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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万历年间起" 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相继

入华"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突破了器物层面的交

流" 拉开文化与思想碰撞的序幕( 传教士长期生

活在中国" 传教之余进行大量的著述与翻译活

动( 据统计" 相关中文著书达 I"" 余部" 相应的

西文翻译' 著书出版机构超过 #"" 家( 这些丰富

的笔记' 辞书' 译著等文献资料" 既成为研究教

会发展' 中西交流' 明清历史等方面的重要参

考" 也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新思路"

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语言学 !<O1

F0880'*+):R0*T(0890/8$ 也由此诞生( 本文简要总

结利用来华传教士文献资料开展的汉语词汇研

究" 以期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传教士语言学研

究做出有益补充(

一% 外来词与新词研究

明清之际" 来华传教士的母语与汉语的接触

为汉语输入了丰富的外来词汇" 促成了大量汉语

新词的产生( 明万历年间 !#?"I$" 利玛窦和徐

光启在合译 %几何原本& 时便创制出许多新词

以对译外语词汇( 因此" 学界同人对来华传教士

文献进行词汇研究时" 首先聚焦的" 便是外来词

输入与新词创制问题(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 ! )̀1Q1)0/'F+80*0$ 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

研究& !#$$I$ 一书" 考察了 #>C" 年至 #>$> 年

间汉语词汇的嬗变" 并试图分析 #$ 世纪中晚期

的借词' 译词以及新创制的词语对现代汉语词汇

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西尼的研究开启此类研究

的先河" 但是 )该书对其所认定的许多外来词

和新词和源流考查" 还不够精审" 有不少 1始

见于2 的提法实不免流于轻率*

+#,

( 罗其精

!#$$$$ 考证出其中 )外交部* )外语学校*

)数学* )消息* 等词语的首见例证不准确" 许

多本属汉语固有名词被误认为是外来词" 如

)银行* )飞车* )火轮* 等词语( 新世纪以来"

张照旭 ! !"## $' 王文琦 ! !"#! $' 刘玲玲

!!"#C$' 马倩 !!"#%$ 等人的学位论文均以此

类外来词或新词为研究对象( 他们考察的历史时

期各不相同" 参照的文献材料也各有侧重" 但是

他们在梳理外来词发展演变历程的基础上" 都观

察到这些词被吸收进汉语词汇系统时发生的

)本土化* 演变" 同时还探讨了外来词的发展与

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利玛窦来华" 到康熙禁教' 耶稣会解

散" 一百多年间"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

凡 C@I 种" 其中纯宗教书籍 !%# 种..自然科学

书籍 #@# 种*

+!,!K@>$

( 可见" 宗教' 科技词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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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来词输入的 )先锋* 与主体" 相应的"

学界关于此类词汇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对来华传教士文献进行的宗教词汇研究" 张

西平 %马礼逊 5汉英英汉词典6 中的基督教词

汇研究& !!""$$ 实启其端" 他的 %简论罗明坚

和利玛窦对近代汉语术语的贡献---以汉语神学

与哲学外来词研究为中心& !!"#@$ 则分析了罗

明坚' 利玛窦中文著作中有关神学' 哲学的新

词" 对于明清两代汉语神学概念的演变做出梳

理( 王铭宇 %明末天主教文献所见汉语基督教

词汇考述& !!"#@$ 以教会文献 !#%>! B#?CC$

中的汉译名词为对象展开研究" 重点考察沿用至

今的 >? 个专有名词( 马云霞 %早期传教士作品

中的新词创制& !!"#%$ 将明末清初圣经译著'

教会讲义中所见的新词分为三类/ 音译性的新

词' 词汇性的新词' 根据中国传统观念与汉语习

惯创造出的附会性用语( 关于单个外来词的源流

考辨" 或单种文献中的新词考证" 王铭宇 % )天

主* 词源考& !!"#!$ 做了很好的个案示范( 文

章详细考证 )天主* 一词的来源" 以及该词在

中国' 菲律宾' 日本等国的创制经过( 除了上述

作品以外" 朱振伟 !!""$$' 樊慧颖 !!"#%$'

荣喜朝 !!"#>$ 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视(

关于科技类外来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目

前可见的仅有梅晓娟 !!""I$' 夏晶 !!"##$'

李军 !!"#%$ 等人的数篇作品(

二% 西源学科名称研究

明清两代" 以 )西学六科* 为代表的西方

学科体系被来华传教士引入中国" 一系列西方学

科的汉译名称也随之产生( 这些学科名称成为当

时汉语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近现代的

学科名称创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这些西源学科

名称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专著为数甚多" 我们大

致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对学科名称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 德国

郎宓榭等人所著 %新词语新概念/ 西学译介与

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 !!"#!$ 一书考察了晚清

之际传教士著作中新概念' 新术语的产生及本土

化问题" 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的哲学' 政治学' 逻

辑学' 语言学' 物理学等多个学科( 刘天芳的学

位论文 %明末清初 !#%>! B#I!C$ 传教士中文

文献中的西方学科分类名称研究& !!"#?$ 选取

!> 位来华传教士所编著的 $# 种文献为研究对

象" 从翻译方式' 结构类型两个方面对文献中所

出现的西方学科名称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 梳

理这些学科名称在清代中后期来华传教士文献中

的演变轨迹" 并讨论了它们对近现代汉语词汇的

影响( 同类研究成果还有肖朗 !!""$$' 周荐

!!"#I$ 等人发表于期刊的单篇论文(

二是对某学科专有名词进行的研究( 以医科

为例" 李传斌 !!""%$ 梳理了合信' 嘉约翰'

柯为良等一批医学传教士对中国医学名词的创制

所作的努力( )#>$" 年前" 他们的医学翻译就确

定了一些中文西医名词( #>$" 年后" 他们进行

了有组织的医学名词统一活动*

+@,

( 余静斐的学

位论文 %中医词语早期的英译研究---以马礼

逊 5华英字典6 为考察对象& !!"#!$ 从马礼逊

%华英字典& 中筛选出与医学有关的词条分为十

大类" 并细致分析马礼逊对中医方剂名称' 中药

名称以及中药性能的翻译特点及翻译得失( 近年

来" 法律' 生物等学科的专有名词也获得研究者

的关注( 屈文生 !!"#!$ 考证并分析了麦都思

和罗存德著作中的法律词语" 以探究英语中的法

律词语译入汉语时的早期面貌( 李亚鲁 !!"#I$

以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为研究对

象" 着重分析了植物学术语的译名特点和汉化路

径" 并针对现代汉语中植物学术语的制定' 规范

以及相应词典的编纂等工作提出建议(

三% 专著词汇研究

以来华传教士的专著为对象的词汇研究" 也

取得了丰硕成果( 以利玛窦为例" 他是第一批来

华传教士中的领袖人物" 也是第一位钻研中国典

籍并作译介的西方学者( 利玛窦在华二十七年间

著述颇丰" 其本人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也做出积极

贡献" )主要表现在推动汉语复音化进程" 促进

附加式构词方式的发展" 给汉语旧词灌注新义三

个方面*

+C,

( 李瑾 !!"#"$' 刘晶晶 !!"#I$ 的

学位论文均以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为研究对

象" 但侧重点不同( 李瑾的论文侧重于分析

%著译集& 中外来词的译借方式与构词方式" 以

及这些词的语义范畴( 而刘晶晶的论文则以

%著译集& 为语料来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嬗变(

此外" 黄铭石也对利玛窦的中文著译进行研究"

其学位论文 %利玛窦中文著译中的术语及专名

研究& 以引入方式为标准将利玛窦著译中的术

语和专名分为三类" 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术语' 专

-#>-



名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威妥玛!及其所著 %语言自迩集& 也备受学

界关注( %语言自迩集& 收录了大量 #$ 世纪中

期的北京话口语词汇" 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 党

静鹏 % 5语言自迩集6 的词汇学价值& !!"##$

讨论了该书在文献资料' 北京话词汇史' 词汇学

理论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吴晓芳的学位论文

% 5语言自迩集6 词汇专题研究& !!"#I$ 搜集

%自迩集& 中的北京话特有词汇" 以此为基础进

行构词方式' 后缀' 固定语' 逆序词和离合词等

方面的研究" 并与 %北京话词典& 进行比较"

探究百年来北京话词汇的演变( 薛佳菁的学位论

文 % 5语言自迩集6 的词语教学与文化认知研

究& !!"#>$ 则通过对 %自迩集& 的文本内容进

行梳理分析验证" 探究词语教学与文化认知的关

系( 此外" 郝颖 !!""?$' 张敏 !!"##$ 等人也

对 %自迩集& 中的词汇做出积极探索" 有单篇

论文面世(

除了利玛窦' 威妥玛以外" 另有狄考文' 艾

约瑟' 艾儒略' 狄文爱德等传教士及其著述也在

近年来受到研究者关注( 钱鸿儒 !!"#@$' 齐灿

!!"#C$' 赵欣 !!"#%$' 傅永莹 !!"#?$ 等人的

学位论文便是以上述传教士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进

行词汇研究(

四% 西汉对译词典研究

来华之初" 欧洲传教士 )苦于风土人情不

谙" 语言文字之隔膜*" 语言学习便成为当务之

急( 这激发了对于汉外词典这类工具书的需求"

因此传教士编纂了大量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词

典( 这些词典曾是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重要资料"

如今则成为勾勒明清时期汉语面貌的重要证据"

新世纪以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研究者首先进行的工作是细致的词典书目整

理" 这项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奇芳 %粤语词典出版概况& !!"""$ 分类整理

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所出版的粤语-外文双语对照

词典共 %@ 部" 其中" 逾半数为晚清入华传教士

所编著( 游汝杰广泛搜集海内外的传教士文献"

撰成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

!!""!$ 一书( 钱乃荣 %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

作研究& !!"#C$ 聚焦传教士所编著的上海方言

著作" 借助这些语料分析 #$ 世纪以来上海话在

语音' 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变化( 海外学者也做出

巨大贡献" 目前可见的此类著作有法国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 和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 以及

英国伟烈亚力 %#>?I 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

列传及著作目录& !!"##$ 等(

%葡汉辞典& 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共同编写

!#%>C B#%>?$" 该书被认为是来华传教士所编

辞典的开端( 王铭宇 !!"#C$ 分析了 %葡汉辞

典& 中的宗教' 方言以及官话词汇" 认为 %葡

汉辞典& 所记录的 )明末官话的基础词汇已与

现代汉语通用语词汇相差无几*

+%,

( 随着研究者

对传教士文献的不断发掘" 一些新观点也逐渐产

生( 张嘉星 %欧洲人汉语辞书编纂始于闽南语

辞书说& !!"#@$ 通过探讨明中叶以来欧洲传教

士汉语教育之方言取向" 描述西方教会 )闽南

-台湾-南洋* 之 )大闽南语区* 闽南语研习

过程" 得出 )欧洲的汉语辞书编纂是开源于闽

南语辞书的* 这一结论+?,

(

近年来" 学者对单一辞书中的词汇问题进行

深入考察" 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一些学位论文之

中( 徐睿渊 %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

词汇系统的演变---对三本教会语料的考察&

!!"">$ 利用英语和厦门方言的双语对照文献考

察了 #$ 世纪下半叶至今厦门方言词的演变与影

响因素( 马睿颖 % 5福建方言字典6 中汉语借词

的翻译方法研究& !!""$$ 以 %福建方言字典&

所收录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借词为例" 分析了

麦都思对音译' 意译及半音半意方法的使用规

则( 杜晓萍 %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所撰福建闽

南方言文献语音和词汇系统研究& !!"##$ 选取

%漳州方言词汇& 等 I 部 #$ 世纪传教士编撰的

闽南方言文献" 分别考察了当时厦门' 漳州' 漳

浦' 泉州等四个地方方言词汇系统的历时演变并

做共时比较( 在期刊论文方面" 马重奇 %十九

世纪初叶福建闽南方言词汇研究---英0麦都思

5福建方言字典6 词汇研究& !!""$$ 将 %福建

方言字典& 中的 !#!" 个词条进行概括" 分为二

十二个大类" 并分析了这些词语的两读之间存在

的文白异读' 训读等关系( 他的 %英国传教士

戴尔 5福建漳州方言词汇6 研究& !!"#@$ 则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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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在中国 C" 年 !#>C! B#>>@$" 是著名的英国外

交官' 汉学家" 并不属于传教士群体( %语言自迩集& 也是为英

国使馆译员的培训而编制" 但是对同时期及之后来华的传教士

影响深远" 因此纳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点整理' 分析了 #>"" 多条漳州方言词汇( 马重

奇先生的研究为还原 #$ 世纪初期漳州方言词汇

系统的面貌做出积极贡献( 李伟芳 %马礼逊

5华英字典6 日常用语和俗语收译研究& !!"#C$

对 %华英字典& 中的日常用语和俗语进行归纳

分类" 并对其英译表达的翻译手法和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 徐时仪 %明清传教士与辞书编纂&

!!"#?$ 也对 %华英字典& 做了重点剖析(

五% 余论

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整理与分析" 我们欣喜地

看到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来华传教士所著文献的关

注正在加强" 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 然

而" 我们也发现了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这些

不足表现在/ 首先" 考述丰富而分析不足( 以外

来词为例" 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对来华传教士译

著中的外来词' 新词做搜集' 整理" 而在语言学

理论框架下对外来词翻译' 接受机制等方面进行

的分析尚有不足( 究其原因" 研究者中以对外汉

语教学' 国际汉学' 历史学' 宗教学等学术背景

者居多" 而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专长的较少" 具备

精深的西' 汉文化背景的学者更少( 因此" 在涉

及文化负载等一些比较复杂的词汇现象时" 研究

便难以深入( 其次" 个案研究有余而整体归纳不

足( 现阶段的研究大多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摘取不

同的文献进行探究" 暂时未见研究范式的总结"

这不利于更大范围地凝聚研究力量( 基于传教士

所著文献的汉语词汇研究" 需要学界同人继续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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