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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是一本近代语言史著作，总体论述了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特点，指出日语进入现代汉语的时间、典型的事例。介绍了从17世纪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工作，到20世纪初中国人汉译日书的历史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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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国威　1978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79 年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85 年赴日留学，先后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深造，1993 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著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严复与科学》（2017）、《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2019）、《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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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在线试读

如前所述，《天演论》刊行前后严复已开始着手翻译《原富》，1902年《原富》前两编由上海南洋公学出版。严复翻译《原富》时，译词“经济学”已经在日本普及、定型。另外，中国在严复的《原富》之前也已经有经济学方面的译籍刊行，如同文馆的《富国策》等。当时中国最一般的译词是“理财”，严复在1895年的文章中就使用了“理财”来指称经济学。例如“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在《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中也使用了“理财”。但是，严复显然对“理财”并不满意，始终没有放弃追寻更合适的译名的努力。他于1898年3月之前将“斯密氏《计学》稿一册”寄给吴汝纶，并就译名“计学”征求了吴氏的意见。这时严复应向吴汝纶说明了选择“计学”的理由。吴汝纶在回信中对“计学”表示肯定，说：“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原富》译完后，严复在卷头写道：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

即严复认为用“经济”译Economy“太廓”，而“理财”又“过狭”，所以新造了“计学”。“计”字出现在“会计”“计相”“国计”“家计”等组合中，与希腊语的原义吻合。这是严复译《原富》时得出的结论。“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这个词有融会贯通的过程，有直译的成分（即从词源上分解了原词），但是更主要的是意译。

《原富》出版后，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梁的文章谈到了两点，即译词与文体。对于译词，梁说“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同时希望严复能“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但是，“计学”却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原词与译名是否“名实相符”的问题，即译名如何才能准确地反映原词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二次造词（即复合词）、社会的可接受性（即雅驯）等都成了判断译词适当与否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引发了汉语多音节化的讨论。

人们需要新的词语，就像需要新的衣服一样

如果甄嬛穿越过来了，我们能交流吗？

答案大概率是不能的。虽然甄嬛与我们使用的同为汉语，但是现代汉语与古汉语在词汇、语法上已经大相径庭。有人说，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说汉语，听汉语，没有问题。但在语言学家、词汇学研究者沈国威看来，如果把内容换成科学的常识，嘴上说得出，耳朵要能听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我们甚至可能和20世纪以前的社会精英，举人呀，状元们都没法交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常识，没有一套表达科学内容的词汇。”不说甄嬛，即使是20世纪初的社会精英如梁启超，恐怕也难在新词井喷的当下与我们顺畅交流，他记录读书心得的“功课簿”，如今称为“笔记本”，严复1903年的著名译著《群己权界论》，早已被重译为《论自由》。

每一天，更有无数新的词汇涌现：他们或来自邻国潮流，如“社畜”、“正太”、“年下男”；或来自网友自创，如“剩女”、“妈宝”、“凤凰男”；也有过去的词汇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比如“考古”、“挖坟”和“种草”。

这样的词汇更新，自汉语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只是速度时快时慢。就像一条河流，不断有新的词汇如溪流汇入，也一直有旧的词汇如水分蒸发，如果遇上一场暴雨，就会出现词汇的大量更新。

沈国威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20多年，是汉语词汇增长最快的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大量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命名、描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语也就应运而生。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机”、“洗衣机”或是所谓“常春藤高校”，都并非汉语原本就有的词汇。

而20世纪80年代的词汇更新，又是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新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当时诞生的一系列新词作为基础，就难有这一次的新词顺利接受，没有“大学”又何来“常春藤高校”，没有“电力”，又何来“电视机”？19、20世纪之交的新词为各学科提供了数千个学术词语，使得我们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来谈论、交流新知识，新出现的二字动词、二字形容词也为汉语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做好了准备。

与此前几次汉语的更新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次词汇流变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它借助了大量来自日语的词汇。沈国威于2010年出版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一书，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追溯了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与特点。这本书于今年7月以《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的标题再版。借用“往还”一词，沈国威希望进一步强调语言的流动性与交流性。

沈国威　1978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79年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85年赴日留学，先后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深造，1993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著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严复与科学》（2017）、《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2019）、《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2019）等。

时至今日，语言的更新与发展仍在继续。沈国威喜欢把创造新词比作添置新衣。买衣服可以是出于防寒保暖的实际需要，就像为了命名新事物而出现的新名词，也可能是出于追赶潮流、表达自我的精神需求，同一个动作，可以称为“付钱”、“结账”也可以叫做“买单”。

近日，沈国威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在专访中，他梳理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特点，也表达了对于汉语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在他看来，汉语的现代化尚未完成，仍需进一步发展，而经由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和互联网传播，命名事物的词语会越来越统一，表达情绪和个人感受的词汇却会越来越多样。

“新语往还”是“水往低处流”

新京报：你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这本书今年再版时，标题定为《新语往还》，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内涵吗？你对“新语”的定义是什么？

沈国威：这本书里的“新语”是指19世纪20世纪之交，突然出现在汉语书籍和媒体上的词语，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以下3类：

1、表达新概念的词；

2、新形式的词；

3、重新活跃起来的词。

新的概念可以用新的词来表示，也可以用旧的词来表示。比如说，“哲学、神经、背景、赤字、经济、革命、共和、社会”等表示的都是新概念，这些概念汉语中原来都不存在，但是前4个词是汉语里原来没有的新词，后4个是古典里存在的旧词，不过词义被更新了。同样，新的词语形式既可以表示新概念，也可以表达已有的概念。例如“考虑、思考、正确、优秀”等，词的形式是新的，但所表达词义都是汉语里原来就存在的。第3类词，我把它叫做激活词。有一些词原来一直处在冬眠状态，世纪之交，突然被激活了，如“爱国、爱好、安全、保持”等。以上就是我这本书里所说的“新语”。

上面这些词的发生、普及都和日语有很大的关系，很多词从汉语传入日语，又从日语回流汉语。书名中的“往还”就是想强调中日之间在词汇上的交流。现在我们也常用“环流”这个词，因为朝鲜半岛、越南也是近代词汇交流的参与者。

《新语往还》，作者: 沈国威，版本: 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

新京报：在近代，为了命名大量涌入的新概念、新内容，出现了两方面的努力，一类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自己造词，一类是向日本借词，也就是“和制汉语”。为什么最后我们更多地选择了“和制汉语”，而没有使用严复等人的造词呢？

沈国威：我在书里专门用几个章节讨论了严复造词的问题。严复是为数不多的创造新词的中国人，但是他苦心孤诣创造的新词几乎全军覆没。严复造的词为什么会败给“和制汉语”？首先，严复采用了很古僻的汉字，这可能是严复译词没能普及的主要原因。其次，严复愿意用一个字的译词，而“和制汉语”都是两个字的，王国维说“和制汉语”更加精密，所以优于严复的译词。其实，很多新词和精密并没有关系，双音节这个形式更重要。

一个新的词造出来了，这还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可，能不能被接受，常常不是词汇学的问题，而是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关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审美价值等一系列因素。比如原来北京话中有“结账”，有“付钱”，但突然发现港台用的是“买单”，挺有意思，就接受了，流行开来。

我想日语词能够流行，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1、西学从东方来，一直到1920年代，中国翻译的书主要是以日本书为底本的；

2、大批中国人去日本留学，接受新知识的速成教育，他们的词语使用产生了影响；

3、中国教科书也多以日本教科书为底本，各类学校里有很多日本教习；

4、包括英语词典在内，各类工具书都得益于日语；

5、价值取向，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被称为中日的黄金十年，一般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有了变化。

还有一部分是文明词，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和现代文明密切相关的词。文明词具有非常强烈的同化性质，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把它叫作“国际词”。什么叫国际词？就是你说的“university”和我说的“大学”是一个意思，你说的“philosophy”和我说的“哲学”也是一个意思，一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

汉语中受到日语影响的词，大都是文明词。大家常说人文交流是“水往低处流”，其实这是文明词的特点，因为文明词传递的是科学知识。文明词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从1873年开始实施近代学制，小学、中学的教室里使用日语没有什么问题，但大学最开始主要用外语讲授。日本的教授登上大学的讲台大约在1885年前后，这意味着日语可以用来讲述科学了，和中国比大约早了将近30年。大量的新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的。

三字词是汉语今后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近代以来，涌现的大量新词都是二字词甚至三字词，而此前古文言中人们更习惯使用单字，词形上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变化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

沈国威：语言的功能之一是表达和交流。表达和交流有形式和内容之分。比如，有私下的交流，也有对一般公众的宣讲。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的新变化，当时叫“过渡时代”，对语言的表达功能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语言需要在学校或者类似的公共场所，对大多数人来讲述一种当时称作“常识”的东西。“常识”这一新内容，又要求语言采用一种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决定了语言需要发生一些变化。它要求语言首先要能说出来，其次，说出来的东西听众要能听懂。

有人说，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说汉语，听汉语，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把内容换成科学的常识，嘴上说得出，耳朵要能听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前一段时间流行穿越剧，如果甄嬛穿越过来了，我们能交流吗？还真不好说。我们甚至可能和20世纪以前的社会精英，举人呀、状元们都没法交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常识，没有一套表达科学内容的词汇。

《甄嬛传》剧照。

新京报：那是否可以说，复音词比单音词在听觉上更容易理解？

沈国威：对。听懂需要词有一定的长度。复音词有几个特点，首先它可以减少同音字的误解，其次它可以把事物表达得更详细一些。复音词还可以实现动词、名词、形容词之间的词性转换。两个字、四个字是说汉语的人几千年养成的习惯。一个字能说明白的地方，很多时候也要凑成两个字说。汉语复合词中有20％～25％的词是并列结构，如“道路、河川”等，并列结构的词并不增加词义，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用复音词。我想，这就和意义的精密与否没有关系了，更多的是汉语对“听得懂”或节奏上的要求。

新京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情况，二字词加上一个新词缀，就变成了三字词，比如创造力、想象力、现代性、现代化，此后三字词会变得越来越多吗？

沈国威：三字词有两个种类，第一类是你说的“～～性”和“～～化”，这两个词缀比较特殊，是用来实现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词性转换。第二类不是典型的词缀，所以又叫“类词缀”，如“创造-力”“红旗-手”“农产-品”等。类词缀是用来给名词分类的。名词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就需要加以整理。不然，人在信息处理上就会出现问题。

汉语曾经有过三次大整理，一次是偏旁的出现，第二次是复音化，如“松树、柳树、杨树、榆树”等，第三次就是20世纪初的三字词。第三次受到了日语的强烈影响。在北京大学教语言学的胡以鲁，1914年就说三字词是汉语今后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按照这样的说法，词汇在未来会不断增多，需要不断整理，最后词汇会越来越长吗？

沈国威：不会，因为词汇有一个心理长度，再长的话就要把它缩短。汉语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能长能短，四个字的词会被压缩成二个字。今后可能新词会更多以三字词的形式出现，四个字的词会被压缩成二个字。

《新尔雅》，作者: 沈国威，版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

汉语现代化还有一些路要走

新京报：你在书中讨论了严复和“新国语”的关系，“新国语”即为新时代所需要的话语。你认为现在，“新国语”的建立已经完成了吗？有哪些标准可以判断一门语言是否成熟？

沈国威：语言不分优劣，所以也没有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但是语言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我们不是常说与时共进吗，语言也需要与时共进。那么，汉语是不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呢？我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近代”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

１全民性：国语必须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为此国家须承担教育之义务，以消除因语言能力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２国际性：能翻译外语，或被外语所翻译（互译性），这样才能应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３传播性：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能讨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可以用来表述不断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

４普及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知识传递不受语言媒介限制。

这样看来，我们还有一些路要走。政府的教学大纲规定，中学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结束的时候要掌握3500个汉字。日本的汉字教育也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国家保证所有人在语言能力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汉语的文章很难写，打满分的文章里要出现很多成语。从文章的写作能力上来看，起跑线上差距最大的可能是汉语。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文章的写作能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样只接受了中学教育的人就很难去实现自己人生的其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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