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结果! 编译馆在每门学科术
语的审定统一中! 往往仅起着
联络与沟通的作用" #上海社科
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剑在 $近代
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合
作%冲突与科学发展&一文的观
点是! 这项工作的成功取决于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水平 !而
这段历史也表明 '在中国这样
一个社会! 民间社团或者说民
间力量如果缺乏政府强有力的
支持!是难有所作为的()

名词委的成立与名

词审定 ! 术语规范

的中国之道

新中国诞生后! 科学技术
名词的规范化工作很快被摆上
了议事日程! 中国科学院编译
局受委托! 接管了民国编译馆
拟订的各类术语草案"

!"#$

年
%

月!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通过一项议决案* 在文委领导
下成立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
会!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下设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医药卫
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小组 !

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出版总署%

卫生部%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口
负责" 经过提名%遴选和审核!

聘了
!&$

人! 著名学者有严济
慈%华罗庚%钱三强%冯德培%茅
以升%吕叔湘等" 文委撤销后!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设
置名词室! 组织开展名词审定
工作"为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

翻译出版了 ,苏联科学院科技
术语委员会推荐术语集译丛(!

包括 $液体波动术语&-中俄.+

$物理化学分析术语 &-俄中 .

等) 上世纪
'$

年代!名词室改
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
订室!后来因为,文革(!工作基
本中断)其间!科学出版社在编
订各科词书时! 也完成了部分
术语的审定与统一)

(")*

年
+

月! 中国科学大
会的召开意味着科学春天的到
来)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
编订室的几位工作人员联名给
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 他们

在信中汇报了近年来科技界名
词术语的不统一与不规范 !影
响新知识的传播和学术交流 !

呼吁尽快恢复和建立科学名词
统一工作委员会) 作为中科院
的主管领导!方毅副总理在,两
科(-国家科委!中科院.的党组
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 决定
由中科院牵头! 成立全国自然
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从

(")"

年到
("*%

年!中科院副院长严
济慈牵头组织筹建工作! 主要
是搜集材料! 整理编译馆留下
的术语类文献! 并积极开展调
研活动+听取各方意见)

重新出发! 是为了走得更
远)

("*&

年
%

月
,&

日!全国自
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京召开 -

!""#

年
!$

月
$%

日" 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

准"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 方毅副总理在
贺信中写道*,自然科学名词审
定是我国科技工作中一项极为
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尽快实现
科学技术名词术语的标准化 +

规范化! 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
色的术语数据库是发展科学技
术!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
的迫切需要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共同愿望) (

生物学家朱弘复与语言学
家陈原作为学者代表! 在成立
大会上分别做了一场报告) ,先
把已有的汉译名词收集起来 !

再根据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把一
本美国出版的新词典所译成的
底稿!作为蓝本!请了若干位专
家!在北京讨论审议!每周用一
天时间!共花了

+

年才完成)有
时可以因为不同意见! 互相拍
桌争论 ! 但终于获得统一结
果 ) ( 朱弘复回忆了自己在
("&-

年代参加的名词审定工
作!,科学进展特别快! 预料未
来十年科学将会加速发展 !所
以新的科学名词也随之而迅速
增加!而且可以是新生事物+新
发现的原理! 如何用汉文翻译
出来!困难一定会有的!须要我
们努力去做) (陈原从严济慈的
旧文 $论公分公分公分 &谈起 !

接着引申到当代术语学的一些
原则!比如一词一义+新词不等
于新字+ 用汉字音译不可取以
及约定俗成) 他认为!,现代化
过程要求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

化! 而社会生活则进一步要求
规范化要符合民族习惯和语言
文字习惯) 既要精确! 又要清
晰/既要创新!又要发扬民族传
统!同时不主张复古) (

大会后第
.

天! 全国自然
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届全
体会议通过并试行 ,审定工作
条例(!明确

%

条审定原则*

一!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

定与统一"应在广义的自然科学

范畴#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

学!农业科学!医学以及交叉学

科等$内进行%

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

定与统一"既要考虑中文构词的

独特性和习惯"又要便于学术交

流" 对已约定俗成的名词术语"

一般不再强行改动"同时要注意

抓好反映当代科学概念的新的

名词术语的审定和统一工作&

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

定与统一"原则上由各学科名词

审定分委员会或审定小组负责

进行&

四! 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

定与统一"主要依靠各有关学科的

专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广泛征

求意见"集思广益"力求使定名达

到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而对

个别有争议者" 经反复认真讨论

后"由名词委员会最后作出决定&

万事俱备! 名词委迅速布
局!开始了探索)试点学科天文
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用两年时间
完成了天文学名词审定工作 !

为其他学科的尝试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实践经验)

("*)

年
*

月
(.

日 !国务院在 $关于公布天
文学名词问题的批复&中指出*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审
定+公布各学科名词是该委员会
的职权范围!经其审定的自然科
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
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
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 ) (至
("*"

年年底!全国自然科学名词
审定委员会已经审定公布了
$天文学名词&$大气科学名词&

$土壤学名词&$地理学名词&等
"

个学科的规范名词)

,科技名词的审定和统一
工作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
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之一! 也是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

标志)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
展和对外开放! 国内外科学技
术交流日趋频繁! 尽快实现科
学技术名词的标准化+规范化!

是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
的一项紧迫任务 ) (

(""-

年
'

月
./

日 !国家科委 +中国科学
院+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发布
$关于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
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的
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要通过
各种传播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
重要意义! 并带头使用已公布
的名词) 编辑出版单位同样如
此!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
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 作为
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

名词委的审定工作始于自
然科学的各个学科!

("*'

年进
入工程技术领域/

.---

年社会
科学领域以语言学为先导 !开
始社科名词的审定/

.-(/

年又
增加了军事科学领域) 在组织
各个学科名词审定的同时 !名
词委还积极推动了海峡两岸的
科技名词协调与统一) 海峡的
分割! 使得两岸的科技名词出
现了严重的不统一!根据$两岸
科技名词差异手册&的统计!总
体约为

/)0/)1

)

!""/

年的 ,汪辜会谈 (将
,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统一(问题
列入 ,共同协议 ()

!""'

年
'

月! 天文学名词对照研讨会在
安徽黄山召开的! 这是第一次
两岸工作会议)一个月后!名词
委组团赴台参加航海科技名词
研讨会) 在两岸专家的共同努
力下! 名词委陆续出版的海峡
两岸对照本包括大气科学名
词 +昆虫学名词 +药学名词 +船
舶工程名词+航海名词+动物学
名词+信息科技名词等) 在,鼓
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
工具书(的倡议下!两岸科技学
者决定共同编纂 $中华科学技
术大词典&!并在

.-!'

年
!.

月
成立编辑委员会) 作为首部全
面收录两岸学科领域科技名词
的科技类综合性词典!$中华科
学技术大词典& 计划收录两岸
!--

个学科+约
'-

万组科技名
词!实现大陆名与台湾名+中文
名和英文名的对照)

从
!"*&

年走到现在!名词
委在名词审定与术语规范上摸
索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但有

个与生俱来的短板始终没能补
上! 即术语规范化的法制化水
平很低),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总体上欠
缺! 有关科技名词规范化各项
工作的开展基本上处于无法可
依的状态/其次!以行政手段推
进科技名词的规范化! 特别是
有关科技名词的推广和管理等
也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 )

国家层面上法律依据的缺乏 !

加上与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
任制度的缺位! 造成了我国的
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无法回
应我国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依
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

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所欲实
现的社会效果也不明显) (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
士后杨知文看来! 科技名词规
范化重要的保障和实现方式就
是立法)

为保障科技术语的规范工
作! 名词委在前些年设立研究
课题!探讨术语立法的可能性)

参与课题的学者们在梳理海外
术语立法+ 术语规范的现状时
发现* 立陶宛有术语方面的专
门法 $术语数据库法 &!其他几
个国家开展了与术语相关的立
法工作)以法国为例!规范了术
语活动的主体与过程! 保证了
术语制定的权威性和执行效
力! 他们的术语立法得益于其
语言保护政策! 其语言立法促
进了对术语的立法) 再比如加
拿大! 特有的双语环境和巨大
的翻译需求! 对其术语学的发
展和术语立法起到了很大的促
进作用! 其语言立法主要体现
在术语立法上)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李宇明在 $术语规范与术
语立法& 一文中强调*,术语立
法与语言立法是相辅相成的 !

术语立法既反映着社会对科学
技术发展的认识! 也是国家语
言政策的重要体现

2

术语能否
进入立法体系! 与术语管理机
构的工作状况+ 术语学的发展
状况等有一定关系

2

术语立法
不仅有利于科技发展和科技应
用! 有利于术语工作和术语规
范! 而且对教育和现代生活都
具有重要意义) (

一百多年前! 严复在翻译
$天演论&时为书名而伤神!,晨
夕推敲 !寝食俱废 !呕心沥血 !

面色憔悴 (!后来就有了 ,一名
之立!旬月踟蹰(的说法) 翻译
书名尚未如此! 作为学科基础+

用于规范表达的科学术语更应
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参与) 学
术的发展+知识的分享!一个前
提就是规范表达) 使社会明晓!

供社会利用! 做国家之学术!非
各人之研究)

-特别感谢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对本

期专题的大力支持.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

"

%上接
&

版&

!"'(

年
)

月
$(

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天文

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率先开展工作"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天文学名词的审定'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