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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蘅芳是清末著名数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他生于世宦门第，自幼不喜四书五经，却酷爱数学；他倾心洋务，设计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
”号；为引进西学，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西书；为培养人才，他先后讲学于上海格致书院、天津
武备学堂、湖北两湖书院⋯⋯华蘅芳的一生，为中国数学、实验、翻译、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本书是目前最完整的华蘅芳传记，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华蘅芳后人的大力支持。
书中全面记述了华蘅芳的生平，突出反映了他在科学实验、翻译、数学和教育领域的成就，兼述其弟
华世芳的成就，重点揭示华蘅芳的格致思想、数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以及华蘅芳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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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翻译西书的带头人 翻译西书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
华蘅芳在科技翻译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当时翻译人才缺乏，华蘅芳主动承担了多学科的翻译工作。
在这方面，他是同时代学者中的佼佼者。
李善兰译书在数学方面，徐寿译书在化学方面。
华蘅芳虽是数学家，译书却不局限于数学，而是包括矿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军事学。
其译书目的不是供学者欣赏，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实际上，他的译著对当时的采矿业、机械工业、气象部门及银行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推进洋务
运动的积极力量。
 华蘅芳作为最初的翻译委员之一，其成功的翻译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带动了中国的科技翻译尤其是江
南制造局的翻译工作。
 三、科普、职教及小学 华蘅芳不仅是中国近代科技的先行者，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
其影响从清末延续到民国。
 一是科普教育。
洋务运动之前，中国虽有许多书院，但都是进行文史教育或伦理教育。
格致书院开科普教育的先河，华蘅芳则是这一工作的实践者和领导者。
他先后担任书院的教习和山长，通过实物、书籍和讲解，向来访者普及科学知识。
他的成功经验被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和徐华封继承，他离开书院后，书院的科普T作一直进行得有声有
色，并被其他书院仿效。
 二是职业教育。
华蘅芳晚年曾担任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的算学教习。
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华蘅芳是该校的首批教师之一。
虽然任教时间不长，但他以“博学多通”和生动教学赢得学堂师生的尊敬，并积累了宝贵的职业教育
经验。
学堂的成功举办为全国树立了榜样，进入20世纪以后，不少地方的大中企业都成立了类似的工艺学堂
，培养技术人才。
这类学校对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与杨模一起创办新式小学。
杨模建立埃实学堂后请华蘅芳当总教习。
杨模相当于校长而华蘅芳相当于教务长和首席教师。
埃实学堂是不同于私塾的近代小学，设国文、算术、史地、外语等科，各科教材都是华蘅芳组织教师
自编的。
小学设外语课，可见华蘅芳思想之超前。
民国以后，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只是一般不设外语课。
进入2l世纪以来，许多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开设外语课。
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继承华蘅芳的教育思想。
但遥想百年前华蘅芳在我国第一所小学开外语课的创举，“外语从娃娃抓起”的思想着实令人钦佩！
 埃实学堂的另一项创举是男女并教。
现在看来，这是很平常的，当时可是石破天惊！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类学校都是只招男生，不招女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正因为如此，那些女扮男装的求学故事才被传为佳话。
埃实学堂公开招女生，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它的意义，不仅是直接培养了一些女孩子，而且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起点。
从此，女童和男童一样，有了上学的权力。
民国时期曾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男女并教”可以说没有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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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校同里看到那些『夹乐成长的男生和女生时，不要忘记为实现这种局面最先做出努力的华蘅
芳！
 第三节华蘅芳译著对日本的影响 华蘅芳译的《地学浅释》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地质学及思想界，同时
影响了日本。
日本于明治十四年（1881）重印《地学浅释》，并由乙骨太郎训点，共892页①。
《金石识别》也传人日本，日据中国台湾时还曾于大正十年（1921）购买此书，藏于“台湾总督府图
书馆”（现藏“中央图书馆”）。
但有关二书影响日本的史料，笔者所见甚少，故本节重点讨论华蘅芳的数学译著对日本的影响。
 一、幕府、明治之交的西算东传 日本在幕府末期为加强国防，开始引进西方科技。
西方数学的引进是通过汉译著作实现的。
主要表现在一些学校应用了清末汉译西方数学著作为教材，如东京开成所（东京大学前身），长崎、
静冈县的海军传习所和沼津兵学校。
 明治十二年（1879）的一本数学杂志中说： 西方数学方法传入我国距今又二十余年，旧幕府海军成立
之时， 便已开设算术课程。
然当时以教授航海技术为主，还未进行数学研 究，所以未著数学书。
当时以支那出版的《数学启蒙》为入门教程， 并翻译荷兰书为补。
② 文中“支那”即中国，《数学启蒙》即清末的汉译西方数学著作。
 安政二年（1855）进入长崎海军传习所的小野友五郎（1817～1898）精通和算，较早接触并研习了汉
译西算著作。
他说： 有支那人之作《代微积》一书，其“代微积”之“代”字指代 数，“微”字指微分，“积”
字指积分。
若不知此术即不能通航海技 术也。
③ 文中的《代微积》即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译的《代微积拾级》，该书成为日本最早的微积分教
材，也是传人日本的首部汉译西算著作。
据小野友三郎回忆，他是在1859～1860年学习《代微积拾级》的①。
也就是说，该书在中围一出版便传人日本。
 1862年，日本人高杉晋作（1839～1867）、中牟田仓之助（1837～1916）等访问上海，购得大量中国
出版的汉译西方科学著作，包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重学》等。
这些书进入日本，成为学校教材，对日本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明治初年开始，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先后传人日本，加速了日本数学
的西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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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lO年11月，我们受华蘅芳、华世芳的孙女华嘏女士和侄孙女华畹芗女士的委托，开始撰写《中国近
代科学的先行者——华蘅芳》。
    2011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为本书题词“中国近代科学先行者华蘅芳”。
我们衷心感谢吴先生的支持！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华蘅芳，除了利用华嘏女士提供的素材并到北京各图书馆查阅资料外，我们还
于2011年4月走出北京，到无锡、江阴、常州、上海等华蘅芳的足迹地调研。
国家文物局有关处，以及上海市文物局文物处、无锡市文化遗产局、常州市文物处、江阴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泰州市靖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为我们在各地的调研提供了支持。
    在无锡市文化遗产局李鹏程的陪同下，调研的第一站是华蘅芳的故乡无锡市荡口镇（今鹅湖镇）。
镇领导李立组织并主持座谈会，向我们介绍了华蘅芳的家世及正在进行的恢复华蘅芳故居的工作，并
提供了相关资料。
我们还去华蘅芳的远房侄孙华祖德家拜访，了解到华蘅芳后代的一些情况。
在无锡期间，我们考察了江阴南菁中学（原南菁书院），老校长虞德范召集座谈会并向我们赠送了该
校编写的《南菁书院志》等书；又考察了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原龙城书院）、靖江中学（原马洲书院
）和无锡市连元街小学（原埃实学堂），查阅了有关华蘅芳、华世芳的原始档案，获得一些珍贵资料
。
    无锡市文化遗产局和市政协先后为我们举办了两次专家座谈会，对华蘅芳、华世芳素有研究的顾一
群、何莘耕、汤可可等多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
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的夏刚草研究员引领我们参观了由他设计复原的“黄鹄”号轮船。
    在上海市文物局文物处的协助下，格致中学（原格致书院）柯瑞逢陪同我们参观该校并赠送《格致
校史稿》，书中有华蘅芳等当年在书院工作的记载。
在卢湾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张富强所长陪同我们查阅了有关华蘅芳的资料。
我们还参观了江南造船博物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原南洋公学）校史馆，获取了一些史料。
华蘅芳的玄外孙女、华瑾的曾孙女张华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华蘅芳和华瑾的材料，崔建勤、武海亮、温
新苗、马玲等同志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写作素材。
    本书引用的华蘅芳著作，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该馆的尹平女士和
程占京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积极协助。
我们还多次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阅
资料，同样受到各馆同志的热情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使用了王渝生研究员的赠书、郭世荣教授提供的藏书资料和罗见今教授尚未发
表的论文，参考了诸多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的著作（含论文）。
罗见今和顾一群两位专家应我们请求，认真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另外，《中小学数学》杂志社的赵波、黄玉柳、柴连起、左建胜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支持。
    由于帮助过我们的人太多了，或有遗漏，在此谨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感谢！
    本书的第一章、第六章至第九章及年表由佟健华执笔，第二章至第五章、第十章由孔国平执笔（
图10—3中华蘅芳的第四代配偶和第五代，以及华世芳、华湘英后代的信息由委托人华嘏的女儿吴振云
提供）。
书稿经我们逐章审读和讨论，多次修改，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与辛劳。
    在这部学术性传记中，我们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华蘅芳的生平、贡献及影响，兼论华世芳。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尚待深人。
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课题组    201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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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行者:华蘅芳》由孔国平、佟健华、方运加所著，讲述华蘅芳（1833—1902），字
畹香，号若汀，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晚清著名的数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的
先行者和传播者。
华蘅芳崇尚实验，躬身实践，无愧地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冲破旧学术传统、投身于近代科学研究新潮流
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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