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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主要通过中国古代哲学学派的哲学思想演变来论述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 时间跨

度从先秦时期到晚清时期，历时两千多年。 哲学术语译名的变化是哲学思想演变的具体体现。 本文基于平行语料库研

究《科学思想史》中中国古代哲学术语译名的变迁及原因。 研究发现：实践中哲学术语与译名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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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是东西方公认的中国科

技史研究专家（郭金海 ２００７：２８０）。 他的多卷本

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做出重要贡献。 其中的第二卷———《科学思想

史》更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之间 “搭建桥

梁”，促进中国科学思想在世界的传播。 国内外学

术界对《科学思想史》给予高度评价。 李约瑟通过

罗列中国古代主要哲学学派中的科学思想，追溯他

们在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系统（有机自然主

义）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影响，以此来研究中国科学

思想的发展（Ｙａｎｇ １９５８：１８１ － １８６）。 据其“导言”
所述，《中国科学技术史》“探索中国哲学对于科学

思想发展的作用”（Ｊｏｓｅｐｈ １９９１：１）。 基于此，本文

将建立英汉平行语料库，研究《科学思想史》中的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英文译名的变迁及原因。

２　 术语和术语翻译
术语具有单一性，在一个特定领域内，一个术

语只表述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同一个术语

来指称，术语与概念之间一一对应，术语具有稳定

性。 “一种表达，如果一旦由社会生活层面、经验

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理论层面，它就没有表达的

随意性、灵活性，至少是大为减少。” （郭和平

２００６：１０２） 术语翻译就是在异域异质的语言间寻

找“表示同一概念的等价术语” （冯志伟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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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在语义上，概念先于术语名称，决不能让术

语名称凌驾于概念之上；术语名称与概念之间表

现出理据性，而不是任意性。 这种语义关系有两

层意思，一是说翻译方法应该遵循概念意义优先

于语言形式的原则，二是说选择译名应该依据术

语的理据性特点做到名副其实 （陈大亮 ２０１６：
１７）。 但哲学术语在翻译过程中“会表现出更多

的‘个性意识’，容易忽略术语翻译的单义性要

求，因而在寻求等价术语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规

范意识”（魏向清 ２０１０：１６５）。 因此实际翻译过程

中往往存在概念与名称（译名）之间的不对应情

况，术语翻译时既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改变（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也有翻译译名的改变（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

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科学思想

史》汉译本。
首先对中英语料进行预处理（标点符号统一，

英文分行等问题），然后进行中文分词及双语对

齐———利用 ＩＣＴＣＬＡＳ 汉语分词系统对汉译本进行

分词，再运用 Ｔｍｘｍａｌｌ 在线工具进行双语对齐，建
成英汉平行语料库并运用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进行检索。

３． １ 哲学术语的界定和提取

本研究有效地运用语料库统计工具，节省大

量时间，从而实现短时间内对中国古代哲学术语

的确定和提取。 步骤如下：（１）通读《科学思想

史》利用 ＷＰＳ 或者 Ｗｏｒｄ，通过查找“术语”一词，
得到 ３３ 个相关术语；（２）利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统计词频

以及参考《中国哲学大辞典》的方法，再次确定

《科学思想史》中的中国哲学术语；（３）最后通过

人工筛选，得出共 ３０ 个哲学术语（见表１），作为本

课题的研究对象。
通过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工具检索统计 ３０ 个哲学术语

的频率，发现作为术语出现频次前 １０ 的哲学术语

分别是理（１７７）、气（１５８）、道（１２４）、法（８８）、五
行（８４）、木（７５）、水（７５）、火（７４）、土（６０）、则
（５５）。 其中气、五行、土、木、火、水在书中出现的

总频次与作为术语出现的频次完全一致；而道、
理、法、则的两种频次则有所出入，并不完全相同。
３０ 个术语中，两种频次完全一致的术语还包括

仁、恶、朴、混沌、大同、金、阴、阳、太极、礼、义、律；
而有所出入的术语还包括善、变、化、为、无为、指、
诚、度（如表２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术语有其自

身的发展过程，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约定俗

成下来，从而具备术语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等特征。

表１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

序号 哲学术语 序号 哲学术语 序号 哲学术语

１ 道 １１ 混沌 ２１ 阳

２ 仁 １２ 大同 ２２ 太极

３ 善 １３ 指 ２３ 诚

４ 恶 １４ 五行 ２４ 理

５ 气 １５ 土 ２５ 法

６ 变 １６ 木 ２６ 礼

７ 化 １７ 金 ２７ 义

８ 为 １８ 火 ２８ 律

９ 无为 １９ 水 ２９ 度

１０ 朴 ２０ 阴 ３０ 则

表２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的出现频次

序号 哲学术语 在书中出现的频率 作为术语的频率

１ 道 １２５ １２４
２ 仁 １１ １１
３ 善 ４３ ３６
４ 恶 ２８ ２８
５ 气 １５８ １５８
６ 变 ２４ １８
７ 化 ４６ ２０
８ 为 ２１４ ４
９ 无为 ２６ ２５
１０ 朴 １２ １０
１１ 混沌 ８ ８
１２ 大同 ２ ２
１３ 指 ６７ ２８
１４ 五行 ８４ ８４
１５ 土 ６０ ６０
１６ 木 ７５ ７５
１７ 金 ３６ ３６
１８ 火 ７４ ７４
１９ 水 ７５ ７５
２０ 阴 ３５ ３５
２１ 阳 ３３ ３３
２２ 太极 ２７ ２７
２３ 诚 ２６ ２０
２４ 理 １９７ １７７
２５ 法 １０８ ８８
２６ 礼 ４２ ４２
２７ 义 ３２ ３２
２８ 律 ２４ ２４
２９ 度 １５ １２
３０ 则 ２１４ ５５

　 　 同时，通过观察 ３０ 个哲学术语，可以发现： ６
个术语来自儒家学派：仁、善、恶、气、礼、义； ７ 个

术语来自道家学派：道、变、化、为、无为、朴、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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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个术语来自阴阳家：五行、土、木、金、火、水、阴、
阳； ６ 个术语来自理学家：太极、诚、理、律、度、
则； １ 个术语来自法家：法； １ 个术语来自墨家：
大同； １ 个术语来自名家：指。 由此可见，李约瑟

对儒家、道家、阴阳家和理学家等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学派对于科学思想发展的作用较为关注，从而

深入探讨其关键哲学术语；同时，李约瑟对法家、
墨家以及名家等哲学思想学派和哲学术语也有所

涉及，说明其对于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

定的作用，尤其是法家，虽然只有一个术语来自法

家（法），但它作为术语出现频次前 １０ 的哲学术

语而备受李约瑟的关注。

４　 哲学术语译名的历时变迁
利用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工具导入对齐的双语语料，根

据确定的 ３０ 个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分别找出其对

应的英文术语译名；基于双语语境，观察分析中国

古代哲学术语英文译名的变化及其原因。
４． １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译名的历时变迁

通过检索和观察发现，３０ 个哲学术语中，只
有 １ 个哲学术语 “善” 的英文译名是唯一的

（ｇｏｏ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其它 ２９ 个哲学术语的英文译

名则呈现出一对多，即 １ 个中文哲学术语对应多

个英文译名的情况： １ 对 ２ 的术语有 ８ 个（恶、化、
为、水、大同、五行、义、度）；１ 对 ３ 的术语有 ５ 个

（则、礼、法、太极、指）；１ 对 ４ 的术语有 １１ 个（律、
诚、变、仁、阴、阳、土、木、金、火、朴）；１ 对 ５ 的术

语有 １ 个（混沌）；１ 对 ６ 的术语有 ２ 个（道、无
为）；１ 对 ７ 的术语有 １ 个（气）； １ 对 １０ 的术语有

１ 个（理） （如表３ 所示）。 由此可见，３０ 个哲学术

语（包括出现频次前 １０ 的哲学术语）的英文译名

总体上呈现出一对多的不对应趋势。
４． ２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译名变迁的原因

哲学术语英文译名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原因：
（１） 译者不同（仁、气、阴、阳、理、诚、度）；（２）形
态不同（善、恶、礼）；（３）不同的同义词（恶、变、
土、木、金、火、则）；（４）上下文不同（变、化、为、太
极、法、礼）；（５）首字母大小写不同（五行、土、木、
金、火、水、诚）；（６）概念内涵不同：１）概念不明

（指）；２）内涵不同（混沌）；３）不同学派赋予不同

的意义（无为）；４）概念演变（理）；（７）一词多义

（律）。 再进一步观察这 ３０ 个哲学术语对应的英

文译名（如表３ 所示），还会发现一些总体上的规

律：哲学术语英文译名的不同（形式的改变）主要

是因为形态学、同义词和首字母大小写的原因。
形态学例如“善” （ ｇｏｏ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恶” （ ｂａｄ，

ｂａｄｎｅｓｓ）、“礼” （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Ｒｉｔｕａｌ）；同义词例如

“变”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木” （ ｖｉｒｔｕ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则” （ ｌａｗ， ｒｕｌｅ）；首字母大小写例如

“五行” （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火”（Ｆｉｒｅ， ｆｉｒｅ）、“诚” （ｃｈｈｅｎｇ， Ｃｈｈｅｎｇ）。 所有

这些哲学术语形式上的改变都是为了更准确地表

达术语，而事实证明这些哲学术语随着时间和空

间的不断发展变化而趋向于规范和统一。 对这些

哲学术语李约瑟采用的译名分别是 ｇｏｏｄ， ｇｏｏｄ⁃
ｎｅｓｓ；ｂａｄ， ｂａｄｎｅｓｓ；Ｌｉ；ｐｉｅｎ；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ｏｏｄ；ｔ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ｉｒｅ；Ｃｈｈｅｎｇ． 从中可以看出，
准确地表述（ｇｏｏ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ｂａｄ， ｂａｄｎｅｓｓ；ｔｈｅ ｅｌ⁃
ｅｍｅｎｔ Ｗｏｏｄ；ｐｉｅｎ；ｔｓｅ）和规范地描写（Ｌｉ，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ｉｒｅ，Ｃｈｈｅｎｇ）是术语译名的最高目标。

除英文译名形式上的改变外，哲学术语一对

多英文译名的原因还包括：一词多义、上下文、译
者不同和概念内涵。 简言之，这些方面的变化不

是形式的改变，而是概念内涵和外延方面的变化。
一词多义例如“律”（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ｐｉｔｃｈ⁃ｐｉｐｅ
ｔｕｂｅｓ），李约瑟采用 ｌü ４ 和 ｐｉｔｃｈ⁃ｐｉｐｅ ｔｕｂｅｓ 两种

译名。 前者使用音译 ＋汉字脚注的翻译方法尽量

向原文靠拢，后者对术语概念的具体所指较为关

注，符合科学思想的逻辑。
① 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９９１：５８６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ｉ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ｅｓ ｆｏｒｔｈ）， ｈｅ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ｉｔｃｈ⁃ｐｉｐｅ
ｔｕｂ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ｏ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ｉｔｓ ｇｏｏｄ ｏｒ ｅｖｉｌ ｆｏｒｔｕｎｅ． （同
上：５５２）

此外，上下文。 例如“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ｆａ１），
ｆａ２， Ｌａｗｓ），通过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工具关键词检索哲学

术语“法”，获得上下文语境如下。
② “我们已经看到，法家把他们的全部重点

都放在‘成文法’ （“法”）上，它纯粹是立法者的

意志，而不管普遍接受的风俗和道德可能是什么，
并且如果国计所需，还可以与这些风俗和道德完

全背道而驰。”（同上：５７９）∥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ｓｔｓ ｌａｉｄ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 （ ｆａ
１），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ｇｉ⁃ｖｅｒ，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ｍｏｒｅｓ ｏｒ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ｎ⁃
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ｉｔ ｉ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ｏ ｒｅ⁃
ｑｕｉｒｅ． （同上：５４４）

③ 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合乎人心。 （同
上：５８０）∥Ｌａｗ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ｒｉｓｅ ｏｕ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ｒｉｓｅ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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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ｔ ｈｅａｒｔ （ Ｆａ ｓｉｎｇ
ｙｕｉ， ｉ ｓｉｎｇ ｙｕｃｈｕｎｇ， ｓｈｉｈ ｈｏ ｈｕｊｅｎ ｈｓｉｎ５）． （同上：
５４５）

通过上下文可以看出，“法”在例②中指“成
文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而在例③中指相对于“义”

的“法”（Ｌａｗｓ）。 前者具体，后者抽象。 李约瑟采

用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ｆａ１）这一译名。 可以看出，他倾向

于具体可见的译名，并使用音译 ＋ 汉字脚注的翻

译方法向原文靠拢、归化。

表３ 　 ３０ 个哲学术语英文译名及其对应情况

哲学术语 英文译名 对应情况

善 ｇｏｏ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１ 对 １

恶、化、为、水、大同、
五行、义、度

（ｂａｄ， ｂａｄｎｅｓｓ ／ ｅｖｉｌ）；　 （ｈｕａ， ｈｕａ２）；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ｅｉ），ｗｅｉ］；（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Ｔａ Ｔｈｕｎｇ２）， Ｔａ Ｔｈｕ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ｓ， ｔｕｌ）

１ 对 ２

则、礼、法、太极、指
［ ｌａｗ（ｓ）， ｒｕｌｅ （ ｔｓｅ７）， ｔｓｅ５］；［ ｌｉ ２，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 ｌｉ１ ）， Ｒｉｔｕ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ｗ （ ｆａ１ ）， ｆａ２，
Ｌａｗ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ｏｌｅ， ｔｈａｉ ｃｈｉ， Ｔｈａｉ Ｃｈ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ｃｈｉｈ３），ｃｈｈｉ， ｃｈｈｉ５］

１ 对 ３

律、 诚、 变、 仁、 阴、
阳、土、木、金、火、朴

（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ｐｉｔｃｈ⁃ｐｉｐｅ ｔｕｂｅｓ，ｌü４）；
［ｓｉｎｃｅｒｅ （ｃｈｈｅｎｇ４）， ｃｈｈｅｎｇ４，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Ｃｈｈｅｎｇ］；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ｉｅｎ１）， ｐｉｅｎ１， ｐｉ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ｉｅｎ１）］；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ｒｔｅｄ）；
［ ｔｈｅ Ｙｉｎ， Ｙ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Ｙｉｎ （ ｆｏｒｃｅ）］；
［ ｔｈｅ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Ｙａｎｇ（ ｆｏｒｃｅ）］；
［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 Ｅａｒｔｈ， ｅａｒｔｈ］；
［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Ｗｏｏ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ｏｏｄ， Ｗｏｏｄ， ｗｏｏｄ］；
［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ａｌ， Ｍｅｔａｌ， ｍｅｔａｌ］；
［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Ｆｉｒ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ｒｅ， Ｆｉｒｅ， ｆｉｒｅ］；
［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ｐｈｕ１，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ｐｈｕ， ｔｈｅ ｕｎｃａｒｖ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ｓ（ｐｈｕ４）］

１ 对 ４

混沌 ［ｈｕｎ⁃ｔｕｎ９， ｈｕｎ⁃ｔｕｎ，ｃｈａｏｓ，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ｔｙ
（Ｈｕｎ⁃ｔｕｎ８），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 对 ５

道、无为

气

［ ｔｈｅ Ｔａｏ； ａ Ｔａ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Ｔａｏ２（ ｔｈｅ‘Ｗａ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Ｔａｏ，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Ｔａｏ ｏｒ Ｗａｙ； 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
［Ｗｕ ｗｅｉ； 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ｆ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ｕｗｅｉ； ｎｏｔ ａ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
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ｏ 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ｃｈｈｉ１；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ｎｅｕ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ｓｕｂｔ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ｃｈｈｉ１０）；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ｈｈｉ３）； ｃｈｈｉ； Ｃｈｈｉ （Ｍａｔｔ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１ 对 ６

１ 对 ７

理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ｌａｗ’；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Ｌａｗ； Ｒｅａｓｏｎ； ｌａｗ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Ｌｉ］

１ 对 １０

　 　 译者不同其实指不同译者根据其对哲学术语

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而使用各种翻译方法

并给出不同的译名。 因此译者不同和概念内涵两

个方面的原因将放在后文一起讨论。

下面就不同译者和概念内涵两个方面的原因

看术语译名变迁及其原因的总体规律。 例如：作
为术语出现频次前 １０％ 的宋代理学家哲学术语

“理”，是 １ 对 １０ 的不对应关系。 主要因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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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和译者不同而造成。 “理”字最古老的意义

指事物的“模式（图样）”（ｐａｔｔｅｒｎ），玉石的纹理或

肌肉的纤维状的纹。 朱熹以丝缕、竹子的纹理或

编筐的竹篾为例，证实这一说法。 早期译作“形
式”（ｆｏｒｍ），如勒·加尔和岑克尔等人；卜道成、
哈克曼和亨克等人都把“理”译成自然的（科学

的）“法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ａｗ’）；只是到后来

才获得它标准的字典意义，即“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９９１：４７２）。 之后李约瑟发现，格拉夫赞

同抛弃所有这些译名。 菲弗尔所译卷二的译文，
劳弗所译的《本草纲目》中琥珀条的译文，以及陈

荣捷的书中以法则‘Ｌａｗ’和理性‘Ｒｅａｓｏｎ’作为

“理”的译名，被普遍接受。 林语堂在同一页上同

时采用“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和“自然法则” （ ｌａｗ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作为“理”的译名，但李约瑟认为二者均不

妥当（同上：４７３）。 因此，朱熹的“理”字若是非译

成英文不可，李约瑟愿意选择“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
ｔｉｏｎ） 或 “组织原理”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不过，李约瑟还是坚持不把几乎无法翻译的中国

基本词汇译成英文，从而直接用“理” （Ｌｉ）、“气”
（Ｃｈｈｉ）、“阴”（Ｙｉｎ）和“阳”（Ｙａｎｇ）等字样（同上：
４７５）。

综上所述，哲学术语“理”的英文译名历经人

们对其概念演变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化，经由多个译

者不断修正而逐渐趋向于统一、规范（李选择‘Ｌｉ’
或者‘Ｌｉ７’作为其英文译名）。 具体如表４ 所示。

表４ 　 哲学术语“理”对应英文译名的发展过程

理

（１）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 ｆｏｒｍ
（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ｌａｗ’
（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５）Ｌａｗ
（６）Ｒｅａｓｏｎ
（７） ｌａｗ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８）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Ｌｉ ／ Ｌｉ７

　 　 再如，道家思想中的哲学术语“无为”英文译

名有 ６ 个。 它最初被译为 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无所作为）、
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不活动）是因为每个翻译者都采用不加

修饰的 ａｃｔｉｏｎ（行为）这个词。 其实这是错误的认

识。 就早期原始科学的道家哲学家而言，“无为”
的意思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 （ ｒｅｆ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亦即不固执地要违反

事物的本性，不强使物质材料完成它们所不适合

的功能（同上：７６）。 《道德经》中“无为［ｎ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则无不治”（同上：７７）以及

《庄子》中对于这种不违反自然的活动，即“无为”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ｕ⁃
ｗｅｉ）都和早期原始科学的道家哲学家的理解如出

一辙；就早期原始科学的道家哲学家而言，“无

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人事方面，当有识之

士已能够看到必归于失败时，以及用更巧妙的说

服方法或简单地听其自然倒会得到所期望的结果

时，就不去勉强从事” （同上：７６）。 例如，庄子论

及帝王时，曾说：“无为［ｎｏｔ ａ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
ｔｕｒｅ）］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

而不足”（同上：７７）。 郭象在其《庄子注》中也说

过：“无为（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者，非拱默之谓也” （同上：
７８）。 但李约瑟却选择音译的方法（Ｗｕ ｗｅｉ），就
像翻译“道”“君子”等术语一样，他认为对中国特

有的基本词汇还是不译，即音译最好。
４． ３ 哲学术语译名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科学思想史》中的中国哲学术语翻译方法

和策略与术语译名一样呈现多样性（见图１）。

图１ 　 《科学思想史》哲学术语翻译方法

之定译、音译和意译

可以看出，在 ３０ 个哲学术语中，２６ 个术语都

使用音译或意译的翻译方法。 此外，音译和意译

各自又包含许多不同的翻译方法。 音译如“道”
包括 ａ Ｔａｏ；音译 ＋汉字脚注 ＋意译［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Ｔａｏ２

（ｔｈｅ ‘Ｗａｙ’）］；音译 ＋ 解释（ ｔｈｅ Ｔａｏ ｏｒ Ｗａｙ）；音
译 ＋增译，如“阴”［ｔｈｅ Ｙｉｎ （ｆｏｒｃｅ）］；音译 ＋ 首字

母小写，如“太极”（ｔｈａｉ ｃｈｉ）；音译 ＋ 首字母大写，
如“太极”（Ｔｈａｉ Ｃｈｉ）；音译 ＋ 意译，如“气” ［Ｃｈｈｉ
（Ｍａｔｔｅｒ⁃Ｅｎｅｒｇｙ）］；音译 ＋注释，如“气”（ｃｈｈｉｄ）。

意译如“气”包括意译 ＋ 音译 ＋ 汉字脚注 ＋
解释［ｓｕｂｔ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 ｃｈｈｉ１；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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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ｎｅｕ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意译（ｓｐｉｒｉｔｓ）；意译 ＋
音译 ＋ 汉字脚注［ ｓｕｂｔ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ｃｈｈｉ１０ ）］；意译 ＋
音译，如“为”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Ｗｅｉ）］；
意译 ＋补充，如“无为”［ｎ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Ｎａ⁃
ｔｕｒｅ）］，意译 ＋ 首字母大写，如“木” （Ｗｏｏｄ）；意
译 ＋首字母小写，如“木”（ｗｏｏｄ）。

而定译的方法适用于已被普遍认可的术语概

念（道、五行、阴、阳），“汉语典籍中的有些文化专

有项因此前的翻译而逐渐形成定译” （范祥涛

２００８：６４），李约瑟对这 ４ 个术语概念也采用定译

的翻译方法。 但随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人们的认

识不断深化，曾经定译的哲学术语有些又有了新

的翻译，说明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是相对的，不是永

恒不变的。 例如术语 “道” 直接使用汉语拼音

“Ｄａｏ”作为英文译名，这是值得推崇的。 在国家

级重大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中，凡
是中国的食物概念，已完成的词条翻译都使用汉

语拼音。

５　 结束语
《科学思想史》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术语非常

具有研究价值。 本文基于双语语料库， 利用

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工具对其 ３０ 个哲学术语的译名变迁及

其原因进行尝试性的研究。 结果发现，英文译名

具有一对多的不对应关系，其原因主要由语言形

式多样性以及概念内涵外延多样性所致。 千变万

化中的译名以准确描写术语为最高目标，且在不

断发展中趋向于稳定、规范。
后期可对这些哲学术语译名动态变迁过程中

体现出的科学思想成分进行研究，另外也可就

《科学思想史》中哲学术语（尤其是儒家、道家、阴
阳家和理学家四大古代哲学思想学派）对于科学

思想发展的作用，即翻译在科学思想传播过程中

的作用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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