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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欧教育交流始终是伴随中欧文化交流发展的，中欧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欧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祥地。
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使东西方两大文明得以相互交往。
随着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大和延伸，16世纪下半叶，西方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教义和文
化；同时，他们又将东方文化带回到欧洲，促进了欧亚大陆两端人们的相互了解和中欧文化相互交流
。
17、l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足以产生“文化热”的地步。
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当“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
了。
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
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①。
而欧洲近代科学技术成就也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当利马窦向中国明朝皇帝奉献上自鸣钟和钟表吋，皇
帝龙颜大悦；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洪若翰等5名传教士，都是些满腹经纶的数学家和天
文学家；清朝顺治年间(1654年)，朝廷决定用欧洲人的西历取代回历，也就是从这时起，创立了在钦
天监任用欧洲天文学家的惯例，等等。
正是“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两朌力量持久地椎动著中欧教育文化的空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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