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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存在四十多

年，在悠久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虽然只占短短的一页，却居于特

殊的地位，具有突出的意义。

中国较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当可远溯东汉和盛唐时期。

东汉佛教的传入和盛唐对域外文化的包容，丰富了中国古代文

明，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也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

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后干百年间，中外文化交流仍绵延

不断，不绝如缕。及至明清之际，随着中西航路的开通，中外文

化交流又掀起新的热潮。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以介绍西方科

学文化作为传教的手段，导致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近代思想文

化输入中国。中国士大夫探究西学一时蔚然成为风气。但是在

清初闭关锁国的政策下，这次短暂的中外文化交流被人为地阻

绝，使中国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长达一百多年。

在这一百多年间，西方几个主要国家思想上历经启蒙运动

的洗礼，经济上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得到蓬勃的发

展，中西之间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19世纪中叶，西

方列强势力扩张，终于打开了老大中国的大门。经受两次鸦片

战争失败的刺激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严重打击，清朝部分统

治者和在野的士大夫从洋枪洋炮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中终于

认识到只有改弦更张，师夷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皇朝统

治。一场向西方学习的高潮——洋务运动终于掀起。洋务运动

又一次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闸门，结束了清皇朝闭关锁国的

状态。

与东汉和盛唐时期不同——汉、唐时期中华文化和域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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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在相对平等地位上作双向的交流，盛唐皇朝更是以强盛的

国力、恢弘的气度，对异域文化主动采纳，兼容并蓄；中华文化也

强劲辐射，泽被远西，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履痕——洋务

运动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则反映出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猛烈撞

击下，中国面临“古今未有之变局”，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世界殖

民主义一资本主义体系。为此，容纳西学是当时中国朝野无可

奈何的被动抉择。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交流也不同于明清之际

的中西文化交流，虽然两者都是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

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但是明末清初的交流主要停留在

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同热衷西学的少数中国士人学者之间互相合

作的层面上，其影响是有限的；而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方文化，是

作为强势文化，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输向中国，中西文化

交流所引起的思想革新和社会变革，其广度和深度都是明清之

际的西学输入所难望其项背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大量译书、创办报刊，设

立新式学校，以介绍西学作为传教手段。与此同时，清政府创办

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设立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

局翻译馆，派遣青少年出洋留学，等等。这些，都表明在“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输入西学已经成为政府的决策和政府

行为。一大批西方科技著作和一些人文学科著述被译介到中

国。其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晚清官办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

译书最多、影响最大，成为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本书正是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对象，对晚清西学的译介

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作者阐述翻译馆设立的历史背景

及其创办历程，分析它最后衰落的原因。针对当时国门初开，中

国人中熟悉外文的人才稀缺和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

明显差异的具体情况，翻译馆的翻译采取了西人口授、中国学者

笔录的“西述中译”方法，确定了译名的原则——不少新创的化

学元素译名沿用至今。书中介绍的翻译馆出版印刷技术和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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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书中摘载了馆内西

员简况，对他们的工作作了公允的评价，并缕述中方主要翻译人

员小传，表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已经出现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的特殊群体。书中对翻译馆不同时期出版物数量、种类和特点

所作的具体统计和量化分析，表明翻译馆在近代西学输入中占

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著作的内容，从应用科学技术比重逐步

减少，和社会科学译著增加的变化，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重点从

求强到致富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向维新运动推进的端倪。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是以上海图书馆所藏丰富的历史

文献为基础，对翻译馆在其存在期间有关西学的全部出版物，逐

一扼要介绍其内容，查出原著名称及其简要内容，这是本书的一

大特色。当然，尽管本书以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献为基础，但它绝

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砌。它根据扎实的资料，充分吸收了前人已

有的研究成果，夹叙夹议，作了相应的理论分析。本书为近代中

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具体的例证，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补充

了生动的内容，它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其是近代西学东渐的

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自不

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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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一◆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中华民族大事记青铜板上，1865年这

一块上刻着这样的文字：“1865年(清同治四年)，江南机器制造

总局在上海成立。”

根据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的记载，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亦

简称为江南制造局)设立时间约为1865年5月底至6月初，由

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而建局。1865年，距离鸦片战争已经

有25年，这25年来，内忧外患，国无宁日：1843年，鸦片战争以

签订《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

门条约》)而告终。不到1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年后捻军

又起，1856年英法联军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攻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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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立的25年

间，是一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年代。

外国军队的现代舰船枪炮，甚至太平军引进的外国火

器，都对仍然以粗劣的火炮和冷兵器为主的清军造成了极大

的震撼，清廷官员不得不开始正视过去被视作“奇技淫巧”的

科学技术。从1 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到1861年冯桂芬

的《棱邻庐抗议》，一批首先放眼世界的人物向当局提出了涉

及科学技术、国家体制、人文思想等各领域的新主张。然而，

受到眼界、思想的局限，特别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在清政府的

高官中，军械的现代化成了中国提高国力的唯一目标，似乎

只要中国能够造出媲美西洋的枪炮舰船，就可以和西洋诸国

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江南制造局的创始者们也同样把

i5：代科技与工业看作拯救国家的首要力量，华蘅芳在他的

《防海新论序》中就认为“必先操可胜之柄，而后可以议战”，

而这“可胜之柄”，就是他所擅长、并准备以此效力朝廷的现

代科技。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就是在内外双重压力下



一、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由朝廷的有识之士和民间的能工巧匠共同缔造的中国近代

工业与科技文明的开端。

在今天上海虹口区的溧阳路、九龙路之间，有一条被称作虹

口港的不大的河流，汇入黄浦江中。当时的虹口，大部分地方已

划为美租界，美国人在虹口港两岸创办了旗记铁厂(Thos＆

Hunt Co．)。该公司的创立日期已经不清楚，只知道1863年已经

存在了。旗记铁厂的业务主要是修船和修造枪炮，在被中国官

方购入之前，就曾为清政府造过火炮和弹药。在19世纪，不仅

军舰糙备军械，民用运输船只也普遍装备军械用以自卫和应对

冲突，因此，军械的修造常常是修船企业不可或缺的业务之一。

李鸿章上奏言其“技艺甚属周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

制造”，虽有夸大，但可以看出，他并非只是看重旗记铁厂是一个

修造船企业，而更多的是看重其在军事工业方面的综合能力。

因此，购入旗记铁厂作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基础，当时考虑的

还是其较强的军事工业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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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局仅仅两年后，江南制造局就从虹口迁出，来到当时被称

为高昌庙的黄浦江畔，直到近年为世博会而迁址长兴岛，在那里

整整度过了140个年头。从虹口迁出，一方面是因为制造局生

产弹药的规模日益扩大，周围的美国人担心有安全问题，且虹口

华洋杂处，易引起中外纠纷，故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地。另一方

面，由于业务发展很快，到搬迁时，仅制造局的工人就已经有六

百人之众，虹口港地窄水浅，根本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军火和舰

船生产的要求。搬到高昌庙，使制造局有了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而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一家工业企业。

在晚清，江南制造局一直是朝廷最为重视、最为依赖的工业

重镇，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朝廷重臣先后

担任过它的督办，而江南制造局也没有辜负创始者的期望，为中

国工业文明的最初兴起，发出了启明星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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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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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建

局之初，制造局就招募了诸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徐华封等此

前就已经在安庆有所建树的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也吸纳了旗

记铁厂留下的佛尔士(T J．Falls，旧译科尔)等“洋匠”和一批中

国工匠。其中的中坚人物，是一批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具

备一定西方科技知识的精英，他们“壮心夙具凌云志”，抱着“终

教绝技等屠龙”的强国志向，在处处受阻的环境中艰难地坚持着

自己的事业。江南制造局要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军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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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教育机构，目为

对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才有着迫切的需求。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

和教育体系完全不能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工业的兴起提供亟需的

知识和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工艺学堂的

诞生自然顺理成章。

严峻的事实让江南制造局的创始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

的自强之梦不是单单靠仿制几支枪械、几门大炮就可以实现的，

中国所缺少的不仅仅是枪炮，更缺少配套的工业体系、技术人

才，尤其缺少科学知识。在这种条件下造出的枪炮轮船，无异于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江南制造局不得不担负起了对于一

个企业而言从未有过的文化创建和文化传播的职责，翻译馆、工

艺学堂就是江南制造局应对工业文明的成功创举。

在中国近代史上，1868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方

言馆、同文馆并列为引进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翻译国外科技文献

的先行者，在中国近代早期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机构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江南制造局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除了通

过生产实践训练了大批熟练工匠外，还设立了带有学堂性质的



一、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画图房，并教授外语、数学和机械制图等。1898年，又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工艺学堂，即后来的兵工学堂，为制造局和其他企业培

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工艺学堂在当时起到了传播现代科

学和普及应用技术教育的作用，这正是中国科学和工业技术亟

需的、亦不可偏废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

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才大大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畴，成为中国

近代科学和技术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开拓者。

江南制造局也是见证中国近代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一个标

志。江南制造局建局之初，在造枪炮的时候发现得先炼钢，造子

弹的时候发现得先造无烟火药，造兵船的时候发现得先造加工

机械，于是不得不样样从零开始，创造出了许多的“中国第一”，

从而成就了江南制造局作为中国工业先驱的历史地位。

在江南制造局，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第一代科技工

作者在机械制造、化工、冶金等方面始终保持着亲力亲为的传

统。他们亲自参与设计、测绘，在造船、枪炮、火药、冶金和机械

制造等各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到江南制造局之前，

他们就已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实践。他们曾为了探索光学奥秘，

将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来代替难以找到的三棱玻璃，“验得光分

七色”；为了验证枪弹运行的轨迹是否呈抛物线，他们设远近靶

子，通过实弹射击验证了解弹道抛物线的计算；在安庆，徐寿等

人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试造出了最早的蒸汽轮船。他们全面的技

术素养直接对当时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工业产生了

深刻影响，使江南制造局在军工、造船、机械和化工等方面走在了

全国的前列。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

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并且成为中国诸多工业

行业的先行者。

江南制造局制造了大量的“制器之器”。在1867—1904年

问，制造了车床等工作母机约600台。在中国还没有机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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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情况下，对民族工业的起步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后，开船坞、自造锅炉和各种轮船用

的机器设备，初步具备了制造轮船的能力。1868年8月，中国自

造的第一艘术壳机器兵船“恬吉”号(后囡避光绪帝载幅讳改名

为“惠吉”号)下水，之后，又续造了“操江”、“测海”等舰船。1875

年，江南制造局又建成中国第艘铁甲船“金瓯”号。

。惠吉{*船1{§

目。18]57年Ⅱ南制

造目建成中目#一

般机动是船。惠吉

1869年江南制造月

建成“操Ⅱ号。兵船．

曾参加■午海战

《成十目t}自勺#



一、中国工业文明的启明星——江南制造局

在枪炮弹药的制

造方面，制造局于1871

年仿造林明敦枪，制成 噬：

中国最早的后装线膛
篁

：然焉裹鋈奥地利漫利夏枪和德璺-

国的新毛瑟枪的基础

上于1891年试制成功

中国最早的连发枪“快利”。1872年制成前装线膛炮，1888年制成

后装线膛阿姆斯特郎炮，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火炮。制造局在枪

炮制造上很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

Ⅱ自“《月“t的仿日姆斯特目*

自m．￡十目最早的月装线＆m

★炮±∞目m搬℃ ^炮炮口自∞螺旋膛线

讧南造船博#馆内

K列的前＆棺自十

目{}的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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