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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过文化和时间而发生的知识迁移及其本土化，是个复杂而又多面的问题，其中最直接而关键的
是“知识翻译”过程，即“将一种语言的具体部分（通常是某一文本）转化到另外一种语言中”。
其间，受惠语要新创造或重新定义大量词汇以适应这种转换，且只有当其定义和系统价值被植入新的
语境后，才能最终完成这一过程。
晚清时代的中国汉语曾经经历了这样一个空前的创造和转化过程，并由此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吸
收了大部分西学分支学科的术语，初步完成了欧美地区历经千余年才完成的跨文化知识迁移。
来自德、法、英、挪、日、中等国的一批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从“作为词汇交流媒介的汉语”、“
政治术语的输入”、“关于对应词的商讨”、“对新词汇新概念的使用”、“科学术语命名方法”、
“语法”等六个层面考察了晚清著作中新思想新概念的产生及本土化问题，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政治学
、逻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等学科概念与知识体系的嬗变及相
关因素，是一部对近代中国史特别是翻译史、语言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对外关系史、社会
变迁史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的专门名家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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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致谢
撰稿人
引言
笨拙的媒介？

汉语术语：论偏见
语言接触与词汇创新
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19世纪西方概念和汉、日语的整合
政治名词
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
“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晚清译词从“夷人”到“外国人”的转换
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权力”与“权利”
探索等义对应词
逻辑学·一个两方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
河语词犷“机器”与“机械”的历史探究
重与力：晚清中国对西方力学的接纳
用本土词汇翻译
严复及翻译家的任务
谭嗣同思想中的自然哲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关于“气”与“以太”的概念，
傅兰雅和徐寿的化学术语翻译新探
各争雄长的命名法
打造专业术语：以19世纪的英汉词典为中心
论数学术语：19世纪中国的跨文化交流
植物学术语的形成路径：一种模型还是个案？

变异的文法
跋尾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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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指出的是，协助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的中国人沈毓桂（1808-1907）等人，以及写诗赞颂
格兰特的郑观应，他们当然知道“总统”和“皇帝”之间的区别，但原有的思维习惯使他们认为，不
使用“皇帝”一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崇敬之情。
因此，尽管清楚地知道讨论的对象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皇帝，但还是要当成皇帝来说。
　　从知识史的角度看，“自由”、“民主”和“总统”三个概念，是与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民主理念
不可分离的。
中国社会对这些概念的翻译和使用，与其对议会制度和民主理念的感知、理解紧密相连。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知识界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完全不了解，所以，当他们谈论到美国政治体制和
美国元首时，便很自然地使用歧视性词汇，如“部落”、“头人”、“大酋”。
鸦片战争后，随着对欧美国家认识与理解的深入，他们发现无论是“酋”还是“皇帝”，都不是称呼
美国元首的恰当词汇，于是，他们开始使用音译的词汇如“伯理玺天德”，或意译的词汇如“总统”
。
　　对于“自由”、“民主”这些表示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词汇，晚清知识界则很少创造出音译的
词汇。
他们没有像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徐光启（1562-1633）那样——将拄丁词metaph ysica（
形而上学）和philosop hia（哲学）音译为“默达费西加”和“斐录所费亚”——而是一如既往地使用
中国的旧有词汇（用“德莫克拉西”和“德先生”翻译democ-racy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出现的）。
但中国旧有的词汇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不可能与西方相应词汇的词义完全匹配，因此一经使用，就很
容易被人们从其原有的汉语语意去理解。
例如，“自由”一词就常常被视为“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而这都是为中国传
统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很少宣传“自由”的思想。
例如，陈炽（1855-1900）虽提到了“自由”，但又赶紧表白：“自由之说，此唱彼和，流弊已深”，
万不可行。
①　　“民主”是另一个有关中文语境的例子。
在对惠顿《万国公法》的翻译中，丁韪良清晰地按“民主国家”的意思使用了“民主”一词，但有些
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按照传统的“民之主”的意思进行理解，如所谓“大美国民主华盛顿”之说。
仅从字面来看，“民主”一词固然可以被理解为“民为主”或“民作主”，并与“君主”一词形成鲜
明对立，但事实上其传统的意义常常掩盖了新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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