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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将首先考察清代前期西方数学传入和为中国学者吸纳接收的基本状
况，并对于清代前期畴人学者所处之时代和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再具体研讨中算学者会通西算的发展
轨迹，最终对于西学与清代前期数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
把握这一时期的中西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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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由于中西算学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对于西方历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引发的回应有着如此深
远的影响。
故本书以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历算学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主题，期望在对史料进行充分仔细分析的基础
上，以尽可能广泛的视角研讨清代前期历算学者对西学的种种反应，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
比较，进而探知这一时期中西历算学的互动状况及其背后的根源。
　　中西数学两种传统各自具有其鲜明的特点。
对于两者的好坏优劣及相关比较一直是科技史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课题。
本书所要关注的重点则是两种传统相遇后中国历算学者群体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对西学知识的取舍遵
循了什么样的规范？
中西历算学交汇后的最终结果如何？
这些问题是本书要加以探讨并力求解决的。
　　在探讨西学东渐与传统历算之学互动关系时，我们应对各种因素都加以考虑和仔细的分析比较。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着重于探讨传人西学的水平高低（先进抑或落后），然后据此作出肯定
或否定之评价。
更为深入者则着眼于中国传统历算之学对西学的回应，但基本不出盲目排外、盲目接收、中西会通三
种预设模式的讨论与比较。
将清代的数学家群体置于以上模式中展开讨论，固然能由此获得比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梳理西学
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脉络。
但在预设模式下探讨，于史料之选择取舍不能无弊。
而历算学者本身之复杂状况，又非三种模式所能简单概括划分。
亦有较多学者着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讨论。
历算学者作为当时社会的一分子，其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对其具有的深刻影响自然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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