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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学东渐，热门话题，至今尚未冷却，但诸多著述多从中国单方面来审视、论述。
而本书是将中日两国放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考察。
    本书著者各自多年客居中日两国，以其切身体验和视点，运用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了西学
东渐在中日两国的状况。
揭示了若干中日近代化建设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如面对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产业技术、经济经营的多层次冲击，中日两国各自采取了什么态度，何种
手段，以及西学东渐怎样被中日两国导入、展开，并产生了怎样的不同反响和效果等等。
这不仅对总结中国近代化建设的成败之因有益，而且可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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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渡边与五郎，男，1936年2月生，教授，商学博士、文学硕十，吉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硕十研
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亚关系史、东西交流史、经济史等。
共发表论文48篇，著作方面个人专著18部，参与合著11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近世日本经济史》、《日本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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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西学引进与中日的比较研究——以科技文献为中心  一  科技文献“引进”的限定和历史分
期    （一）前期    （二）后期  二  前期和后期的不同特点      （一）前后期引进的目的、渠道和方式不
同    （二）接受引进的文化市场不同    （三）引进后学科反响不同    （四）引进后表现在生产实际上
的作用不同  三  中国与日本引进西方科技文献的相同、相似点    （一）引进的时代背景相同    （二）
引进的形式相同  四  中日两国引进西方科技文献的不同点    （一）政府的态度和主张不同    （二）“
锁国”的不同    （三）单项与整体引进的不同      （四）译书方法不同    （五）转译日文  五  小结第二
章  西学引进与殖民科技的研究——以伪满大陆科学院为中心  一  引言  二  对《大陆科学院汇报》的考
察    （一）《大陆科学院汇报》的所属及时代    （二）《大陆科学院汇报》所载的内容    （三）《大
陆科学院汇报》所载文章  的类别    （四）《大陆科学院汇报》中的科学技术人员  三  殖民科技的特点 
  （一）殖民科技的依附性    （二）殖民科技的专控性    （三）殖民科技的调查性    （四）殖民科技的
开发性    （五）殖民科技的应用性    （六）殖民科技的地域性    （七）殖民科技的交流性  四  小结第三
章  西学引进与近代工业化研究——以蒸汽船技术为中心    一  美国培理舰队来航与日本近代造船始动  
二  洋式帆船军舰的建造  三  幕府末期蒸汽船的建造    （一）雄藩建造的蒸汽船    （二）幕府建造的蒸
汽船  四  日本近代造船所的创设    （一）长崎制铁所的创设    （二）石川岛造船所的创设    （三）横滨
、横须贺造船所的创设  五  中国近代蒸汽船建造及造船厂    （一）中国近代蒸汽船试制的阶段    （二
）中国近代蒸汽船建造的阶段    （三）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工场    （四）福州船政局  六  小结第四章  西
学东渐与日本近代产业化研究——以技术产业为中心  一  英国的蒸汽技术革命和德国的电力技术革命  
 （一）英国的蒸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二）德国的电力技术革命  二  曰本幕府末期、明治时期的
钢铁产业      （一）釜石制铁所    （二）八幡制铁所    （三）明治时期的其他制铁所的生产  三  日本近
代的造船产业    （一）三菱造船所    （二）川崎造船所    （三）石川岛造船所  四  日本近代的航运产业
   （一）邮便汽船三菱会社    （二）川崎船舶部    （三）大阪商船株式会社  五  日本近代的电力产业    
（一）水力、火力发电    （二）电力产业    （三）电力机械制造业    六  小结  第五章  西学引进与近代
经济研究——以日本近代经济为中心  一  幕府末期西洋经济学的引进与发展    （一）与西洋的交流    
（二）兰学的引进和本多利明的经济思想    （三）门户开放与派遣留学生    （四）幕末留学荷兰学生
与“五科”课程    （五）西蒙·费塞灵的经济学    （六）留学荷兰学生与西洋文明的引进      （七）神
田孝平翻译的《经济小学》与原作者威廉姆·埃利斯    （八）神田孝平的经济思想    （九）福泽谕吉
的经济思想    （十）明治维新时期西洋经济学引进概观  二  明治时期西洋经济学的引进与发展      （一
）明治前期日本财政政策的演进    （二）明治前期西洋经济学的引进和发展    （三）幕府末期、明治
时期西洋经济学的引进和发展¨    （四）结论  三  补论    （一）大学、专门学校中的西洋经济学的传
人与发展    （二）雇佣外国人进行的西洋经济学的引进与发展第六章  西学引进与殖民语学研究——以
伪满汉语检定考试为中心    一  引言  二  检定考试的起始年代  三  检定考试的发展过程  四  检定考试的
内容  五  终结“诱制”的语学殖民手段第七章  西学引进与文献佚存——以访求在日中国文献为中心    
一  引言  二  文献的佚失原因与变相的佚失    三  历史上的东瀛求书与访书    四  当代东瀛访书的新阶段  
五  东瀛佚存伪满洲时代的科技文献    （一）伪满洲科学技术史相关文献    （二）纠正“第一至第四次
科技审议委员会会议无文字记载”的说法  六  小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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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学引进与中日的比较研究——以科技文献为中心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势如潮水
。
其中科学技术文献的引进，乃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
作为近邻日本，几乎和中国同时接受西学，但是由于引进的态度、学科、方式、手段等等诸方面的不
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今天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巨大差异。
这对探讨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不无启迪。
一 科技文献“引进”的限定和历史分期本章对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的西学东渐，用“引进”一词来限
定，即不单指西方科技文献的传来，而是指将其翻译为汉语，并且出版而言的。
如果仅仅是传来，搁置一旁无人问津，则无意义可论。
故本章是从西方科技文献的传来、翻译、出版、普及的效果来计算其历史分期的。
以下简述引进中国的历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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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学东渐: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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