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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近代中国科技的重新起步

郭红娟　 (洛阳师专 )

　　中国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 ,曾经书写下辉煌的

篇章 ,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说: 中国

“在公元 3世纪到 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

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而且“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

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特别是在 15世纪之

前更是如此。”①但后来中国科技在时代进步中落伍

了 ,直到 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重新起步。 在近代

中国科技的重新起步过程中 ,曾国藩扮演了一个举

足轻重的角色。 本文试从这一侧面加以阐述。

一

16世纪至 19世纪 40年代 ,西方科学技术冲破

了中世纪神学的羁绊 ,在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技

术革命的推动下 ,从落后走向先进 ,正处在近代的繁

荣和发展时期。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 ,却处于明、清两

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 科学技术虽然也取得了一

些成绩 ,但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 ,逐渐落后于西方。

这与中国传统的科技体系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科

技是在与西欧隔绝的情况下独自发明和创造的 ,这

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与轨迹。 中国古代科

技体系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有极强的实用性。 在封

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

“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 ,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

求 ,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这一点与希腊人所开创

的科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

科技直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需要 ,封建社会结构本

身就为它设定了一个发展的极限 ,过了这个极限 ,除

非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这种实用型科技就只有

停滞不前。”②事实上 ,中国实用型科技体系在宋元时

期 ( 10～ 14世纪 )已达到了它的极限。 此后 ,明、清封

建社会的束缚使科技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与发展。

科技交流也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西方科技最初是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传入中国

的。 传教士大批来华是在 16世纪下半叶 ,即明朝万

历年间。 他们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

怀仁、艾儒略、邓玉函等。 他们通过译书、讲学等形

式 ,将西方近代初期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

等学科的知识或多或少地介绍给中国。 这些东渐的

西学只是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而且遇到像康

熙那样爱好自然科学的圣君明主时才得以传播。 如

修订精确的历法 ,测绘全国版图 ,供宫廷中观赏和摆

设的机械玩具等。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心态

是 ,华夏文明的优越感和对西学的排斥。他们或者认

为西学在我国古已有之 ,只是后来失传 ,或者认为中

学西学不分高下 ,或者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 ,或者认

为西学实际上源于中学。因此 ,东渐的西学在中国土

地上并没有生根发芽 ,对我国传统的科技体系整体

上没有什么触动。到雍正时由于当局对传教士的不

满 ,西学东渐受阻。 以后 ,历代政府厉行闭关锁国政

策 ,使中西方科技的交流陷于中断 ,人们对欧洲科技

的新进展、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新潮流、新手段 ,茫

然无知。 这就使得通过科技交流促进中国科技发展

的道路完全被堵塞了。 中国科技的重新起步是在两

次鸦片战争惨败之后的强大刺激之下开始的。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 ,是东方古老刀矛与西方近代

炮舰的拼杀 ,虽然正义遭到惩罚 ,野蛮亵渎了文明 ,

但看似偶然的结局 ,却是必然的归宿: 落后就要挨

打! 残酷的现实 ,把一些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美

梦中惊醒。他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 ,开始对自己加以

反省 ,并在中西方对比中寻找差距 ,以寻求救国救民

的自强制夷之策。林则徐、魏源是其中的代表。他们

从战争的最直接的体验中感受到自己武器技术的落

后。魏源指出: “夷之长技三:一战舰 ,二火器 ,三养兵

练兵之法。”从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的主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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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西方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但长期的

闭关锁国和妄自尊大 ,使得当时天朝君臣仍然表现

出极度的迂腐与顽固: “今日之事 ,苟有议征用西洋

兵舶者 ,则必曰借助外夷 ,恐示弱 ,……使有议制造

船械 ,师夷长技者 ,则曰糜费 ;……苟有议翻夷书 ,刺

夷事者 ,是必曰多事”④。学习西方的思想在当时显得

曲高和寡。再加上林、魏等不掌握实权 ,所以 ,这一思

想很难付诸实践。

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两年多的时间内 ,

就从广西一隅发展到长江流域 ,建立了与满清政府

对峙的南京政权 ,腐朽的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内战方酣 ,外患又起。1856年到 1860年 ,英法发动了

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政府不仅割

地赔款 ,而且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长期以来被视

为天朝体面的三跪九叩礼被取消 ,天朝的 “尊严”丧

失殆尽。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统治者 ,在内忧外患的

沉重打击之下 ,也开始作政策上的调整 ,掀起了以

“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他们认为 ,“自强

以练兵为要” ,而 “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要求学习西

方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则是这一运动的开创者。 他

说: “欲求自强之道 ,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 ,以

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⑤作炸炮、造

轮舟固然在于御侮以自强 ,但更直接的目的在于镇

压太平军。1861年 ,当湘军与太平军打得难解难分的

时候 ,曾国藩上奏清廷 ,指出: “购买外洋船炮 ,则为

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购成之后 ,访募覃思之

士 ,智巧之匠 ,始而演习 ,继而试造 ,不过一二年 ,火

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

略。”⑥由此可见 ,曾国藩办洋务、兴科技仍然具有极

强的“实用性”的特点。 但按照从购买船炮到自制船

炮逻辑的发展 ,其客观的结果却是为近代科技的重

新起步提供了直接的契机。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崛起的曾国藩也有足够的实力把“师夷长技”的思想

付诸实施。因为曾国藩及其所部湘军 ,不仅拥有强大

的军事力量 ,而且掌握着极大的财权和政权 ,是当时

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的作为在极大程度上影响

着近代中国格局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努力 ,人才是

科技发展的关键。曾国藩一生以知人善任著称。他带

兵之后 ,设立幕府 ,广泛征士 ,将发现和造就人才作

为“着力”之处。他告诫部下: “求人之道 ,须如白圭之

治生 ,如鹰隼之击物 ,不得不休。”⑦曾国藩对容闳的

态度体现了他求才若渴的人才观。 容闳早年留学美

国 ,毕业于耶鲁大学。 1855年 ,他抱着使中国致富强

的愿望回到祖国。当曾国藩了解到容闳熟悉西学、精

通英文等情况后 ,便几次托人奉书劝驾。在曾国藩的

感召下 ,容闳于 1863年 (同治二年 )阴历九月抵达安

庆曾国藩大营 ,成为其幕府中的重要一员。曾国藩不

仅自己极力罗致人才 ,而且托弟子朋友多方设法搜

求。 于是 ,当时凡有一技一艺之能者 ,无不争鬻于其

门。幕府宾僚盛极一时。曾目睹这一景况的容闳说:

“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 幕府外更有后补之官

员 ,怀才之士子 ,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

家 ,无不毕集 ,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 ,汇集于此。”⑧

在曾国藩的幕僚群体中 ,既有传统士绅 ,也有新型知

识人才。如当时享有盛名的李善兰、华蘅芳、龚芸棠、

徐建寅、徐寿等。 大量科技人才涌入曾国藩幕府 ,便

使近代中国最有实力的权势派人物与智慧派人物结

合起来 ,为近代科技的起步提供了可能。

19世纪 60年代 ,中外关系的发展也为科技的起

步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从 1840年到

1860年 ,西方列强通过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

种种侵略权益 ,但同时 ,他们也感到 ,要使这些权益

得以兑现就必须扶植清政府 ,使它不致于垮台。就清

政府来讲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英法联军于

1860年占领北京并焚毁圆明园的事实 ,使得一部分

人认识到现代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

不同的。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国际形势 ,并要求加强与

西方的联系。 故“ 1861年以后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

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⑨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设立 ,便是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标志。中外合作的格

局逐步完成。 中国科技具有了通过中西文化交流重

新起步的外部条件。

三

曾国藩的洋务活动 ,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对近代

科技的重新起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 )制造军械。武器的优劣 ,直接影响着战争的

进程和结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 ,曾国藩

领略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他在《请催广东续解洋炮

片》中说: “湘潭、岳州两次大胜 ,实赖洋炮之力” ,“且

江面非可遽清 ,水师尚须增添 ,尤须有洋炮陆续接

济 ,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10湘军与太平军作战 ,实

力对峙在水战而不在陆战 ,所以 ,他通过各种途径购

买洋枪洋炮装备湘军。 但就当时来讲 ,购买洋枪洋

炮 ,糜费极多 ,故而 1860年攻下安庆 ,曾国藩就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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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 ,仿制洋枪洋炮。虽然生产方

法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手工状态 ,但它是 “近代军用工

业的雏形或前奏”。11战争的环境 ,使近代中国科技首

先在军工技术方面开始重新起步。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采用其幕僚徐寿和华

蘅芳的建议而设立的。之后 ,又任用他们主持研制轮

船。由于资料缺乏 ,曾国藩便送他们到当时清政府购

买的外国轮船上考察学习。在曾国藩的支持之下 ,徐

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潜心研究 ,“一切事宜 ,皆由手

造 ,不假外人”12。 历时数月 ,终于制成了中国近代第

一台实用性蒸汽轮机模型。 它的结构与当时世界先

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 曾国藩看到实验后

很受鼓舞 ,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 “华蘅芳、徐寿所

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 其法以火蒸水 ,气贯如筒

……。 窃喜洋人之智巧 ,我中国人亦能为之 ,彼不能

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3汽机试制成功后 ,又进行船体

的试制工作。 1863年阴历年底终于研制成一艘木壳

小轮船。 该船长约二丈八九尺 ,航速每小时二十五、

六里。虽然此船有“行驶迟钝 ,不甚得法”14的缺点 ,但

“它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 ,标志中国近

代造船业的诞生”。15在曾国藩的鼓励和关怀下 ,徐

寿、华蘅芳等人继续研制 ,于 1865年完成火轮船的

放大试制工作。曾国藩命名“黄鹄”号。次年 ,“黄鹄”

号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该船重 2吨 ,长 55尺 ,蒸汽

机为高压引擎 ,单汽筒 ,直径 1尺 ,长 2尺。轮船回船

轴长 14尺 ,直径 2. 4尺。锅炉长 11尺 ,直径 2尺。船

舱设在回转轴后面 ,机器设在船的前部。试航时速顺

流 28里 ,逆流 16里。 以上二船虽是机动船 ,但生产

过程大部分是手工完成的 ,且属试验性质 ,非批量制

造。 采用机器生产 ,是从江南制造局开始的。

江南制造局之设 ,出于曾国藩幕僚的计议 ,而容

闳则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容闳认为: “中国今日欲

建设机器厂 ,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 ,不宜专以供特

别之应用。”建议曾国藩“先立一母厂 ,再由母厂以造

出其他各种机器厂”。16曾国藩采纳了他的建议 ,派徐

寿、华蘅芳等人筹建江南制造局 ,派容闳到美国购买

机器。 1865年 ,这批 100余台的机器设备运抵上海 ,

构成江南制造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两个部分

是李鸿章买下的美商在虹口的旗记铁厂 ,以及上海

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的设备。后来又陆续添置设备

和扩大工厂规模。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前 ,已发展

成为不仅是中国最大、最先进的近代企业 ,在东亚也

首屈一指。”17 1865年 ,江南制造局开局之初 ,先造枪

炮 , 1867年 ,曾国藩主张制造轮船 ,并奏请拨留江海

关洋税二成 ,其中一成为制造轮船之用。 1868年 ,第

一艘轮船“恬吉” (后改为“惠吉” )号下水 ,曾国藩亲

自登舟试行。 该船长 185尺 ,宽 27. 2尺 ,马力 392

匹 ,载重 600吨 ,配炮 9门 ,属木质明轮 ,汽炉、船壳

自造 ,机器购买旧的加以修整。这是近代中国工业诞

生后的第一艘自制轮船。 在当时引起国内外的普遍

关注。 到 1885年 ,该局共造出 8艘兵轮、 7艘小型船

只 ,计 15艘。 该局除了制造轮船、枪炮军火外 ,也制

造了不少机器 ,带动和促进了近代基础工业的发展。

(二 )派遣留学生。科技的发展 ,就要求有相应的

科技教育为之培养后劲人才。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 ,

把科举考试作为目标 ,按八股文取士 ,以朱熹所注的

四书五经为辨别是非优劣的标准 ,引导知识分子潜

心古籍 ,埋头于著疏、考据 ,从而使学术界脱离生产、

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这种状况远

远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故而从长远考虑 ,曾国

藩采纳容闳的建议 ,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于是 ,中

国近代第一个官派留学生的方案得以实现。 从 1872

年到 1875年 ,清政府派出四批共 120名幼童赴美留

学。 尽管曾国藩死后 ,由于顽固派的极力破坏 ,清政

府于 1881年撤回了所有留美学生 ,使原定二十年的

教育计划夭折了 ,但是 ,这批留美归来的学生带回了

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 ,并且在他们中间涌现了近代

中国第一批著名的科学家。

詹天佑 ( 1861— 1919年 ) ,广东南海人 ,清政府首

批留学生之一。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学习工程专

业。归国后 ,曾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广东

海图水陆师学堂。 1888年调至唐津铁路工地 ,从此 ,

为中国铁路事业屡建功勋。 京沈线上要修建滦河大

桥工程 ,英、日、德三国工程师先后未能攻克 ,在万般

无奈的情况下 ,只好让位给年轻的中国人詹天佑。他

分析了外国人屡次失败的原因 ,研究了滦河河床的

地质状况 ,经过缜密的勘查测量 ,重新选定桥址 ,以

中国传统方法配合必要的机器打桩 ,如期架起滦河

大桥。 这是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第一座近代铁路

大桥。他的杰出成绩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不久 ,

被聘为英国工程研究会会员。1905年 ,他又受命主持

了举世瞩目的京张铁路工程。 针对险恶复杂的地理

状况 ,他采用“人字形”线路 ,于 1909年提前两年竣

工 ,这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人独立完成全部设计与

施工任务的铁路。在中国积弱不堪的那个年代 ,詹天

佑的成绩尤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此外 ,留美学生周

55



万鹏曾主持规划和勘造了宁汉、桂滇等电报干线 ,并

辑录《万国电报通例》一书 ,由邮传部在国内推广 ,使

中国电政逐渐趋向标准化 ,还将莫尔斯电报机改为

新创的韦斯敦机 ,使上海电报局趋向当时世界先进

水平。 留美学生邝荣光和吴仰曾是著名的采矿工程

师。 对中国近代最大的用机械开采的煤矿—— 开平

煤矿贡献卓著。 曾国藩所开创的官派留学生开拓了

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风气 ,同时也将中国的科学技

术水平推向前进。

(三 )创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近代中国科技的

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广泛的译书活动。 曾国藩在促

进这一活动的开展方面颇有建树。 科学技术只有在

交流中才能前进和发展 ,对于科技落后的中国来说 ,

吸取西方优秀的科技成果 ,为我所用 ,以为创新的基

础就更显必要。 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大批

机器的引进 ,对科学原理的掌握就很必要 ,因而必须

广泛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 曾国藩认为: “翻译一

事 ,系制造之根本。 洋人制器出于算学 ,其中奥妙皆

有图说可寻。 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 ,故虽日习其

器 ,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

翻译甚为究心 ,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

雅、玛高温三名 ,专择有裨制造之书 ,详细翻出。现已

译成《气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

煤图说》四种 ,拟俟学馆建成 ,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

习 ,妥立课程 ,先从图说入手 ,切实研究 ,庶几以理融

贯 ,不必假手洋人。 亦可引伸 ,另勒成书。”18于是 ,在

曾国藩的主持下 ,江南制造总局于 1868年专门设立

了翻译馆 ,先后聘请了十多位热心中外文化交流的

西方传教士 ,网罗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学者进行翻

译。 到 1907年 ,江南制造局的科技人员先后译成图

书 180多种 ,内容涉及船政、工程 、矿学、格致、数学、

电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历

史、政治等 20多个学科 ,所译书籍占到同期全国译

书总量的一半。这些书籍的出版 ,不仅瓦解了中国几

千年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 ,而且使中国知识分子的

眼界拓展到中国传统自然科学范畴以外 ,掌握了更

多的科学新知 ,为中国近代科学中许多学科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群中 ,数学研究的力量最

为雄厚 ,因此 ,西方高等数学的翻译成就比较显著。

在李善兰翻译的基础上 ,华蘅芳翻译了《代数术》 25

卷 ,《代数难题解法》 16卷 ,把较为新近的西方代数著

作介绍到中国。 他翻译的《决疑数学》 10卷首次将概

率论介绍到中国。 徐建寅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

指》 3卷 ,把初等实用几何学的内容介绍过来。

在化学方面 ,徐寿编的新的汉字表达元素符号 ,

许多名称如钠、锰、镍、镁等今天还在使用。 在他的

《化学鉴原》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文元素表。他的《化学

考质》及《化学求数》分别为我国第一本定性化学分

析和定量化学分析的著作。 徐建寅的《化学分原》将

西方近代分析化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在天文学方面 ,首次介绍哥白尼学说的是《谈

天》 ,它曾由李善兰译出 (咸丰九年 ) ,后来 ,江南制造

局在 1881年又由徐建寅续补了直到 1871年的新成

果 ,并再次刊印出版。 这是一本天体力学的专著。

此外 ,地质学、物理学等近代知识也被介绍进

来。

封建主义的束缚 ,资本主义的侵略 ,造成了近代

中国的落后与贫穷。 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为科技提供

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 ,这就使近代中国科技不可能

涉足近代科技的前沿 ,而主要是以引进、传播西方科

技为主。

曾国藩支持科技人员刊刻、出版自己所著、所译

科技书籍 ,对近代科技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李

善兰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1852年 ,他与伟烈亚

力合作 ,翻译《几何原本》后 9卷 ,并于 1857年出版。

由于战争 ,印行不久 ,版被火毁。 曾国藩得知这一情

况后 ,就嘱咐李善兰取后 9卷重校付刊。 “继思无前

六卷则初学无由得其蹊径”19 ,因并取前 6卷属校刊

之。并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代为作序 ,以示重视。在

曾国藩的资助下 , 1865年金陵书局出版了 15卷足本

《几何原本》。 这一著作对于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传

播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 ,中国科技的重新起步是从近代开始的 ,而

曾国藩以他特有的品格、学识、地位和权势为之做出

了重大贡献。 对此 ,我们应给以充分的肯定。

注释
①李约瑟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1卷 ,第 1分册 ) .科学出

版社 , 1975, 3.

②吴国盛 .科学的历程 (上册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5,

271— 272.

③④魏　源 .海国图志· 筹海篇 .鸦片战争 ,第 5卷 ,神州国

光社 , 1954, 567、 566— 567.

⑤13曾国藩全集 (日记 ) .岳麓书社 , 1988, 748、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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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英汉大词典》

丁志聪　 (泉州师专 )

　　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镶嵌着诸多绚

丽多彩的宝珠 ,百名专家学者智慧的结晶成为流芳

百世的千琢良玉。 《英汉大词典》—— 这一嘉惠英语

学子的璀璨明珠 ,光彩夺目。

佳书难得 ,好事多磨。 这份瑰宝一问世 ,便引起

社会各界的关注。《英汉大词典》评论文章接二连三 ,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莫衷一是。

截然不同的两篇评论是: 陈忠诚先生的“《英汉

大词典》隐患之曝光” (载《中国图书评论》 1992年第

4期 )和万方先生的“析 《̀英汉大词典》隐患之曝光’ ”

(载《外国语》 1994年第 3期 )。 陈在文中提及他对该

词典抽样调查的结果认为 ,该词典质量还存在着很

多问题。 万则认为 ,《英汉大词典》盖世无双、炉火纯

青。

1. 陈指出: “违反起码常识 ,如该词典第 2页左

栏第 13-14行所称`在……日记中 ,
·
常
·
常
·
省
·
略不定冠

词’ 云云是违反常识的。 言语实践告诉我们 ,在……

日记中
·
常
·
常
·
不省略不定冠词。 可见其质量之一斑。”

万则胸有成竹、情绪激昂 ,列举 3例驳斥了陈的

看法。

2. 陈指责: “缩略词如 BBC之类 ,连小型英语词

书如 LDOCE , ALD都标注重音 ,而《英汉大词典》却

一律不标 ,其简陋可见。”

万则认为 ,《英汉大词典》参照英美大学词典对

缩略词的一般处理法而制订体例第 15条 ,没有必要

非跟 LDOCE等词典的体例走不可 ,这自然反经合

义。

3. 陈说: “连常 用的 诸如 bonus question,

Kuw aiti, hair conditioner之类的词语也无法在《英

汉大词典》中查到 ,收词可谓贫乏。”

万觉得《英汉大词典》以十来种英美大学版词典

及《牛津补编》、多种新词词典、俚语词典等的收词范

围为依据 ,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收词标准 ,陈以一

己所见擅定“常用词”的标准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4. 陈认为“《英汉大词典》无辨异 ,与《远东》、《英

华》相比 ,岂非后来居下?”

万则认为陈是胸无点墨 ,理由是:辨异并非编纂

词典必不可少的项目 ,英美各大词典也或有或无 ,各

词典有各词典的宗旨。 《英汉大词典》在前言中说明

“重客观描述……尽量避免作……评判和……裁

断” ,就是不设辨异的原因之一。

5. red tape, haute er ole, gungho等复合词一律

不注其属何种词性 ,陈因此觉得《英汉大词典》连《英

华大词典》也不如。

⑥曾国藩全集 (奏稿 ) .岳麓书社 , 1987, 1603.

⑦曾国藩全集 (书信 ) .岳麓书社 , 1991, 1506.

⑧16容纯甫 .西学东渐记 .民国丛书 .

⑨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1993, 87.

10曾国藩全集 (奏稿 ) .岳麓书社 , 1987, 161.

11张国辉著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 1979, 23.

12徐　珂 .清稗类钞 (工艺类 ) ,中华书局 , 1984,

2360.

1418曾国藩全集 (奏稿 ). 岳麓书社 , 1993, 6091、

6093.

1517沈　毅 .中国清代科技史 .人民出版社 , 1994,

32、 33.

19 (台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曾惠敏公遗集 (文集 )卷

1, 26.

【责任编校　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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