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世界观! 也无愧为科学写
作的范本"严#马二人沿用了在
语义的外延是根据概念反映事
物属性之间的关系而命名 !本
着内涵的语言特征而下定义 !

创造了一批准确反映科技内容
概念的术语"

$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
吾人之思索" %王国维在&论新
学语之输入' 中强调定名的重
要意义! 而科学定名的前提应
该是准确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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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广
州成立的益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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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确定
标准!编辑科学名词!但多数传
教士如合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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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高
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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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烈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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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在翻译时依然
各行其是!自成一派"以$科学%

一词为例!合信译为$博物%!伟
烈亚力青睐$格致%" 面对陌生
又拗口的名词! 读者必须借助
文末附录的译名对照表才有理
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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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人卢
公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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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 &英华
萃林韵府'出版!最后一部分汇
集了专门的译名表! 主要由从
事科技翻译的传教士们提供 "

这些早期的科学术语涵盖了力
学#地质学#地理学#药物名词#

解剖学与生理学#物理学#数学
与天文学名词#化学名词等"

在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馆
的傅兰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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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传
教士!他很早就意识到$译西书
第一要事为名目 %!$西人在华
初译格致各书时! 若留意于名
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
妥!后亦不必大更改%" 在他的
积极推动下! 翻译馆的同仁们
经过多次讨论! 拟定了译名原
则! 包括如何搜集中文已有之
名# 如何创设新名以及如何编
辑中西名词字汇" $馆内译书之
中西人以此义为要务! 用相同
之名!则所译之书!益尤大焉" %

傅兰雅对于名词统一工作的重
视渐渐就发展为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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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华基督教新教
的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 决定
成立益智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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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工作是为教会学校编写教科
书" 一套初级#一套高级!两者
涉及的名词理应一致! 如何统
一译名的难题当即摆在了所有
人的面前" 会员们开始广泛搜
集中文译著和原著! 将其中的
术语整理出来! 以便后期编辑
一份术语总表" 译者们在翻译
时需要把术语记下来! 送到益
智书会审查!若译名不当!益智
书会另行拟定并予以告知 !若
译者坚持原来的主张! 需要同
时注明益智书会建议的译名 !

以供读者参考"根据分工!傅兰
雅负责工艺制造方面的内容 !

林乐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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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烈亚力
则分别编辑地理名词与天文数
理名词" 同为会员的狄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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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务杂志 '上发
表文章!批评一些译者避免使用
术语的做法!理由是每一门科学
都有一套特定的术语!把科学知
识及其概念准确输入中国却不
用专业术语!这是不可想象的"

截至
!"MN

年!益智书会的
译名统一工作受人员变动的影
响!进展缓慢!成果有限"同年!

傅兰雅在基督教新教士第二次
大会上发言! 题目是 $科技术
语

O

当前的歧异与寻求统一的
方法%"一些传教士认为西方科
学只能用西文表达! 他不赞成
这种观点! 指出问题的根源在
于没有充分掌握汉语! 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也不够" 在介绍江
南制造局的翻译经验时! 傅兰
雅总结了科学术语的译名原
则* 第一# 尽可能译意而非译
音+第二#不能译意要尽量用合
适的汉字音译! 建立一个音译
系统! 基本词素的音译字要固
定!用官话音译 +第三 #新术语
尽可能与汉语本来的形式建构
一致+第四#译名要简练+第五#

译名应有准确定义+第六#译名
在各种场合都要符合原意 !避
免矛盾+ 第七# 译名具有灵活
性"

!"M!

年与
!"MP

年!在益智
书会的两次会议上! 译名统一
工作继续得到了推动" 前一次
由出版委员会牵头! 制订统一
术语的章程!出现不同意见时!

由委员会投票决定+ 后一次在
傅兰雅发表 &中国科技术语展
望'后!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

在傅兰雅赴美任教后!益智
书会的科技术语委员会在狄考
文#师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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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主
持下开展术语统一工作!先后出
版了&协定化学名目'与&术语辞
汇'" &协定化学名目'有两部分!

一是命名原则!二是无机化合物
的英汉名称对照表"相比以往的
元素译名方案!&协定化学名目'

给气体元素加上$气%字头表示
类别是一种进步!并且确定了几
个重要的化合物类属译名!比如
;*+82

译为$酸%#

2;5,

译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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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锈%" 此书的不足之
处也是客观存在的! 尤其命名
原则" &术语辞汇'作为第一部
综合性的科技术语词典 !收录
H=S

万余个名词! 包括算数#测
量#航海#工程 #声学 #冶金 #动
植物学 #建筑 #心理学 #政治经
济学# 国际法等

TN

多个学科!

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内容占比极
少"全书英汉对照!按字母顺序
排列! 尽可能收入每条术语的
不同译法 (把编者推荐的那种

放在首位)!若干年后依然有再
版的价值"

晚清中国还活跃着另外一
家从事译名统一工作的组织 !

这便是在上海成立的博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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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完整#准确的名词体系是
科学知识进步的一个标志 !要
想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人!首
先解决语言障碍问题!而翻译就
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他要求传
教士医生在统一科学名词时 !

必须寻求中国学者的合作" 在
一些会员的呼吁下! 统一负责
医学名词工作的名词委员会设
立了" 但由于认识不充分#制度
不健全! 前期基本只有高似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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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在坚持工
作!名词委员会陆续出版了&疾
病名词词汇 '(

H"M$

)#&眼科名
词 ' (

H"M"

) 与 &疾 病 名 词 '

(

H"M"

)等 !后来增补师图尔等
人入会"

HMNH

年!名词委员会的
首次会议审定通过了解剖学 #

组织学# 生理学与药理学的名
词+

HMN$

年! 第二次会议讨论
了病理学# 内外科以及妇产科
名词+ 同年的第三次会议着重
关注的是药物学与细菌学名
词" 审定#推广标准化的译名!

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教
学" 博医会名词委员会最重要
的成果之一是 &医学词典'!多
次修订!影响深远"

应当指出的是! 益智书会
与博医会均为西方人主导 !面
对科学译名混杂的情形! 清政
府并非毫无作为"

HMNM

年!学
部增设编订名词馆!$惟各种名
词繁赜或辨义而识其指归 !或
因音而通其假借! 将欲统一文
典!昭示来兹%" 这是近代中国
官方第一次大规模开展名词统
一工作" 此前!学部审定科编撰
了 &物理学语汇' 和 &化学语
汇'!两书以中#英#日对照的方
式分别收录物理# 化学学科术
语近千条" 编订名词馆在成立
后的两年内完成了数学# 心理
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辨学

V

即逻辑学
W

等学科的名词统一
工作" 以数学为例!&数学中英
名词对照表 '包含算学 #代数 #

形学#平三角 #弧三角 #解析形
学

P

份对照表!收录约
HNNN

个
名词! 基本覆盖了当时中小学
堂数学教学之所需"民国元年!

编订名词馆被撤销! 其编订的
各科名词对照表被保存下来"

!对于科学名词严

加审定 " 以收统一

之效 # 使夫学术有

统系"名词能划一$

科技的革新带来了观念的
更新!相比过去!民国时期的中
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术语规范工
作的必要性 " &独立周报 '在
HMHF

年刊发&论统一名词当先
组织学社'一文!指出欧洲科学
名词之所以统一是因为拥有各
种学社! 比如英伦的化学学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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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
兰 的 地 理 学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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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中国
应该效仿之,,,$宜设立各种
学社!附属于中央学部"搜集文
人学士!分门别类!以专科素有
心得之人! 共相讨论! 从事编
译!审定名词 !规定解说 !刊成
字典!为译名之标准"如或译名
不备以及欠妥!则译界中人!得
将理由通告专社"倘得赞同!则
可更正之!增刊之"唯不得各逞
意见!私造译名" %

志在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
社把名词审定的设想写入社
章!$编订科学名词! 以期划一
而便学者%+其主办的&科学'杂
志亦在创刊例言中表明了名词
审定与科学事业的关系*$译述
之事

Y

定名为难" 而在科学
Y

新
名尤多"名词不定

Y

则科学无所
依倚而立" %考虑到$吾国学术
之衰废%的现状!特别设立书籍
译著部!一方面翻译书籍!另一
方面审定名词,,,$对于科学
名词严加审定!以收统一之效+

使夫学术有统系!名词能划一!

国中学子不必致力于西文而有
所资" %

HMH"

年!中国科学社总部
搬回中国!加入从民间发起#由
官方批准的科学名词审查会
(前身是医学名词审查会)" 从
HMHP

年到
HMSP

年 ! 科学名词
审查会吸纳了

HN

余个学术单
位作为成员!包括中国科学社#

中国工程学会#中华农学会#中

华博物学会以及南京高师 #武
昌大学# 同济大学# 厦门大学
等" 除了召集不同学科的权威
学者! 审定的程序也是非常严
格!如&化学名词-凡例 '写道 *

$有一名词而费时至二三小时
者!务使怀疑者有蕴必宣!然后
依法表决"若两名词俱臻妥善!

表决时俱不满三分之二者两存
之" 闭会后即以审定名词印送
海内外学术团体及化学专家征
集意见!至下届开会时!郑重讨
论!加以最后之修正" %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大
学院下设译名统一委员会 !管
理科学名词审查" 王云五被聘
为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胡适#

严济慈 #何炳松 #秉志 #郭任远
等" 编译学科名词的工作起步
没多久!大学院改组教育部!名
词编译事务划归编审处! 调整
后分为数学 #物理 #化学 #医学
等

H"

个小组"

HM#S

年!教育部
成立国立编译馆! 专门从事教
科书审查# 名词编订# 辞典编
订#图书编订等!工作重点即为
名词审定" 作为核心架构的审
查委员会主要由相关学科最权
威的学者组成! 同时他们也具
有名词编译审查的长期实践经
验!如化学学科的曾昭抡#陈裕
光#郑贞文等人"

国立编译馆与各个科学团
体展开合作(中国数学会!中国

物理学会等)!在编审名词时确
立了一套流程! 如上海交通大
学科学史系的温昌斌在 &民国
时期国立编译馆及其科学名词
审定工作' 中所总结的!$先由
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 # 德 #

法#日名词 !参酌旧有译名 !慎
于取舍 !妥为选择 !形成草案 "

每种名词的草案完成以后 !分
送各有关学会及各著名大学诸
专家征求意见" 复经教育部聘
请国内专家! 组织名词审查委
员会(相当于今天的名词委)加
以审定!然后请教育部公布" %

到
HM$M

年为止!审定并出版了
H"

种自然科学名词!未完成的
有

SM

种!两项统计均不含医学
名词" $名词术语的最终审定与
统一 !并不是国立编译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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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上接
!

版#

傅兰雅

""下转
"

版#

专题

严复 马君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