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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晚明以来，中国已经开始与西来的西方文明接触，中国自己的历史已经不能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
夷夏之分的观念开始动摇。
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文化间的对话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不同文化问的对话，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间的对话与理解并非易事，从双方来说，无论是从
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本书为“中国与世界16-19世纪”丛书之一，概述了丁韪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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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同文馆时期丁韪良的“实学”译介：“由格物而推及造物”　　1．“实学”译介举要　　
同文馆时期，丁韪良虽有时将他介绍的西方知识称为“西学”，但更多的时候喜欢用“实学”这个词
来指代他所译介的西学，而与他后期多将西学称为“新学”相对照。
这一时期，他称西学为“实学”，无疑是在迎合当时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口味。
明末清初中国学术界在耶稣会士输入西学的影响下产生了一股讲求实行、实证、实效为主要特征的实
学思潮。
当时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像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那样讲求实际的科学家以及以实用为归宿的著作如
《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等。
实学思潮重证据、讲逻辑，在实学思潮的产生过程中，西学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实学思潮在明末清初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进步，体现在人文领域就是推动了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考订
，著名的大师有阎若璩、戴震；在自然科学领域则是推动了天文数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诸如王锡
阐、梅文鼎等大师。
到了晚清，对西学的接受者一开始亦延续了清末明初的这种实学思潮，并将新教传教士介绍的西学称
为实学，直到维新运动时期才赋予西学一个更加肯定性的名称“新学”。
丁韪良前一个阶段喜用“实学”，而第二个阶段则喜用“新学”，即是对当时中国这种思潮的反应的
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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