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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晚清的科技译著构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方科技交流的主要载体$作为近代的新兴学科#西方

近代植物学也在此时以译著的形式传入了晚清科学界#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晚清

的植物学译著主要由西方来华传教士译介完成#主要传播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部分成果%此外#这些植物学

译著中所引介的植物学术语#不仅推动了晚清植物学研究突破传统植物学研究的范畴#且部分术语甚至沿用至

今#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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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起步于
"C

世纪'到了
"%

世纪&细胞学说(遗传生殖学说等先进的生物学理论已

然用来指导植物学研究&近代植物学研究硕果累累)而同期的中国植物学研究却依然徘徊在传统植物学

研究的范畴之内&并且没有从博物学研究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门学科发展&中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平

衡态势日渐明显)而
"CF$

年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随后产生的各类西方译著构成了晚清西学东渐的

主要载体)这些译著中&除宗教类书籍外&科技译著也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也有部分西方植

物学著作或研究成果经由西方来华传教士独译或与中国学者合译的方式被传播至晚清植物学界&从而引

领晚清植物学研究进入近代植物学研究的新阶段)此外&这些植物学译著中引介了大量颇具科学影响力

的术语&为中国近代植物学术语的规范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

整体向前发展)

一%晚清植物学译著考略

由中国学者李善兰#

"C""

%

"CC!

$与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

B,5G+*05)H3,,3+I6'*

&

"C!%

%

"C%$

$(艾

约瑟#

&'65

J

/K0L3*6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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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译的*植物学+为晚清第一部植物学译著&首次将西方近代植物学知

识引介至晚清植物学界)*植物学+汉译本问世&象征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正式传入)其后&在

"CAC

%

"%"!

年间&西方来华传教士植物学译著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傅兰雅所译的*植物图说+与艾约瑟

所译的*植物学启蒙+)

这三部植物学译著的翻译工作均有西方来华传教士参与其中&或是独译&或是与中国学者合译)三

部译著立足不同的科学出发点&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部分基础性成果引入中国&对于推动中国传统

植物学研究向近代植物学研究的过渡与发展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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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成书于
"CAC

年&书中系统阐述了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植物学基础知识&约
?A

&

$$$

字&含插

图
CC

幅)其汉译机构为晚清西学重镇%墨海书馆&是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与中

国传统植物学研究中的实用性研究理念不同的是&该书介绍的是!近代西方在实验观察基础上建立的各

种器官组织生理功能的理论"&且!这些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是闻所未闻"

,

"

-

)*植物学+同样

也可以被称作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植物学著作&为我国晚清植物学界带来了全新的植物学知识和研究视

角)值得注意的是&*植物学+一书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一部英文植物学专著的全译本&而是受到译者主观

能动性的驱使及晚清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而进行的带有明确科学启蒙目的的选择性译本)学界目前普

遍认为&*植物学+所据之外文原本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

&'/*M3*0,5

8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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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学著作!

)

*植物学+一书的汉译开启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新时代&其中的植物学术语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科学影响

力&为后来植物学学科术语的规范提供了借鉴与依据&部分术语甚至沿用至今&有的还东传日本)*植物

学+堪称中国植物学史上的承前启后之作&其译介出版使中国植物学研究迈入新阶段&并为以后西方植物

学的进一步传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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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图说'

傅兰雅于
"C%A

年翻译并出版了*植物图说+一书)*植物图说+为傅兰雅根据巴尔弗#

&'/*@(77'*

N+,-'()

$的植物学著作所编译)!该书分为四卷&包括
"AF

幅插图&侧重于介绍植物各部分的形态结构)

实际上该书的
"AF

幅插图&是四幅大的植物学教学插图&全部文字是紧密结合植物学插图&解说植物体的

各部分机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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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图说+一书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分为四大块&主要包括.植物体的形态(植物叶的相关知识介

绍(花与其他植物生殖器官的相关知识)同*植物学+的主要思想相一致&*植物图说+中介绍的也是西方

近代植物学知识&四卷内容论述的重点内容包括图解植物的显微结构(植物生理知识等西方近代植物学

知识'较*植物学+而言&*植物图说+中的插图更为精美&主要以图片这种较为直观的方式进行科学知识的

阐释&辅以文字&将西方植物学知识清晰明了地传播至晚清植物学界)在译文语言方面&*植物图说+行文

表达通俗易懂&同时兼具科学性)正如傅兰雅本人在*植物图说/序+中所言.!#*植物图说+$本为教习生

徒而设&凡植物学大概意义&皆经解明&甚便初学之用"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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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植物图说+内容具有科学性与说服力&形

式新颖简洁一目了然&因此被选作近代中国的植物学教科书)除此以外&*植物图说+汉译本问世后&后续

多部植物学著作及植物学教科书的编撰均以*植物图说+作为内容蓝本)如
"C%C

年叶澜编写了*植物学

歌略+一书&书中部分插图与*植物图说+相同&可以认为叶氏是在*植物图说+的基础上编写*植物学歌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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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学启蒙'

*植物学启蒙+成书于
"CC#

年&为艾约瑟#

&'65

J

/K0L3*6

$所编译的*格致启蒙十六种+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与*植物学+及*植物图说+相比&*植物学启蒙+中除了涉及到西方植物学的基础知识外&也论及

了植物学的教授方法等内容)*植物学启蒙+原作者为胡克#

&<><@''L5)

$&该书分为
?$

章&涉及植物的结

构(营养(分类(植物学教授法等内容&并附有数十幅图,

#

-

)后经考证&*植物学启蒙+中所附图的数量为

#C

幅)

该书前面
!A

章共
"#?

节介绍植物的结构(营养和分类&第
!#

章是植物学实验&第
!E

至
!%

章则是植

物学教授法内容&最后的第
?$

章相当于一个索引&回顾前面曾经提到的各种植物名录,

E

-

)

胡克的原著中涉及到了部分与植物学学科教学内容与思路有关的内容'更在原著中表明其撰写目的

之一即为为学生提供与植物研究有关的基础性知识(植物学学习及研究方法等)在原著中&胡克对于实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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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学+的外文原本&学界目前有几种说法.

"<

普遍观点是译自林德利的
!"#$#%&'(

)

*(&+%

,

#植物学基础$&有多位知名学者

对此予以支持&如汪子春(熊月之等&但具体版本及出版地不详'

!<-.#/0&"1%#(

)

&.#213'&4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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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但

具体版次依然未有定论&潘吉星(沈国威等学者赞同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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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观察(制作标本等在植物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些知识与理念的引介&对于晚清植

物学研究的可持续长期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植物学+*植物图说+与*植物学启蒙+既为晚清的植物学译著&同时也是中国植物学史上较早的近代

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三者的翻译目的与强调的植物学理念具有相同之处&但是在引介植物学知识方面

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在关于植物分类的知识方面&*植物学+中将植物分为五大类&即.外长(内长(通

长(上长(寄生'*植物图说+中则将植物分为外长类植物(内长类植物(通长类植物(上长类植物等四种'而

*植物学启蒙+中则是针对外长类(内长类两大类植物的介绍)这些知识从不同视角推动了晚清植物学研

究的发展&各自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科学作用)

在这些植物学译著中&译者引介了彼时西方植物学研究中较为先进的植物学知识'受限于晚清科学

界的整体接受能力与认知水平&以及晚清西学东渐时期来华传教士整体科技翻译目的等因素&以当代植

物学研究的视角看来&这些植物学知识确实有些过于简单&且部分知识尚存在着一定的错漏之处&但这些

知识的引入却拓宽了晚清植物学界的整体研究视野&直接助力传统植物学研究突破瓶颈&进入一个全新

的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植物学译著中译介了大量西方近代植物学学科中的术语&这些术语翻

译准确&且其中有许多术语延用至今&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晚清植物学译著中的术语

*植物学+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因此&李善兰等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

"

-

)鉴于

彼时中西方植物学发展的不均衡性&*植物学+的英文原著中提及了许多晚清植物学研究尚未涉猎的近代

植物学知识与术语&如植物体的显微构造(生理(分类系统等知识&具备极强的科学性)对于译者而言&李

氏等人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为科学名词术语的汉化表达)

*植物学+中的术语主要采用的是!创译法")!创译法"即为创造性的翻译&在*植物学+的翻译过程

中&李善兰等在自行吸收外文原著中所引介的植物学甚至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传统植物学

研究的发展状况&最终创译出符合彼时中国科学界实际情况的术语名词)心#雌蕊$(须#雄蕊$(细胞(萼(

瓣(心皮(子房等均为李善兰等译者创译的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植物学"一词的表达方式&界定了

植物学的学科名称&推动植物学就此作为专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产生了较高的科学影响力)据笔者统计&

*植物学+中创译了
#$

余个植物学术语&其中接近三分之一得以沿用至今'部分术语与当代植物学术语表

述较为接近&在近代植物学术语的形成与规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植物学+中所创译的术语规范了晚清植物学的术语表达&使得晚清植物学界更加明晰地掌握了西方

近代植物学研究的要义)除!植物学"这一界定晚清植物学学科的专有名词外&!细胞"一词同样具备极强

的代表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细胞"一词翻译的起源问题)李善兰等人即明确了!

95,,

"一词指代的是比

较小的器官组织构成单位'而对于!器官组织单位"&译者已先行提炼出了!胞体"这一说法)!胞体"的说

法表述较为形象&主要取汉字构词法的精要.在汉语中&!月"旁象征!肉"&可指代生物体结构)基于此&

!

95,,

"一词被译者提炼为!小的胞体"'然而这一表述虽形象贴切&但表达不够简洁&不符合科学术语的规

范性标准'译者继而对之进行加工)在这个过程中&李善兰的个人生活经历发挥出了主导作用)李善兰

为浙江海宁人&而!小"在海宁方言中发为!细"音&因此&之前提炼出的!小的胞体"这一说法即被进一步精

练为!细胞"这一表达方式)

*植物图说+的学术特色在于以图画的形式解析植物体各器官的外形及结构&其汉译的主要目的在于

以一种较为清晰明了的方式向初学者介绍西方近代初等植物学知识及概念)相较于*植物学+一书&该译

著中所引介的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内容的知识性不够深入&但其术语表达却更具特色)在借鉴引用了

*植物学+中部分术语的基础之上&*植物图说+也提炼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术语表达方式&同时部分术语也

沿用至今)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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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植物图说+的主要思路为以科学图谱来解读植物体各部分结构的形态与构造&因此&其术语多

集中在植物器官组织结构方面)在*植物图说+的术语翻译中&译者傅兰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

挥&赋予了术语表达以特色&使得*植物图说+中的术语产生了一定的科学影响力&且部分术语得到了科学

界的认可并沿用至今)*植物图说+中的部分术语见表
"

)

表
!

!

&植物图说'中的术语与现今名词对比(

'

)

*植物图说+

名词
现今名词

*植物图说+

名词
现今名词

*植物图说+

名词
现今名词

*植物图说+

名词
现今名词

膛 细胞 叶法 叶序 皮条形花 舌状花 胚仁 珠心

膛心 细胞核 辐形叶 掌状脉序叶 花下子房 下位子房 胚囊 胚囊

睫毫膛质 鞭毛细胞 扁旦形叶 卵形叶 上子房 上位子房 胚珠底 合点

连形膛质 接合孢子 戈头形叶 箭形叶 围子房 子房半下位 变向胚珠 弯生胚珠

有股膛质 弹丝孢子 心形叶 心形叶 蝴蝶花 蝶形花 脐带 珠柄

管体 导管 单叶 单叶 花旗 旗瓣 子胚 胚

木纹管体 管胞 繁叶 复叶 花船 龙骨瓣 简果 单果

花点管体 孔纹导管 椭圆形叶 椭圆形叶 花翅 翼瓣 繁果 复果

螺纹管体 螺纹导管 扁心形 倒心形 子房座 花托 双荚 角果

梯纹管体 梯纹导管 奇数翎形叶 奇数羽状复叶 雌雄同本 雌雄同株 短双荚 短角果

歧形管体 乳汁管 偶数翎形叶 偶数羽状复叶 雌雄异本 雌雄异株 吊果 双悬果

麻丝管体 纤维 双翎形繁叶 二回羽状复叶 花阳房 雄蕊群 小软果 肉果

器具 器官 绿色料 叶绿体 花阴房 雌蕊群 腹缝线 腹缝线

织质 组织 #嫩干$向上之轴 胚轴 托线 花丝 背缝线 背缝线

微水绵 根尖 干心 髓 花须头 花药 膜翅种子 翅果

除上表中所列的术语外&*植物图说+中也创译了子叶(花芽(唇形花(胚珠(花粉(裸子(菌盖等一直沿

用至今的术语&由此可见&该译著也在我国近代植物学术语的形成与规范过程中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引

领作用)

术语的翻译与表达同样也是*植物学启蒙+所重点关注的内容)在*植物学启蒙+中&艾约瑟对!

95,,

"

的译名为!微胞"&!

1

5)I3*+73'*

"为!萌芽"&!

)'65

"为!蔷薇花"&这些表达虽同样贴切)然而&在术语所产生

的科学影响力方面&*植物学+与*植物图说+较*植物学启蒙+而言更胜一筹)这主要是受三者汉译发生的

时间顺序的制约)*植物学+的汉译发生在
"CAC

年&傅兰雅也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时期编译了*植物须知+

和*植物图说+&这些均发生在*植物学启蒙+之前'在术语表述准确度相似的情况下&科学界很容易受到先

入为主思想的主导)

通过对*植物学+中的术语与*植物图说+中的术语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下述两

点)

"<

译名来源及翻译策略不同)译者李善兰与傅兰雅个人身份及学术背景不同&李善兰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熏陶&因此在创译植物学术语时尽量采用中国传统植物学乃至传统生物学中已有的表达方式&翻译

策略上更为倾向于!归化"的方法&从而使其术语表达较为通俗&能够使晚清读者联系自身已有的知识储

备&引发具体的联想&目的在于对所引介的植物学概念产生直观的认知'而*植物图说+则由傅兰雅单独编

译&傅氏本为英国人&在术语创译过程中虽也参用我国传统植物学中的表达方式&但本质上更倾向于将西

方近代植物学中部分核心概念进行系统化阐释&其术语创译更多地依据来自于他本人对于西方近代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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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雁冰
!!

晚清!

"CF$

(

"%"!

"来华传教士植物学译著及其植物学术语研究

学知识的理解与领悟&因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较为倾向于!异化"的方法)

!<

翻译目的不同)*植物学+的译介主要在于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知识推介至晚清植

物学界&而*植物图说+出版时已逾*植物学+的出版时间近
F$

年之久&彼时国人对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已

然产生一定的认知'其间晚清植物学界大量植物学研究成果的出现&尤其是
"CC#

年艾约瑟*植物学启蒙+

一书的问世&更是进一步提升了晚清植物学界的整体认知水平)因此&傅兰雅*植物图说+编译的目的即

为将近代植物学研究的相关概念更为具体化地向晚清植物学界普及开来&尤其是针对*植物学+中已经描

述引介但并未提炼出专有名词的知识信息&如*植物学+在卷三中虽详细描述了关于!年轮"的知识&但并

未明确提出!年轮"或是相近含义的术语表达'而在*植物图说+中&!傅兰雅则创译了0同心圈纹1这一名词

来表达"

,

?

-

)换言之&鉴于翻译目的的差异&*植物学+中的术语创译实现了晚清植物学界对于西方近代植

物学知识从无到有的突破&而*植物图说+则偏重于赋予晚清植物学界对已有认识的知识内容以更为精确

的解读)

傅兰雅在*植物图说+的术语表达中也借鉴了*植物学+中的术语表达方式)李善兰在*植物学+的翻

译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学术基础&结合其本人与韦廉臣(艾约瑟等译者对于外文原本中所提及植物学知识

的理解&创译了大量的植物学术语)尽管其所创译的术语并非均获沿用&但不可否认&*植物学+中所创译

的术语较具特色&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发挥出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如!植物学"这一术语的提出&

不仅界定了学科名称&也推动了我国植物学学科研究的系统化及有针对性的发展&因此&在*植物图说+

中&!植物学"这一名词即被傅氏直接引用)此外&*植物图说+中也沿用了!子房"!胚"等术语&由此可见

*植物学+术语翻译对*植物图说+的影响)

但是&*植物图说+中的术语翻译也有其不足与局限之处&比如将*植物学+中的!细胞"一词的翻译改

作!膛")虽然!细胞"一词译介之初&学界曾质疑其学术性&对于将能够象征
"%

世纪西方生物学发展水平

的!

95,,

"一词简单译作!细胞"#受到李善兰家乡方言的主导$&学界曾认为太过!儿戏"'但不可否认&!细

胞"一词恰当地阐释了英文!

95,,

"一词的含义&既具科学性&也较为通俗易懂&因此最终为中国科学界所采

纳并沿用至今)而傅氏的!膛"&虽巧妙地借用了汉字的象形用法#!月"字旁象征肉&从而形象表义生物有

机体$&但较之!细胞"的表达方式&其科学影响力自然不足'尤其是!#*植物图说+$中有时将0膛1解说成

0聚胞体1&甚至还用来表示其他生物体的腔室"

,

?

-

&因而!膛"的表述不具备学科针对性&最终为科学界所

淘汰)

结语

明清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构成了西学东渐活动的主体&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他们也承担了其作为中西

方科技交流媒介的角色&而科技翻译又构成了传教士传播科学的主要内容)尽管传教士传播科学的目的

并不纯粹&但他们确实为我国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C

-

)而植物学

译著汉译发生的时间虽晚于其他自然学科#主要发生在晚清$&但其在植物学发展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

不可替代的)

在传统植物学研究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较具影响力的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传统植物学研究偏

重于实用&研究方法上以经验主义为主导&因此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遭遇瓶颈期)而问世于晚清西学东

渐时期的传教士植物学译著&不仅带来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部分前沿科学成果&也带来了西方近代

科学研究注重实验观察的方法论&因此&这些译著的问世无疑会推动传统植物学研究者拓展研究视野&突

破局限性与狭隘性&从而迈入近代植物学研究阶段)因此可以说&传教士植物学译著堪称我国近代植物

学发展的基础)

晚清植物学译著的价值还体现在其对翻译学方面的价值)这主要是指&尽管这些植物学译著的汉译

几乎发生在
"C$

多年前&但我们依然可以用当代翻译学理论&如翻译目的论等对其译文(术语翻译等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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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解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植物学译著中的术语翻译堪称科学翻译史上的经典&其译介不仅是译者创

开先河翻译成果的体现&更引领了植物学学科的发展&如*植物学+中的!植物学"!细胞"等&因此其科学意

义与文化价值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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