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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和利玛窦)几何原本*中译本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在于确定了研究图形的这一学科中
文名称为!几何"$并确定了几何学中一些基本术语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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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的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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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
启和利玛窦在翻译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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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为!几何"$而!几何"二字中文原意又有!衡量大小"的意思
,

用!几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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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义兼顾$确是神来之笔
,

几何学中最基本的一些术语$如点#线#直
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和四边形等中文译名$都是这个译本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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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译名一直流传到今
天$且东渡日本等国$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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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兰与!几何原本"

李善兰$中国数学家$晚清浙江海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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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读)九章算术*$引起对数学的兴趣$

!$

岁自学
)几何原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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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后在数学#天文学方造诣渐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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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完成)方圆阐幽*#)孤
矢启秘*#)对数探源*等几部重要数学著作$以中国传统的垛积术和极限思想为基础$创立了一
种属于微积分萌芽状态工作的!尖锥术"$以此为基础导出了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对数函数
的幂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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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写成)垛积比类*$对中国垛积术作全面#系统的总结与推广
!

导出一批具有独
创性的成果$其中有现代组合数学中颇为重要的李善兰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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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与英国传教士合译
并出版)几何原本*后九卷$

!(%)

年出版了)代微积拾级*$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西方近代数学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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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翻译出版了)代数学*#)圆锥曲线说*#)谈天*#)重学*#)植物学*等一批西方科学著
作$开劈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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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担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培养了一批数学人
才$在此间还写出了高水平的素数论专著)考数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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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非凡$但明代以后就逐渐落后于西方了
!

人们便开始通过西方
的传教士介绍新的数学知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批的数学译著以及闻所未闻的概念和古
里古怪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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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晚清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李善兰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克服不通外文的
困难$译述了大量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后九卷&与伟烈亚力合作'#)代数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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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向
中国学者介绍了西方符号代数及微积分的知识$还创立了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符号

!

这
些新东西引自于西文原本$经李善兰的再创造$成为现今通用的词汇

!

如代数学#系数#根#

方程式#函数#微分#积分#几何学等等
!

这些名词创设得较贴切$比如!函数"一词$李善兰解
释为!凡此变数中函彼变数$则此为彼之函数"$这里!函"是包含的意思$与欧洲当时之概念
十分相近

!

至于数学符号$李善兰直接引入了西方符号$提供了简便实用的运算#分析方式$

一直延续至今
!

同时$他也创设了许多数学符号$如用!积"字偏旁!禾"为积分符号等等$这
当然有些抽象$因而随时间而渐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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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数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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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他以甲#乙#丙//来代替$

数码一律写成一#二#三//这样$译出的文章多少有些艰涩$大概与中国古代数学本不重
符号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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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学者总是在力图会通中西$以致起胜$不管是否起胜$这些概念与
符号的确给中国的数学带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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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与华罗庚
陈省身说与他数学生涯关系密切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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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朋友%华罗庚#吴文俊#胡国定#

;

+韦伊#格里
菲斯和西蒙斯

!

其中前三位是中国朋友$后三位是外国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