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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 物理学》与汉语物理名词术语

———饭盛挺造《物理学》对我国近代物理教育的影响!

咏梅4 ! ! 冯立昇$，4

（4!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4%%$$）

（$!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北京! 4%%%56）

摘! 要! ! 近代物理学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中，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的《 物理学》产生过很大

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通过对《物理学》的版本、收藏情况的调查及清末物理学术语使用情况的研究，探讨了该书对我国

近代物理学教育和物理学教科书编写的影响，说明了其对近代汉语物理学名词的形成和确立产生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 饭盛挺造，《物理学》，物理学名词，中国物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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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概念和名词术语是其基石-
近代汉语物理学名词术语是在翻译西方书籍和物理

学教育的普及过程中形成和确立下来的- 近代物理

在中国的传播，是从 4X 世纪中期开始的- 其传播方

式，在开始阶段时主要以翻译欧美有关科学学的书

籍为主- 4X 世纪末 $% 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增

加，则以翻译日本物理学教科书和物理学教育为主-
王冰先生曾对物理学术语的翻译和演变进行过专题

研究［4］，主要阐述了至 $% 世纪初 4’% 多个物理学名

词的翻译和演变，得出结论是：“日文中的汉字译名

对中文译名的确定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由日本物

理学家饭盛挺造（45’4—4X4#）编纂、日本东洋史学

家藤田丰八（45#X—4X$X）翻译、清末民初物理学著

作翻译家王季烈（45&"—4X’$）润词重编的《 物理

学》是第一本称之为“物理学”的且具有大学水平的

中文物理学教科书，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

形成过程中扮 ( 演过重要角色- 该书由翻译和出版

近代科学书籍而闻名的江南制造局出版（4X%% 年刊

行上、中篇，4X%" 年刊行下篇）的，它在 $% 世纪初期

风行一时，对当时的近代物理教育和教科书编写都

有重要影响- 但目前对这部书在中国物理学名词建

立过程中的作用和近代物理学教育方面产生的影响

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我们不揣浅陋，对此问题进行

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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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物理学》在中国出版后，由于其内容丰富、数

学演绎较少、讲解物理概念比较细致和深入，而且定

律运用实验进行证明，表述十分清楚，各种仪器都用

插图表示的方式也非常便于理解和学习，所以很受

欢迎&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查清《物理学》出版册

数及各地学校使用情况& 但仅从现今流传下来的数

量及其分布情况和学者的研究情况，也可推知，其在

当时受欢迎及产生的影响的情况&
以往许多学者都提到过江南制造局出版的《 物

理学》，但是笔者还见到一些其他版本情况的记录&
根据顾燮光（./01—.232）于清末编成的《 译书经眼

録》记载：《物理学》上编四卷有“上海制造局刻本：

石印本六册，又石印大字本四册”&《物理学》下编四

卷有“ 制造局刻本四册、支那新书局石印本”［4］&
《民国时期总书目（.2..—.232）中小学教材》中记

载：“物理学（上编）：（ 日）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

译、王季烈重译，上海书局于 .255 年出版、共 25 页、

有图、64 开、石 印、环 筒 页 装”&“ 物 理 学（ 下 编）：

（日）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译、王季烈重译由江

南群学社刊 .253 年出版& 共 3 册 1.5 页、有图、64
开、石印、环筒页装”［6］& 并列入到《 江南制造局所

刻书》& 从以上记载可以推出《 物理学》上编至少有

江南制造局六册本、江南制造局四册本、上海书局

本、等不同种刊本，《 物理学》下编有江南制造局四

册本、支那新书局本、江南群学社刊本等版本&
目前国内许多图书馆都藏有《 物理学》一书，许

多图书馆都藏有重本& 如国家图书馆藏有 1 套、清华

大学图书馆藏有 3 套、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藏有 4
套& 也有个人收藏此书，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李迪先生

$有《物理学》一套& 它们大都是江南制造局出版的

版本&《物理学》一书，清末以来一直受到很多学者

的重视、研究、收藏，江南制造局所出版的《物理学》

印刷数量一定很大&《物理学》在当时和现代都受到

很高的评价& 顾燮光《 译书经眼录》称：“ 卷各为章，

章各为节，析理既精，译言亦雅，言格致者亟宜读

之”，“论理新，且各有实验列式以相发明，洵理科中

善本也”，“ 皆立说证明实验，列代数算式以求其理

之确当，译笔亦清疏可喜”［4］& 作者用简明的话语概

括了《物理学》上、中、下三篇的特点& 杜石然先生在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中评价此书是“学制改

革之后，第一部出现的物理学教科书，此书是本世纪

45 年代之前在我国风行一时的教科书，颇为著名”
［3］& 戴念祖先生更认为它是“ 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

物理内容和系统的称为物理学的书”［1］&
当时中国人对这本 45 多万字的《 物理学》的理

解和接受情况如何呢& 笔者曾对《 物理学》日文底

本、中译本进行了比较［7］& 通过王季烈所加的注释，

可以了解当时中国人理解、接受和应用此书的一些

重要信息&

4- 《 物理学》在中国近代物理学教育

中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萌芽是从 ./70 年京师

同文馆算学教育开始的& 京师同文馆所开课程中有

“格致”课&“格致”课所用的教材是丁韙良著的《 格

物入门》& 京师同文馆在 ./02 年专门设置了“格致”

一席& 同文馆在 ./// 年又设置了格物馆、观星台、物

理实验室& 随着新式学校的不断成立和人们对物理

学教育认识的深入，一般学校都开设了物理课程或

物理学科中的某一分支科目& 如江南水师学堂的驾

驶门（专业），其学习科目中有重学、格致；管轮门的

学习科目中有重学、热学、气学、电学等［0］& 在维新

变法期间，确定了“ 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和《 明定

国是诏》中明令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

之高、中、小学堂，同时又加之经济特科考试的内容

中规定“声光化电诸学者隶之”［0］，即把物理学也

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 所以此后不仅物理教育

很快扩大到各级各类学校，而且中国人对物理教育

的重要性也有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 .2 世纪末物理学

教科书并没有系统化，只有《 重学》、《 声学》、《 光

学》、《电学》等分支学科的译本&
.256 年《癸卯学制》颁布以后，物理学以法定形

式系统地列入了大、中学校的教学科目之中，并以不

同的教学要求译编了各级学校的物理教材，同时对

物理教学中的物理实验教学，包括仪器设备和教学

要求等，也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所以随着《 癸卯

学制》的 实 施，中 国 近 代 物 理 学 教 育 也 正 式 诞 生

了［/］& 中国第一部称之为“物理学”的且具有大学水

平的物理学教科书《 物理学》正是在中国近代物理

学教育的萌芽时期翻译出版的，因此其对中国物理

学教育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人靠传教士翻译引进了物理学

书籍& 当时西方人有了系统的经典物理学知识，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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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刚刚接触到物理学学科- 中国和西方人的知识

背景和思维方式差别很大- 而且中国引进西学的方

法是“中体西用”，西学的来源主要是靠西方传教士

的传入- 因此也少有适合国人学习的物理学教科书-
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之间的科技交流历史悠

久，互相影响深远- 近代西方汉籍对日本的影响很

大-［4］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之

后，日本从西方翻译引进了大量物理学书籍- 中国和

日本向近代化迈进的起点相差不大，而且当时日本

人和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及其物理学思维相似，加之

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学者将学习日本消化的

科技知识视为学习近代科技的捷径，日本人编写的

教科书更适宜中国人的需要-《物理学》被翻译出版

即受到了各界的好评，被很多学堂用于物理学教科

书- 其体例也受到国人的欢迎，对我国物理学教科书

的编写方式影响很大［5%］-

"! 《 物理学》在中国物理学名词建立

过程中的作用

对于一门引进的外来学科，概念和名词术语的

形成往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本土化过程- 我国移植

西方近代物理学始于明代末期，物理学名词术语也

经过了一段混乱时期- 在来华传教士成立的“ 学校

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和傅兰雅及上海江南制

造局翻译馆的多方努力下，“ 我国科技术语的翻译

方法与定名原则，在 54 世纪下半叶基本确定”- 在

具体的翻译定名过程中，许多物理名词遵循了“ 三

项规则”即：一是对于已有中文名称但未入字典内

的译名，可通过核查我国固有的以及来华传教士所

著的格致工艺等书、或访问我国客商及从事制造工

艺的人员而得以确认- 二是关于设立新名- 用“ 以平

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

以新义而为新名”；“ 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

为新名”；“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

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等方法设立新名词- 三

是作中西名目（术语）字汇- 有的采用了其他方法创

立了新名词- 这样翻译虽然也给当时的科技界带来

了“混名”现象，但对淘汰不恰当的物理学名词和引

入更准确、更有科学性的物理学名词有帮助［55］-
我们曾对《 物理学》日文底本、中译本、物理学

语汇［5$］、《英汉物理学词汇》［5"］中物理学名词进行

了对比和统计- 中译本《 物理学》中共有 ’54 条标注

了英文原文的物理学术语名词- 中译本《物理学》采

用的物理学术语中被沿用的有 5$# 条，比例为 $6-
$78 ；54%7 年清政府学部颁发的中、日、英 " 种文字

对照的《 物理学语汇》中，沿用了该书中的中译名

5#& 条，比例为 "$- 5&8 - 中译本《 物理学》中人名、

地名和其他名词有 "’5 条，其中只有 $# 条沿用至

今- 通过对数据和统计表进行研究和比较分析，可得

出如下结论：

（5）中译本《物理学》对中国物理学术语的演变

及其审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物理学”这个学

科名词由于该书的广泛流传很快被中国学术界所接

受，“格致”作为物理的译名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物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56］，但真正用于现代意

义的学科名称是从《 物理学》开始的- 中译本《 物理

学》中的“ 加速运动”、“ 减速运动”、“ 直线运动”、

“曲线运动”、“物质”、“ 重力”、“ 向心力”、“ 实像”、

“虚像”、“绝缘体”、“蓄电池”等物理学术语一直沿

用至今-
（$）《 物理学》日文底本中使用的有些物理名

词，如“速度”、“加速度”、“原子”、“分子”、“比重”、

“密度”、“引力”、“固体”、“液体”、“弹性”、“感应电

流”等术语，在《物理学》中译本中没有引入，而是沿

用了此前使用的物理学术语- 但这些术语现今的使

用，可能是通过《物理学》重编者王季烈主持编写的

《物理学语汇》等一些书籍引入到了中国- 当时可能

也间接受到了《物理学》日本底本的影响-
（"）《物理学》中译本中的很多人名、地名的翻

译没有被后人接受- 如将 91/0/:0 译为加里列委（ 今

译名为伽利略）；;1,)<3 译为奈端（今译名为牛顿）；

=.>?(:3@ 译为海轻司（今译名为惠更斯）；9A::3,02(
译为绿林（今译名为格林威治）- 我国移植西方物理

学时，首先需要确立准确而易于理解掌握的中文物

理学术语- 以翻译科技书籍称著的传教士傅兰雅

（B<(3 CA>:A，57"4—54$7）也曾指出，“ 译西书第一要

事为名目”，把确定术语看作译书过程中头等重要

的事情- 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 物理学》，其丰富

的内容和翻文的雅致准确对我国物理学名词的确立

产生了重要影响-
《物理学》作为第一部以“ 物理学”命名学科名

和书名的普通物理学著作，自出版以来长期受到学

者的关注和好评，并在 $% 世纪初期被很多学校采用

为教科书- 它不仅对我国物理学术语的形成与确立

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近代物理学教科书体例

的形成乃至物理学教育的诞生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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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负指数材料的研制

自然界中的材料一般具有正的光折射系数，具有负光折射系数的材料都是利用工程技术方法人工制造的& 这类材料通常

称为负磁导率材料（,9:*");9<),=9> ?9"*?*"9@)*(，AB4C ）& 负磁导率材料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例如它有将光聚焦于一个点上

的能力，而且这个点的大小要比光波波长还小，所以它被称为“超级透镜”& 利用它可观测到比现有光学显微镜更小的物体& 各

种材料只有当它的介电常数是负时，才能使光的折射系数为负& 如果某种材料不仅它的介电常数为负，它的磁导率也是负的

话，这样的材料就称为双重负指数材料（=’D(9<,9:*");9 ?9"*?*"9@)*(，EA<AB4C）& 一般来说，AB4C 材料的制作要比 EA< AB4C 容

易一些，因为光与磁场的相互作用要比光与电场的相互作用小 .55 倍&
最近在美国物理学会 3556 年 2 月的年会上，F’@=’9 大学的 G& H!*(*9; 教授宣称，他们研制成功了 EA<AB4C 材料& 这种材

料是由两片薄薄的银箔与一片分离开银箔的氧化铝所组成，然后在组合的薄片上打上排列成矩形的小孔，形成为一种鱼网结

构& 每个孔的大小约为 .35 ,?，而孔与孔之间的距离约为 255 ,?& 这种鱼网结构的材料对处于波长为 6//—7.7 ,? 的光呈现

为负磁导率，同时它也对处于 655—/55,? 以上的光呈现出负介电常数& 因此 H!*(*9; 教授认为，他们研制的这种鱼网结构材

料是第一次具有对红外光出现双重负指数的材料，当然目前这种 EA<AB4C 还只能适用在较窄的光频带内，必需要加上其他的

配置才能使其成为一个“超精细的透镜”&
（云中客- 摘自 F!IC)+C%9D ，.8 4*@+! 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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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严格参照国际通常规格及技术指标，备有完整系列的精密光学零部件（ 备有产品样本供参考）

供国内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实验室随时选用，我公司同时可为您的应用提供技术咨询& 我公司可以提供美国及欧洲产的优

质红外光学材料，如硒化锌、硫化锌、多光谱硫化锌等&
0 光学透镜：平凸、双凸、平凹、双凹、消色差胶合透镜等&
0 光学棱镜：各种规格直角棱镜及其他常用棱镜&
0 光学反射镜：各种尺寸规格的镀铝，镀银，镀金及介质反射镜，直径 0??—355??&
0 光学窗口：各种尺寸规格、材料的光学平面窗口，平晶，直径 0??—355??&
0 各种有色玻璃滤光片：规格为直径 0??—355??，（紫外、可见、红外）及窄带干涉滤片&
0 紫外石英光纤：进口紫外石英光纤，H4J 接口光纤探头，紫外石英聚焦探头&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希格玛大厦 K 座 258 室

- - 电话：5.5 L 775/83.7 M 775/83.6- 传真：5.5 L 775/83.8- 网址：%%%& :N(=%*I& +N?& +,
- - 联系人：徐勇小姐，陈锵先生，施楠小姐

- - O?*)(：>’IN,:P :N(=%*I& +N?& +,，Q9;),+!9,P :N(=%*I& +N?& +,，C!),*,P :N(=%*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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