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名词!这对当时的教学"科研
都起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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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植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
立! 背景是国内外的植物学在
过去这些年经历了非常大的发
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同时出
现了新的学科" 新的生长点以
及新的名词概念$

早期植物学的研究主要是
分类!从野外采集标本!带回来
鉴定 !看属于什么科 %什么属 "

什么种$如果是新的植物!就定
个拉丁文学名$ 这是最基础的
工作!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做的$

当然一般植物都有俗名! 但是
用起来有点混乱! 比如同一种
植物! 广东和湖北两地的叫法
可能就不一样$同名异物"同物
异名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对学
术交流和科学研究非常不利 $

植物分类在解放前就开始做
了!这项工作现在依然持续着$

&中国植物志 '出版后 !我们植
物资源的家底基本上摸清了 !

全国大概有
$

万多种植物 !并
且都有了规范的中文名和拉丁
文学名$ 植物分类学主要是通
过形态来判断! 根茎叶花是什
么形状! 雌雄异株还是雌雄同
株(也可以解剖后做成切片!在
显微镜下观察#第

%

版&植物学
名词 '!大部分是与分类 %形态
与解剖相关的内容!植物生理%

植物化学% 植物生态学等也有
一定的涉及!但不是主流#

十几年来!植物学逐步从传
统植物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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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植物
生物学 )

,-)*( &.'-'/+

*!研究植
物生命过程的基因"分子层面的
调控机制$原先是用肉眼和光学
显微镜观察!现在从基因"分子
层面解析植物生命活动的调控
机制$分类学过去主要是从植物
的外部形态看有什么区别! 现在
则通过

012

序列看它的差别!这
是很大的变化$ 其他学科诸如植
物分子生物学"植物基因工程"植
物生物技术"植物发育生物学"植
物细胞生物学等领域的发展更是
迅速! 相应地就出现很多新的名
词与概念!所以我们做第

!

版时
感到任务很重$这些大部分是跨

学科的新名词! 植物学在用!动
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细胞生
物学也在用$

对于跨学科名词的处理方
式! 第

!

版与第
%

版的做法有
所区别$ 以前的想法是尽量避
免与其他学科重复! 比如植物
学与遗传学"细胞学!大家要有
分工$ 植物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单位是细胞! 每种植物都由细
胞组成! 那么和细胞相关的名
词!植物学名词收不收+遗传学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时的方
案是! 细胞壁里面的名词一概
不收!因为相关名词&细胞生物
学名词'一书中肯定会收$植物
学名词把植物基本结构和功能
有关的名词都舍弃了! 似乎有
点说不过去$ 植物的生命活动
是由细胞核控制的! 但在第

%

版!找不到,细胞核-这个词$由
于划定了界限! 旧的版本漏词
很厉害! 给使用者造成诸多不
便和困惑$ 所以第

!

版做了调
整!把必要的名词都收进来$ 查
漏补缺之余! 最重要的是给每
个名词加注定义 ! 旧版收词
$$""

多条! 新版增至
3#""

多
条!给这么多词加注释义!是一
项繁重的工作$ 注释不同于口
头谈话! 科学性与严谨性要求
很高! 光凭个人的经验是远远
不够的$ 一方面是参考国内外
的现有资料!包括教科书"历史
文献等! 另一方面是结合专家
各自的研究经验与心得! 大家
进行充分探讨后再得出结论形
成释义文本$

谈学科名词审定! 就绕不
开学科自身的研究$ 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 我国植物学研究在
国际上是排不上名的! 原因就
是没有重要的成果和论文$ 你
看中国

$

万多种植物! 里面有
几种是像水杉这样 )

!"#$

年 !

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合发表 "水

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把

在四川采集到的标本正式命名

为$水杉%*!是由中国人自己定
名的$我们自己家里的植物!绝
大多数是由外国人定名的 !从
这里也可以看出! 以前植物学
在中国是什么处境$ 大家都知
道青蒿素 !但其实它是从黄花

蒿里面提取的 !真正的青蒿中
没有青蒿素 !这是当初日本人
张冠李戴! 把青蒿命名为黄花
蒿所造成$ 因沿用已久!很难改
正了$再比如北京的行道树从古
至今多用国槐! 也叫中国槐!拉
丁 名 却 变 成 了 , 日 本 槐 -

)

4',5'6) 7),'*.8)

*$因为是外国
人先在日本发现的! 殊不知日
本是从中国引种的! 中国才是
,原产地-$这件事给中国植物学
工作者的感情造成了很大伤害$

创立现代植物学的老一辈
都是留洋学生!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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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
入北大生物系!用的切片机"显
微镜都是进口的$ 看显微镜需
要载玻片和盖玻片! 前者可以
用一般玻璃制造! 但后者只能
从国外进口$怎么办+聪明的中
国留学生看到别人用完后丢掉
了!就从垃圾桶里捡起来!洗洗
干净保存好! 带回国内继续使
用$ 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是多么的
困难$那时一个老师跟我说!中
国的植物学还没到黄金时期 !

他的意思是! 我们还不具备现
代植物学研究的物质条件$ 经
过多年发展!我们的物质设备条
件有了极大改善!很多实验室的
硬件方面完全不输给国外$更可
喜的是!近年来我国植物学研究
取得了不少创新性成果!在国际
顶尖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
学术论文!这在过去是很难做到
的$ 照这样发展下去!相信我国
植物学研究水平不久会全面跻
身世界先进行列$

!学界经常因为科技

名词不统一而造成

不必要的困扰"所以

都很赞成#

董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正式而
全面开展名词审定工作的第一
个学科!语言学的名词审定是顺
应整个术语工作与时俱进的大
好形势而发动和开展起来的$

语言学和名词审定的关系

是最密切的$科技名词的表达载
体就是语言! 特别对汉语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科技名词
审定原来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
技术的范畴!后来延伸到社会科
学与人文科学领域$ 自然科学和
工程技术的名词强调唯一性!就
是单义(而社会科学!具体到语言
学! 就有一定的特殊性$ 举个例
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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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词汇学单位又
是语法学单位! 词汇学下的定义
就不同于语法学$ 它的下位概念
='6,5>=>

!既作为,词素-)词汇)

语义学*的英文名称!也作为语法
学中,语素-的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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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自然科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我开始参
与一些工作! 而正式开展语言
学名词审定是在

!"

世纪末$语
言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行
者!审定名词顺理成章!对中国
社科院语言所来说! 也是义不
容辞的事情$大家平时做研究!

经常因为科技名词" 语言学名
词不统一而造成不必要的困
扰!所以对于名词审定!学界都
很赞成$可以说!这是学科建设
的一个基础工程$

在构思框架时! 我们划分
了若干学科分支! 最后完成的
%$

个分支主要是术语建设方
面比较有基础或是迫切性比较
强的学科$ 某些分支当时条件
不够而未能开展! 后来专门立
项进行!比如语言教学$至于谁
来审定的问题! 我们考虑过是
仅由社科院语言所一家承担 !

还是争取学界的广泛参与+ 如
果让一个单位做! 学科阵容不
见得那么齐全! 所以我们采取
了后一种做法! 即除了本所的
专家学者以外!广泛动员"组织
了整个学界的力量$

我们从社科院语言所 "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
学"厦门大学 "安徽大学 "上海
外国语大学" 广州外语外贸大
学等单位把每个学科分支的权
威专家召集起来! 由他们亲自
参与或指导年轻学者具体操作
并严格把关$比如说!文字学找
复旦大学的裘锡圭先生!他很支

持! 但是具体的工作做不了!便
推荐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老师
)裘先生本人当顾问*(语法学有
我们所的沈家煊老师!还有北大
的陆俭明老师$在审定工作的各
个阶段!我们都注意吸纳不同学
派的学者参与!尽可能地化解矛
盾!求同存异!初稿出来后又反
复征求大家的意见$

从前到后 !我们做语言学
名词审定用了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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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一
来有难度 !二来任务重 $ 在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一般
学科的名词审定分两步走 !先
完成第一步 !即中英文的名词
对照 !然后再加注定义 $ 我们
考虑到把这么多专家组织在
一起着实不易 !就打算 ,一步
到位 -!边定名边定义 !这就增
加了难度!也延长了时间$说实
话!给名词下定义的工作更不
轻松 !需要反复讨论 !根据合
理的意见再作修改$ 与辞典相
比 !名词审定对于定义的要求
更加严密和准确!就科学性"知
识性而言!两者是一致的$经过
审定的名词可以用来指导辞典
的编纂 )或者说作为参考标

准 *!但不能完全照搬 !要结合
辞典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读者做
必要调整$

在人文社科领域! 最早进
行名词审定的语言学肯定有不
成熟的地方 $ 这次本来要做
?"""

条!但因为确实有困难!出
版时就选了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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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条$ 后来得到的反馈还不错!当
然也有一些文章提到了里面存
在的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存
在!使得学界对于一些名词)从

名称到含义* 有不同的认识和
理解$ 例如语法学的体系很多!

搞成一个学派的东西就不好了!

应当是兼容并包$对于语言学研
究来说!做好名词审定!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争议!明确研究
方向与目的$有的名词到底属于
哪个学科!若是对概念的理解不
同!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比如异
形词!裘锡圭先生认为是文字学
的术语!也有学者坚持是词汇学
的术语!并在审定过程中将其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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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在"植物学

名词*修订前拟

定的提纲及其

讨论意见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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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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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的$水杉王%+上世纪
'&

年代!

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和树木学家郑万钧研究了从这棵树上

采集的标本!共同将其定名为$水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