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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　浩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文化交流与知识更新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本文通过梳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概括这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历史背景、成因及特点，探究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

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通过深入挖掘和研究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历史经验，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文化的

发展轨迹，为当前和未来的科技翻译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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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能够帮

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科技与文化冲击

时的复杂反应。它揭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

色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自我更新与发展。

这种文化适应与创新的过程，对于今天中国在全球化浪潮

中寻求自身定位、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通过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我们能够更清晰

地看到科技知识是如何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

1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1.1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历史背景及成因

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近

代科学体系逐步建立，科技迅猛发展，为科技翻译提供了

丰富的内容和动力。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宗教信

仰和扩展影响力，向东方派出大量传教士，其中包括许多

具有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历了政

治动荡和经济转型，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但同时也孕

育了对新知的渴望和对传统科技的反思。西方的科技革命

带来了丰富的科学成果，而宗教传播的需求促使许多具有

科学知识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

着政治动荡和经济转型，对新知识的渴望与日俱增。开明

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开始寻求外来科技以弥补

中国传统科技的不足，推动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文化交

流与融合是科技翻译高潮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传教

士为了传播天主教，采取了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策略，通

过科技翻译作为传播手段。此外，科技进步的需求、政治

与经济因素、士大夫的开明思想以及翻译机构的建立，都

是推动科技翻译高潮形成的关键因素。

1.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特点

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次重要事

件，不仅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在科技领域的首次大规模知识

交流，更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一时期的

翻译活动，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它所涉及的领域广泛，

包括医学、地理、天文学、数学等多个基础科学和应用科

学领域。这一时期的翻译高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

反映了中国社会在面对西方科技冲击时的开放态度和学习

精神。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在政治、经济上面临诸多

挑战，但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却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和

包容心态。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科技成就，没有

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学习、吸收，力求在科技领域取得突

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为中国翻译机构的建设和翻译

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明末清初，随着翻译活动的增

多，一些翻译机构开始出现，如历局、同文馆等，这些机

构的建立，为翻译活动的系统化、专业化提供了平台。同

时，翻译家们在翻译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翻译理论

和方法，如徐光启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

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的翻译高潮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由于当时的翻译家多为士大夫，他们对西方科技的理解和

掌握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解和偏差。此外，由

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些西方科技概念在翻译成中文

时，也面临着表达上的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促使中

国的翻译家们不断探索和改进翻译方法，提高翻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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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1科学技术进步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科学技术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科技知识体系的首次

大规模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大量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使得中国学者接触到了当时世界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如天文学、数学、医学等领域的

知识，这些新知不仅拓宽了中国学者的科学视野，也为中

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

的《几何原本》引入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不仅丰富了中国

的数学理论，还促进了数学符号和概念的标准化，为后来

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乾坤体

议》及徐光启组织编译的《崇祯历书》，引入了西方的天

文学说和观测技术，对中国传统天文学进行了重要补充，

提高了历法的精确度。西方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的翻译，

如《泰西人身说概》，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基于解剖的医学

知识，这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光启

与熊三拨合译的《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的水利技术和

工具，如龙尾车、玉衡车等，这些技术的引入改善了中国

的农业灌溉系统。科技翻译的兴起促进了中国传统科学技

术的自我革新。面对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中国学者开

始重新审视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传统科技进行了有

益的补充和发展。这种知识体系的更新，为后来的学术发

展奠定了基础。

科技翻译还带动了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等新思想的传

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冲击和挑战。这些新

思想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社会对科学方法的认识和接

受，促进了科学思维的普及。如《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

对机械原理的介绍，促进了科学实验方法在中国的接受和

发展。科技翻译的高潮也影响了教育和学术的变革。新的

学科和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和采纳，推动了学术研究方法

的现代化。学者们开始重视实证研究和实验验证，这对于

提高科研质量和推动科技进步具有重要作用。科技翻译还

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变动，科学技术的重视提升

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对于知识、才能的

评价标准。这种变动促进了社会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和

尊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2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产

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型。这

一时期，翻译实践领域显著拓宽，涉及医学、地理、天文

学、数学等多个科技领域，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科技知识体

系，也促进了翻译技巧和方法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与中国

士大夫的合作翻译模式，有效克服了语言障碍，加速了西

方科技知识的传播。

翻译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初步形成与发展。徐光启

的“会通以求超胜”思想，强调了翻译在学习和超越西方

科技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

导。同时，为了准确传达西方科技概念，翻译家们创造了

大量新的汉语术语，如“几何”、“对数”，这些术语的

标准化使用，为科技翻译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奠定了基础。

此外，翻译机构的建立，如历局等，标志着中国翻译

事业开始走向组织化和系统化。这些机构不仅为翻译工作

提供了专业平台，也促进了翻译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

翻译人才。翻译思想的多元化，如有的翻译家强调忠实原

文，有的主张适应读者，为后来的翻译理论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思想资源。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对后世翻译理论产生了深

远影响。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便是受到徐光

启等人翻译思想的启发。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探

索，提升了翻译质量，强调了译文的准确性、通顺性和易

读性，推动了翻译事业的整体水平提升。翻译与社会发展

的互动在这一时期尤为显著。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动了翻译实

践和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3文化交流融合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交流融

合的重要篇章，开启了中西知识体系交流的新纪元。这一

时期，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不仅引入了新的科学理念和方

法论，也挑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知识体系，促进了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发展。通过翻译，西方的天文学、

数学、医学等知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

混合知识体系，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科技

翻译高潮也促进了中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

了解和认识。西方的先进思想如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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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翻译作品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开放和多元

化，对后来的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此

外，科技翻译的兴起促使中国的教育体制开始重视科学技

术教育，新的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教育改革的开始。在语言文字方面，为了准确翻译西方科

技著作，翻译家们创造了许多新的汉语词汇和术语，丰富

了汉语的表达能力，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发展。科技翻译还

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影响，激发了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

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科技翻译高潮为中国的现代化提

供了知识和思想上的支持，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

近代社会的转变。

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国社会增强了对自身文化

价值的认识和自信，为维护民族文化特色和推动文化创新

提供了动力。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为后世中西文化交

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展示了如何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

上吸收外来文化，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总之，这一时

期的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社会文化交流融合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束语：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

的文化交流与知识更新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不仅加速了西方科技知识的传

播，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融合，为中国社

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合作，中

国学者接触到了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新知的引

入，挑战并更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推动了中国在医

学、天文学、数学等领域的学术发展。这一时期的翻译实

践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翻译家们

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翻译原则和方法。此外，翻译高潮

还促进了翻译机构的建立，如历局等，这些机构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翻译事业开始走向组织化和系统化。

然而，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语言

障碍、文化差异等，翻译家们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世的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综上所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不仅是中国翻译

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

缩影。它展示了中国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开放态度和

学习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吸收外来知识时的自

我更新和创新能力。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对

当代中国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交流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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