背景、过
程、内容的传播主体的情况，条分缕析，钩沉索隐，从人到物，言之凿凿；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
国科学》则对这一时期西学传播与中国科学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
本来，我们可以对这一段情况略而不论，但是，考虑到西学东渐是自成系统的过程，明清之际西学与
晚清西学有内在联系，在内容上本属一体，在传播过程上，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后者是前者的继续。
有尾无头，无以窥全豹。
同时，就西学输入方式和社会反应而言，晚清较诸明清之际大不相同，不交代明清之际情况，亦无从
显出晚清特点。
鉴此，对于明清之际西学传播，本书既不必面面具到，又不能存而不论。
现仅就其与晚清联系比较密切、影响较大的方面作一叙述。
一、沧桑二百年明末清初东渐之西学，是西方文化向全球辐射的一束。
15、16世纪，是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重新认识的转折时代，是世界格局发生空前变化的关键时代，
也是全球文化格局发生巨变的关键时代。
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1498年达．伽马对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航路的开辟，1522年麦
哲伦绕行地球的成功，这一系列事件，搅得欧洲沸沸扬扬，人心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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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晚清时期，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西学传播史
、渗透史、影响史。
无论是广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还是具体的学科门类，不论是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地理、地质、生物、医学，还是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不研究西
学影响，都难以理清源流，看出特色。
更为重要的是，声光化电、自由民主与坚船利炮俱来，西学影响不限于学术的领域，而是与政治、经
济、社会密不可分，与文化交流、融合和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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