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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人文杜会翮学

名屈使用审定栩说
＊

黄晓蕾

【提 要 】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 的翻译介绍是晚清以 降西 学 东 渐的 重要 内容 。 由 清末 民初

的 日 语借词 、 译名 大讨论至民 国 中期 的几部术语辞典 ， 再至民 国后期 的 国 立 编译馆人文社

会科学名词 审定工作 ，
人文社会科 学名 词 的使用 审 定对现代 中 国 文化传播和现代汉语语言

功能均具有深远影响 。 民 国前期 ， 日 语借词和译名 讨论吸 引 众 多 知识分子 关注和参与 ， 在

催生和启 蒙 中 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 同 时 ， 促使学 术界对人文社会科 学名 词翻译使用 的基

本理论 问题形成一定的共识 ；
中期之后 ， 教科 书 、 术语辞典和各类译著在这些共识基础上

于 实践层 面展开人文社会科学名 词 的 传播和普及 ， 逐渐形成民 国 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名 词 强

常识性 、 弱规范性的使用模式 ； 民国 后期 ， 国 立编译馆最终形 成人文社会科学名 词 与 自 然

科学 名词在官方术语规范层面的合流 。

【关键词 】 民 国 时期 人文社会科学名 词 日语借词 国 立编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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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汉译 日本法律经济辞典 》
？等 ， 或译或编的

＿
、

＝各类 日 本新名词辞典迅速填补清末人文社会科
—

、

学名词空 白 ， 极大满足时人 的人文社会科学渴

求 。 民 国初立 ， 新式教育 、 报纸杂志 以及辞典 、

清廷将倾 ， 中 国 面临几千年来之大变革 ，

大

社会政治状况剧变 ， 社会语言生活 随之剧变 。

伴随戊戌失败 、 留 日狂潮而出现的 日 本留 学生 、



曰 文译著以及 曰 语借词 ，
迅速填补动荡之后的政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清代语言政策史
”

（项 目

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空间以 满足时人 日 益增长的人号 ： 1 2ＣＹＹ0 1 7 ） 资助 。

文社会科学需求 ， 日语借词 以及随之而来的译名① 汪荣宝 ： 《 新尔雅 》 ， 商务印书馆 1如 3 年版 。

大讨论成为这
一

时期语言生活 中的重大事件 。② 坂本健
一

著 ：
《外国人名地名辞典 》

’ 卢宗岳编译 ’
新学会

、

清末最后几年 ， 多部介绍 日 本新名词隨
③ 中大辞典 》 ， 作新社測 年版 。

科 （专科 ） 辞典和 专 名 辞 典问世 ， 如 《 新尔
④ 田边庆弥原著 ： 《汉译 日 本法律经济辞典 》 ， 王我戚译 ， 上

雅 》
①

、 《外国人名地名辞典 》
？

、 《东中大辞典 海商务印书馆 1 9 0 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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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日译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报纸杂志 、 教科书 、 有名词的使用进行了审定 和统
一

， 为此后人文

专业辞典以及百科全书等各种 民 间 出 版物 中获社会科学名 词的普及和统一提供 了前提条件 。

得 了使用和普及 。 与 自然科学名词 自 洋 务以来该表序言称 ：

“

外 国人名地名 ， 向 无
一

定译法 ，

循序渐进 、 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不同 ， 清末民初淆乱之弊 ， 与 日 俱增 ， 学者苦之 。 本书 目 的 ，

日译新名词涌入中 国时 ， 国内 的人文社会科学几在补救斯弊 ； 换言之 ， 即谋译名 之统
一

， 使学

为空白 ， 且需求膨胀 ， 时人对于 日译人文社会科者稍节时力 而已
”

。 至 3 0 年代末 ， 专有名 词已

学名词的使用和传播是在
一

种不加选择 、 草率急由外国地名人名扩展至现代社会各类专有名词 ，

就的状态下进行的 ， 由此导致了
一种迅速而混乱如世界大事年表 、 世界全图 、 世界国旗 、 中 外

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传播模式 。度量衡 、 各 国 币制等 。 《 中华百科辞典》
？ 以收

大量民间 出 版物在带来科学名词普及 的 同集各科名词术语为 主 ， 尤于书末附有多种 图表 ，

时也带来科学名词 的混乱 ， 民 国初年关于译名如中国历代纪元 、 世界大事年表 、 中 国省市区县

的大讨论因此产生 。 关于译名的讨论 自 晚清即 名表 、 中 国商埠表 、 中
，
全图 、 世界全图 、 世界

引起以傅兰雅为代表译者 的注意 ， 至清末时期 各国国旗 、 中国历代纪元表 、 中国县名表 、 世界

讨论 日益增多 ， 较有影响的有严复 、

？ 梁启超 、

② 各国国名及都城表 、 世界纪念 日表 、 化学原质表 、

蔡元培
（ 3）和王 国维？等 。 1 9 1 0 年 ， 章士钊 以

“

民中外度量衡比较表、 世界各 国币制表 、 中西名 词

质
”

为笔名在梁启細办 的 《 国 风报 》
⑤ 上发表Ａ ＾ｇ ） 等 ，

《论翻译名义 》 ， 针对译名 中的基本问题之


义译和音译问题展开分析 ， 并倾向 于后者 ， 1 9 1 0 、

肖学历来是人文科学的 中坚 ， 现代哲学名

年 、 1 9 1 2 年间章氏引发了 《国风报 》 、 《 民立报 》
词的发生 、 发育对于中 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的

关于译名的系列文章 ， 讨论的 中心是音译 、 义译

的利弊以及各 自 的适应范围 。 1 9 1 2 年 ， 章士剣离
趋激烈

丨

顿哲学研究风潮
＾

日 益繁盛 ’ 哲学

开 《 民立报》 自创 〈〈独立周报 〉〉 ， 译名大讨论亦转
领
？
的
，
名 问题尤为方家关注 ， 其中几个关键

向 《独立周报》
， 在第一轮关于音译 、 义译利弊讨

名词的讨论直接引 发 了清末民初人文社会科学

论的基础上 ， 《独立周报 》 1 9 1 2 年的几篇文章将

讨论的重心转向译名分歧的原 因和统
一的办法及

① 严复所创人文社会科学名词 以及所提
“

信 、 达 、 雅
”

的 翻
！
“ 蚪匕奶里 匕代口 汗由 刀 乂旧迎 四Ｔ 儿

二

从

译原则 为清末
一

时之选 ， 颇 为 当 时知识 分子看重 ， 但其

意义 ， 这一点对于民
Ｉ

！早期缺乏官方参与的人文“

古奥渊雅
”

的思想意识和语言追求却藤为急切寻求人文

社会科学名词使用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社会科学普及传播的社会现状所不容 。

② 维新派政治失意之后 ， 力主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 以梁 启超

—

＾Ｓ ｃｆａｆｆｌ ｆｒｔ
ｌＪ 1

立 五 ＆为代表的文化清英开始大量介绍 曰 本的政治经济 文化 ， 曰
— 、

！

语借词形式的人文社会科学名 词是重要 内容之－ ，
自 然也

专有名词统－是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统
－

的
③ 蔡元培 ： 《译学 》 ， 《蔡元培全集》 第 1 卷 ， 浙江教育 出版社

前提 ， 有关专有 名词音译的理论问题在 民初译 1 9 9 7 年版 ， 第 1 5 4
－

1 5 5 页 。

名讨论中 巳基本解决 ， 1 9 2 4 年出 版的 《标准汉④ 王国维 ： 《论新学语之输人 》 ’ 《教育世界 》 1如 5 年第 4 期 。

译夕卜国人名地名表 》
⑥ 和 《 中外地名辞典 》

⑦ 则
⑤ 1 9 1 ＜

）
＃

2 9

评外Ｈ人石观必衣 》 ｗＭ⑥ 何搭龄等 ：
《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 》 ， 上海商务印 书馆

在实践层面完成 了专有名 词中地名人名 的制订 1 9 2 4 年版 。

和统一 。 《标准汉译外＿人名地名表 》 面对地名⑦ 丁詧盒 ： 《 中外地名辞典》 ’ 中华 书局蘭 年版 。

人名的淆乱现状提出专名 翻译的 四条原则 ，

⑧ 并
⑧

；

彳

在 《夕卜国人名地名 表 》 之 夕卜附录 《 汉文索 弓
Ｉ
》 、皆不贴切者 ， 改照一定标准译之 。 四 、 前人未译之专名 ，

《西文译音总、表 》 和 《英语各字典音符？＾照表 》 ，及此后新发 生之专名 ’
均照一定 标准译之 。

”

参见何搭龄

总结了清末 民初 以来专有 名翻译使腦各种
人 繊 ’ 上減务＿馆簡

经验和理论 ， 以 民 间 出版的方式对近代以来专⑨ 舒新城 ：
《中华百科辞典 》 ， 中华书局 1 9 3 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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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译名大论争 ， 自严复 、 梁启超 、 王国维 、 并各有所持 ， 经历 了 2 0 世纪前 3 0 年的学校教育

蔡元培至章士钊 、 陈独秀 、 钱玄 同等当世俊杰和社会传播 ， 至 3 0 年代 中期经济学 、 政治学 、

均有参与 ， 尽管如 此 ， 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 、 教育学和哲学名词 的统
一

已俨然成为人文社会

思维模式的西洋哲学名词的汉文翻译却 由 于触科学名词中最为 迫切且最具条件的部分 。 1 9 3 5

及两种不 同 文化的精神底层 ， 在清末民初始终年 ， 国立编译馆政治学名词卡片搜集工作完成 ，

莫衷
一

是 ， 没有定论 。 至 2 0 年代中期 ， 西方哲共得名词 1 9 0 0 余条 ， 经济学名词也开始搜集材

学传播渐具规模 ， 严译词 、 日译词之争也尘埃料 。
1 9 3 6 年 ， 国立编译馆教育学名词的卡片搜

落定 ， 西方哲学名 词在争论 中不断被使用和普集工作就绪 ， 并 向 教育专家发 出调 查表 。 至

及 ， 通用译名逐渐增多并开始 固化 ， 但是
一名多 1 9 3 7 年 ， 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名词 的审定积极

译的现象仍然存在 ， 樊炳清的 《哲学辞典 》 于此开展 ， 渐具规模 ，

“

惟以正名
一端 ， 为 翻译科学

时应运而生 。 《哲学辞典 》 以
“

罗列哲学的术语之书籍之基本工作 ， 故本馆决 自 本年起积极着手

主要者 ， 而解释其大义
”

为主要 内容 ，
以

“

供一 编订人文方面各科名词 ， 为征求各方学者意见

般读者及研究哲学者参考之用
”

为主要 目 的 ，
？起见 ， 月前曾 派专任编译汪少伦先生赴平津武

由蔡元培和唐钺分别做序 。
2 0 年代中期 ， 伴随人汉等地接洽 ， 各方佥表示人文科学译名有从速

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 哲学作为
一门学科开始 向一 统一之要 ， 对于本馆编订名 词者 ： 有哲学名 词

般民众普及 ， 哲学名词作为专 门名词开始向
一

般社会学名词 由专任编译兼代人文组主任汪少伦

名词渗透 ，

“

虽然他的这部书并不是
一

部极丰富极先生担任 ， 经济学名词 由专任编译沈章甫先生

广博的哲学辞典 ， 但在册子这样大的书的范围内 ，
担任 ， 政治学名词由专任编译王世富先生担任 ，

是
一

部普通适用的 书 ， 是
一

个难得的来得凑巧的教育学名词 由 编译赵演先生担任 ， 地理学名词

贡献
”

。

②由编译周祖豫先生担任云 。

”⑤
1 9 3 8 年底 ， 社会

＿、学名词初稿完成 已经送审 ， 哲学名词初稿完成
三 、 民国后期国立编译馆的人文 准备送审 ， 教育学名词 、 政治学名词 、 普通经

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济学名词和会计学名词初稿则正在编订中 。

1 9 2 0 年代术语辞典的 出版和使用从
－

个侧
彳 ｆ

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名 词在传播和普及层面
？

的发展情况 ，
至南京 国 民政府 国立编译馆成立 ＾？ ？ ｉ 1Ｊ

， 1 0 9 9 贫 、 Ａｆ ｉ县加 ｎ 休 甘 Ａ每卡而 6 6子和历史子等子科名词 的编订和统
一“

。 Ｉ 9 3 9 年
（ 1 9 3 2 年 ） 的最初几年 ， 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 ｎ

“部 4 ＋＾ 1 月 ， 国义编译馆开始音乐名词和法侓名词 的编
工作仍以外国书籍的翻译为王 ， 就过去一二年打丁此 ＾ 曰 播吞每 ｔ办岛办

、

巧私砍汝

Ａ 械如 ＋泊》丁 此 一
ｈ舌立订工作 ， 6 月 ， 教育学名词 、 政治学名词和经济

来之清形而 1
＝ 1

， 自 然 之编译工作 ， 向重在
抜＆ｒｆ ）

■

琳欠选虫 7 日 吐 ＴＨ跌々
、

巧 口

车
、

丨 妨 ； 七布 ａ学名词初稿兀成准备送审 ，
7 月 ， 法理学名词已

科学名Ｍ之统
—方面 ’ 人文＿重在外 国 书胃

着手编订并编辑名 词七千余则 Ｓ
4 0 年代 中

之翻译 。

”③
3 0 年代 中期 ，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官 Ｉｇ＾1 1

抽工 期 ， 虽历经战争影响 ， 国兄编译馆仍苦心经营 、

方层面的审定和统一终于被提上国义编译馆的工 ，＾－

4Ｘ＾ＡＡ＾－ｔ
－

Ｈ
－

此 口 班 Ｉ ＱＯ ｃ ＾ｉｎ勉力维持 ’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 ， 尤其

Ｌ科学名词的审定滅
－

，

‘
‘

惟 自本年度＾ ， ；■， 、 ■￥ 、 ？？哲学等 ’

文组在社会科学方面 ， 亦渐致力于名词之统
一

，

诚以正名
一端 ， 实为编译任何科学书籍之基本工

①

■

炳清 ： 《哲学辞典 例言 》 ’ 商务印书馆 Ｉ 9 2 6 年版 ’ 第 1

作也
”

，
④ 近代以来的 自 然 、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各＠“

。

上 ， 《序二 》 ， 第 2 页 。

有传统 、 各呈体系的局面此时终于破冰 。③ 《本馆编译工作之近况 》 ， 《 国立编译馆馆 刊 》 1咖 年第 1

自清末戊戌变法 以来 ， 人文社会科学 中 的《 。

（Ｉ
）同！ 卜

经
、

济学 、 政治学 、 教育学和哲学即是新学传播 ？ 《人文科学名词工作近闻 》 ， 《 国立编译馆馆刊 》 1 9 3 7 年第

的先头兵 ， 严复 、 梁启超 、
王 国维等均有参与 2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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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成绩 。
1 9 4 6 年 ，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 的审定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 由知识精英的译

状况如下表所示 （加 ※者为已经完成初稿 ）
：名讨论至学校教育 、 民 间 出版 ， 由个人至社会 、


由学术至普及 ， 众说纷纭 ， 论出多门 。

［已公布编订已 完成 正在审查中正在 编订中 、

＃ ：二 ＊二：二二ａｔ 、入

社 词哲 词※ 丨吾文名词洋务 ｊｓ动和戊戌变法的 彳守失成败姑且不 ｉ匕 ，

（
一：一八则 ）
（二五－七则 ） （语法部分 ）而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价值判断却是晚清
紐学名词政治学 （ 国际关系糾吾文名胃民国各个统治阶层面对西方新学的基本态度之

一

。

（

益識
）

＂一

四

府^
一＂

（修辞学部分）

在该种价值判断之下 ， 现代 自然科学作为形而下 、

（二零九三则 ）
行政；分 ） （二三三二则 ）

※— 实用主义
“

西学
”

自然顺理成章地为不同时期各

统计学名词
一￣

政治学名词 （政治思想
人鮮糊

个统治阶层所接受 ， 而这也是洋务运动所开启 的
（九二四贝 1

ｊ ）
——

部分 ） （
一 四五四则 ）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始终为官方支持 （或主持 ） 的
财政学名词 （二

一

二七则 ） 边疆地名ｒｓｍ ｓｅ介 ｒｍ ／－^ 丨

会计学名词 （ 三四八八则 ）

—

外国地名

— 原因所在 ； 现代人文社 ｚｒ科学作为形而上 、 政治心


国际贸易名词 （二九二八则 ） 外国人名想
“

西学
”

在不能为各个时期统治阶层主动接受的

货币 及银行学名词ｒｒ
￣

7
￣

情况下 ， 只能转而在知识分子 、 学校教育以及民间
历史名词



（六五一二则 ）

 出版等寻找普及和传播途径 ， 由其引发的人文社会



1 ｜｜＾
－科学名词审定也就多停留于民间的讨论与普及层



体
面 ， 难以进入当时的官方体系 。




其二 ， 名 词审査会与译名 大讨论分别形成

＿的两类名词传播模式 。

四 、 民国时期 自然科学名词和晚清的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上层认为近代中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审国被西方乃至 日 本所侵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落

定过程ｔ ｉ：较后 ， 因此从洋务运动开始便利用传教士等外来人

＆止丄女甘 ｎ甘 士仏员逐步介绍西学 、 翻译名词 ， 从某种意义上讲 自

作为大变革 、

，ｍｎ

’

然科学名 词工作从最初便具有了某种貧方血统 。

民国 时期＿斗学名词在体制 、 内
＾

？等多 ＩＭｆｆｉ
至民国咖 ，

以 中酣学社为代細本土 自然科
均有值得深思之处 ，

，
中科学名 词的两大

学家逐渐进人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并占据主流 ， 并
類
一

自然科学名词和人文社会科学 名词在 主动寻求民国政府的支持 ， 由 于官方机构 自始至
民国 时期 的使用 审定过程 （该过程传播路径迥 终地关注及其所选择知识精英 （西方的和中国的 ）

异 、 最终归＿ 同 ） ’

的主持 ， 自然科学名词在其翻译和审定过程 中逐
入．＿＿ 。

渐形成了
－

个具有权威性或准官方性的组织
一

其
一

，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分别 引发 的两 名词审查会 ， 并通过该组织持续审定和公布各类
类名词译介传统 。

一自然科学名词 ， 因此这些 自然科学名词一经公布

晚清的洋务运动引 发 了清每和传教士机构 即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 相对于现代 自然

主持的 、 以 自 然科学名词为主导的使用和 审定 ，

科学名词翻译审定循序渐进 、 自成体系的制度和

对现代中国 自 然科学产生至深影响 ， 开启 了 国家 成果 ，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清末民国前期经

（官方 ） 主持自然科学名词的传统 ， 民国时期的 自 历的则是一个众说纷纭 、 语出多 门的民间启蒙与

然科学名词审定由 医学名词审查会至科学名词审 传播 。 见弃于清末统治阶层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

査会最终至国立编译馆 ， 由传教士至民 国政府 、 （尤其是 日译名词 ） ， 于译介之初即来 自知识分子

由权威组织至官方机构 ， 循序渐进 ， 自 成体系 。 自发地翻译和传播 ， 至民国初期 ， 大量 日译人文

清末的戊戌变法弓 Ｉ发了知识精英倡导并渗透社会 社会科学名词依然没有得到当政者的积极支持 。

多个层面的 、 以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为主导的普及 另
一

方面 ， 由于民国时期文化思潮激进 、 知识分

和统
一

， 是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标志性事件 ， 子活跃 ，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文化界 、 教育界及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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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层面获得极大关注 ， 引发了
一

系列译名讨论 ， 这之前人文社会科学 内部 的术语混乱 ， 概念不

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关注和参与 ， 在催生和启蒙中清 ， 从而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进步与发展 。

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 ， 译名讨论就人文社同时 ， 由于现代科学两大基本领域的名词在较

会科学名词翻译和使用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渐获得
一

长时 间 内 ， 泾渭分明 ， 各有分野 ， 缺乏学术层

定的共识 ， 此后的教科书 、 术语辞典和各类译著则面、 官方层面的沟通交流和协调统一 ， 从而在

在这些共识基础上于实践层面展开了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功能层面导致了现代科学新概念 、 新思想

名词的普及和传播 ， 逐渐形成了民国前期人文社会的学术表达缺乏传统汉语的音韵和谐与视觉美

科学名词强常识性 、 弱规范性的使用模式 。感 ， 致使 自然科学领域 的语言表述时有生硬直

其三 ， 两类名词的语言功能 比较 。白 、 简单粗糙之感 ， 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

民国时期 ， 自 然科学名 词在 国家层面的审言表述则时有言之无物 、 莫名其妙之感 。

定统一成就斐然 ， 彪炳史册 ， 但在社会层面的时至今 日
， 西方科技文化对中国乃至东方世界

推广普及相对欠缺 ，

一般民众 自 然科学常识相的冲击依然持续 ， 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更加频繁 ， 新

对缺乏 ， 从而导致 自然科学术语 向现代汉语词名词和科学术语依然不断地产生出现 ， 如何理性地

汇的渗透转化落后于社会语言生活 的需求 ， 在面对这一重要社会语言现状 ， 才能避免现代汉语优

某种程度上影响 了现代汉语在 自然科学技术层美传统性和精确现代性的双重损失 ， 恐怕依然是当

面的表达功能 。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民 间层面代中国语言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

传播普及甚广 ， 但是由 于缺乏官方 （ 国家 ） 层

面的审定和统
一

， 在相 当长 的时间 内 、 在很大
＾

本文作 者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民族 学 与人类

程度上停 留在新名 词形式的常识层面 ， 学术层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 ， 博士

面的官方审定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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