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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共建术语学研究所前所长郑述谱!

讲中国故事!要从国家层面重视术语学
本报记者 黄春宇

!术语学指的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 我只是一个铺路者"我希望中国学界有人站出来扛旗"把术语
学好好地建立起来#国家现在特别强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其实就是要打造中国思想
与中国理论的术语# $

文汇报!谈论起术语学!人

们似乎都会谈起奥地利人维斯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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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术语

学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 前期

有哪些思想上的铺垫"

郑述谱!术语学从无到有$

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与科学的
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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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哲学发
生了 &语言的转向 '$随后产生
了语言哲学$一些哲学家认为$

语言研究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
中心课题% 弗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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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提出了创建形
式化语言的设想$ 希望借助这
种语言的初浅形式来阐明自己
的认识论学说% 他们致力于建
立全世界统一科学语言的努力
最终没有获得成功$ 但是这一
哲学思想却产生了极大影响 %

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正
是受之启发$ 逐渐形成了整顿
科学术语的想法%

如果说哲学提供了思想基
础$ 那么科学史的研究之于术
语学的诞生$就类似于催化剂%

惠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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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著
名的科学史学家$ 他很早就注
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
的区别$ 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
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
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归纳
科学的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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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 惠威尔对术语问题展开
了论述 ! &大部分读者可能以
为$ 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
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
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
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
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
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 他马上
就会看到$ 没有技术术语和硬
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
不断发展的知识% 日常语言的
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
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
切地表达事物$ 并把它们逐级
地概括上升% 只有牢靠的科学
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

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德国海德
堡大学罗曼语教授奥尔什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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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科学的发
展与语言的发展互相依存 )紧

密相关%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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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现
代 语 言 的 科 学 文 献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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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什基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
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进行了敏
锐的观察$ 并把术语作为一种
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 科学总
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
述的$ 他把人所共知的事实变
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

HIKH

年$维斯特发表了*在
工程技术中

L

特别是在电工学
中

M

的 国 际 语 言 规 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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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了现代术
语学的诞生% 他在著作的开头
引用了奥尔什基的原话 &语言
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进而
阐明自己的观点!&这项任务迫
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
准备不足$ 另一方面又一直轻
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
观察概念) 名称及实物间存在
的联系$ 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
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
性 '-&科学语言的整顿应该看
作是应用语言学$ 正如同可以
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 %

在这项工作中$ 语言学工作者
应该获取技术知识$ 而工程师
应该学习语言知识$ 要进入这
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 工程师
比语言学家更容易些% '

文汇报! 在术语学的世界

版图上!除了奥地利和德国!据

说俄国的一批学者也很活跃 !

在术语理论和术语实践上都取

得了突破#

郑述谱! 在俄国开创术语
学的是洛特与德雷津$ 包括两
人在内的一批俄国学者又或多
或少受到了维斯特以及其他西
欧学者的影响% 术语学在俄国
起步早$ 当时的一个鲜明特征
是认为研究对象属于语言范
畴$ 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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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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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报
道了技术术语小组在莫斯科成
立的消息$ 在一场关于技术术
语理论问题和整顿问题的报告
会上$ 排在最前面的

K

位报告
人分别是马尔) 洛特与维诺库

尔%洛特是工程师出身的院士$

另 外 两 人 是 著 名 的 语 言 学
家...工程技术人员与语言学
结合$这是维斯特所推崇的%

上世纪
K)

至
P)

年代$术语
学在俄国应运而生$代表人物如
洛特)德雷津)维诺库尔等$他们
在术语学领域施展才能$为建立
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确
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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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管理术语工作的专门机构...

科学院术语委员会(后更名为科

学术语委员会,建立$其基本任
务就是研究术语学理论并制定
整顿术语的方法% 随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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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是术语学在俄国发展的又一个
新时期%学者关注较多的是术语
的地位) 术语与名称的关系)术
语的历时研究)术语的逻辑问题
以及术语的翻译等% 与此同时$

术语研究涉及的专业学科与语
种也增多了$一些高等院校开设
了专门的术语学课程%

HIQI

年$

莫斯科大学召开了主题为&术语
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
学术会议$确认术语学已经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 很快$这一共
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形成%维
斯特去世后$费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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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把
术 语 科 学 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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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法国和
加拿大$ 也把

05 %&'D23:0:,2&

看
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 英语一直
用

%&'D23:0:,;

来表示 &术语
学'$但这个词汇本身还有表示
&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 ' 的意
思$ 这就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
来不便% 上世纪

R)

年代末$国
际术语情报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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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 &术语学 '- 俄语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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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取 代 同 样
是有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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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作为国内唯一的

术语学研究机构的带头人 !您

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谈术

语学在中国的发展"

郑述谱!

HIQO

年$我从黑龙
江大学俄语系毕业$ 同年留校
任教%

HIST

年$教育部和国家
出版局在广州召开 &中外文辞
典编辑 )出版工作会议 '$规划
编写(或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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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词典% 根据
会议部署$ 我们系里的词典编
辑室承担了重编 &刘典'(即北

京时代出版社于
!"#$

年出版

的 $俄汉新辞典 %!此乃俄语界

老前辈刘泽荣受周恩来总理亲

自嘱托主编,的工作$后改名为
*大俄汉词典+% 当时是&文革'

后期$ 本来我也要走 &五七道
路'$ 负责人找到学校党委$说
这是国家下达的任务$&五七道
路'可以缓走%参与的人员大部
分是我的老师辈$ 我是其中最
年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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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 老先生们
陆续退休了$ 原来六七十人的
班子只剩下一两个人% 正当我
在考虑去向问题时$ 偶然间发
现了一本俄文著作$书名翻译过
来就是&术语的普遍理论'$这让
我眼前一亮% 记得以前编词典
时$ 要区分普通语词和专业语
词$为了定名经常要跑中科院的
各个研究所% 如果掌握了&普遍
理论'$能否跳出专业限制呢/我
和当时的名词委副主任黄昭厚
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也意识到这
门学科的重要性$ 表示会支持
我% 考虑到实际情况$双方签了
一个术语合作研究的协议$这样
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

名词委起草了 &申请术语学学科
独立代码'的文件$提交国家有关
部门$后经过多次沟通与协商$在
O))I

年如愿以偿% 拥有了学科独
立代码$ 这为术语学人才培养和
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从事的是俄语教学和研
究$ 而俄罗斯继承了俄国 (苏
联,时期的学科传统$术语学理
论的积淀非常深厚%近水楼台$

大有文章可做% 后来我承担了
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
课题...&俄国术语学理论与
实践' 与 &国外术语学理论研
究'% 除了译介和出版$以及培
养研究生$ 我还加强了与俄罗
斯同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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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黑龙
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
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维诺
格拉多夫俄语研究所成立了中
俄国际术语研究中心%

术语学指的是一门学问 $

一个学科% 在俄罗斯$术语学被
认为是重要的方法论学科 $与
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是一个层
级的% 在我们国家$术语学被划
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 是语言
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应用语言
学兼顾理论与实践$ 只是术语
学研究的一方面$ 涉及比较多
的有术语管理)词典编纂)语料
库建设- 另一方面是做跨学科
的综合性研究$ 这个难度非常
大$ 尤其是像我这样学语言出
身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学
界对于术语学性质及其地位的
认识尚未达成一致$ 更多的是
强调这门学科的综合性与边缘
性$而非与生俱来的独立性% 当
初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
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术语学看
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关系到它
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如果是作为
单独的学科$它理应获得计划单
列的待遇$结合学科自身的规律
与特点$以及所处的现状$通盘
考虑并进行整体规划%

在我们国家$术语学理论是
一个薄弱环节% 尽管实践历史)

编撰历史)翻译历史很长$可以
追溯到严复)徐光启以及一大批
传教士$ 但可以很肯定地说$没
有理论的指导$这些成果是要大
打折扣的% 术语学有一句名言!

&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 没有术
语就没有知识% '想要建构理论
的话$ 必须有一个严格的体系$

否则彼此对话会出现意义的偏
差%没有术语就无法展开理论问
题的讨论$学术的发展与创新也
就无从谈起%

文汇报! 您从事术语学研

究 !而术语学研究所是由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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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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