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術語生成研究方法芻議

劉 正 中・

壹、訓練有素 的狗

美 國 紐 約 時 報 在1952年10月5日 刊 載 了 一 篇 有 關 愛 因 斯 坦 的 文 章,文 章 中 指 出,

讓 學 生 獲 得 對 各 種 價 値 的 理 解 和 感 受 是 很 重 要 的,他 必 須 能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美 麗 與 道 徳

的 良善,否 則 他 的 專 業 知 識 只 是 使 他 更 像 一 隻 受 過 良好 訓 練 的 狗,而 不 是 一 個 和 諧 發

展 的 人 ・(Itisessentialthatthestudentacquiresanunderstandingofandalivelyfeeling

forvalues.Hemustacquireavividsenseofthebeautifulandofthemorallygood.

Otherwisehe-withhisspecializedknowledge-morecloselyresemblesawell-traineddog

thanaharmoniouslydevelopedperson。1)

在 知 識 探 求 的 領 域 中,知 識 猶 如 細 胞 一 般,單 細 胞 組 織 會 發 展 成 多 細 胞,細 胞 組

織 分 裂 促 成 組 織 的 増 長 。 兒 童 腦 部 的 發 育 成 長,也 猶 如 海 綿 組 織 一 樣,タ ト界 給 予 愈 多

的 養 分,它 就 會 吸 收 愈 多,成 長 得 愈 好 。イ尓不 用 擔 心 海 綿 無 法 承 受 過 多 的 養 分 而 出 現

飽 和 情 況,因 為 隨 著 吸 收 養 分 的 過 程 中,海 綿 組 織 會 隨 之 成 長,它 會 増 長 變 得 更 寛 、

更 廣 。 我 們 能 給 學 生 多 少 價 値 觀 念,他 們 就 能 吸 收 多 少 。 或 是,我 們 僅 能 給 學 生 一 種

我 們 訂 定 的 主 觀 價 値 標 準,僅 僅 一 種 而 己,而 且 是 停 留 在 樹 與 錯 的 是 非 之 間 。 那 麼 如

果 有 些 事 情 屬 於 非 對 或 非 錯 之 間 時,我 們 的 下 一 代 是 否 因 為 我 們 灌 輸 給 他 們 的 單 一 價

値 觀 念 無 法 突 破,而 成 為 無 法 思 考 的 下 一 代 。

知 識 領 域 中,西 方 從 神 學 、 哲 學 走 向 醫 學 、 法 學;歴 經 黒 暗 時 代 走 向 文 藝 復 興;

從 封 建 城 邦 走 向 民 族 國 家 、 民 主 世 界 。 在 歴 史 現 象 中 去 觀 察 這 些 歴 史 存 在 的 事 實,這

一 種 演 變 的 歴 史 現 象 有 其 存 在 的 多 元 價 値
。 知 識 領 域 的 多 元 價 値 出 現,是 否 我 們 對 事

物.的判 斷 價 値 觀 念 也 應 該 從 單 一 價 値 觀 走 向 多 元 價 値 觀 。 在 多 元 價 値 觀 中,在 相 異 之

處 尋 找 出 相 通 的 共 同 點;在 相 同 之 處 區 別 出 不 同 的 細 微 差 異 特 性 。正 如 人 種 的 多 樣 性,

人 類 文 化 的 多 元 性,人 類 必 須 學 會 彼 此 欣 賞 優 點,互 相 包 容 缺 點,世 界 オ 能 避 免 戰 亊

的 衝 突 。 知 識 領 域 中 的 學 科,區 別 學 科 特 性 而 有 分 門別 類 的 劃 分,區 別 的 目 的 在 於 認

識 特 性 而 不 是 建 立 藩 籬,不 同 的 劃 分 在 於 建 立 體 系 而 不 是 形 同 陌 路 。

由 研 究 宗 教 神 學 的 解 釋 聖 經 學(Hermeneutics),從 它 原 始 的 宗 教 研 究 特 定 意 義,

*劉 正 中,台 灣 台 北 人,武 漢 大 學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博 士 後 研 究,法 學 博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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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經衍生成為學術研究上解釋學 的意義 。這種文字語義上的新舊意義交雜,存 在著它

原始意義的深層意涵,也 代表著西方現代知識領域 由宗教文化中氤蘊誕生而來 。現代

學術知識領域的探究,與 神學研究相較之下,其 研究方法渉及解釋文義時,也 與解釋

聖經學相近。時代的變化之下使得解釋 聖經學(Hermeneutics)由 神學研 究的特 定涵

義走向了典雅的文書用語意義。蛻去神學中特殊意義的外衣,披 上的卻是男一個學術

研究領域用語的新夕卜衣 。

單一學科在研究的發展過程,歴 經 了許多學術前賢的不斷努力,積 累出許多學術

成果後,研 究的現況就愈來愈需要尋求新的突破 。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不 僅可 以突

破困窘的研究現況思路,在 交叉運用各個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與不同觀點時,新 的研

究方法會被整合出來。所以當語義學從語言學 中析出,學 術研究領域向前推進,邁 向

更細緻的研究之後,語 義學與史學相遇 。自此,歴 史文化語義學形成一個新的學術研

究方法。

一 、知識分野

夕卜在刺激在辨認與選擇之後,出 現一種認識與記憶,累 積後成為生物性的行為模

式或非生物性的知識來源。訊息處理模式如果出現與過去的經驗不相符合時,往 往會

出現一個衝突的結構 。而知識的積累在衝突與協調下,不 斷地發展融合,也 不斷地成

長出新的知識領域。

中國傳統的知識領域從不同朝代中發展出許多特色,有 以經 、史、子、集、叢部

等區別,而 將知識作一概括地分類。西方知識則從哲學 出發,發 展出細緻的學科知識。

而當東方遇見 了西方之後,知 識結構分類大大不 同,文 化交融開始産生 。在 日本,有

明治維新的推動下,從 漢學、蘭學而至洋學;在 中國,則 有西學、洋務運動之蜂起,

西學洋務影響清末新政的推動,知 識領域的變化,轉 向教育改革 。具體表現在政策推

動之中,其 中包括有設立新式學堂、訂定新式學堂章程、學部設置等等舉措 。現代化

新式學科雖然在新政策中誕生,但 是,在 民編教科書或官定教科書的過程中,仍 然出

現非常混亂的情況。中國傳統知識領域的分類,逐 漸脱離科舉制度下的傳統思維分類,

而在混亂之中,慢 慢走出一個現代化學科清晰的輪廓 。

現代化學科如何在近代中國出現,它 的出現意味著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它 是走

向現代化的起點。然而隨著歴史 的時間消逝,我 們封上一代人努力過 的事物似乎己經

忘卻了。近現代化的學科形成中,學 科術語又是如何 出現的?如 果前一代人 己經為我

們留下了寶貴 的文化遺産,留 下 了界碑,我 們是否該看清楚界碑,看 清楚方 向?還 是

選擇毀壞界碑,或 任 由界碑煙沒於荒 山草野之 中?用 這樣的方式來突顯我們這一代人

智慧的優越?如 果不能認識歴史、了解歴史、尊重歴史,最 終將會突顯地是我們的無

知與愚蠢。走 向現代化的過程 中,對 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研究的必要性 由此可見。近

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的研究,第 一歩便是 了解歴史的本來面貌,它 在保守與革新、東方

與西方 、儒教與耶教、新知與舊學中誕生。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在這樣多樣性因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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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價値體系之 中,它 並非一夕出現,而 是慢慢誕生發展出來。

今 日知識領域的發展,在 語言學、歴史學 、地理學等領域,都 以極大地熱忱投入

近現代史的研究,這 些知識領域也各具特色、各擁長オ,從 不同角度出發,發 現各 自

不同的問題,多 元價値與多樣性色彩在研究過程中表露無遺 。知識領域 的分野,有 助

於我們認識不同領域 中不同的特性,這 種知識體系的分類有其優點 。但是,隨 著知識

的拓展,研 究領域、研究方法也隨之拓展 。最初,為 了方便童智敷蒙而做出知識領域

的分類;最 終,知 識 的分野顯然有其優點卻也令人發現其缺陷。

知識分野的缺陷表現,易 使知識領域停滯不前無法繼續發展。毎一個知識分野的

領域 中,單 一學科研 究創造 出來的單一價値,這 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核心。單一價値標

準明確,封 研究題材與研究方法而吉,形 成一種單一的慣性,容 易形成單一標準的思

維認知。在知識分野中,我 們很容易去接受 己經固有的成熟學科,但 是,單 一成熟學

科的軍一慣性思維往往也使得學科知識分野停留在既有的傳統分類 標準上 。面對多元

價値與多樣性複雜變化 的歴史,單 一學科 的單一研究方法往往不足 以解釋歴史面貌。

打破知識分野,採 取一種歴史學、文化學、語義學的融合方法來研究近現代學科術語

生成,這 種打破知識分野的方法,容 易引來單一學科專家的拝撃,這 種拝撃無異也是

學術上的一種試煉 。單一學科的專家如果不能在研究方法上尋求與其他學科研 究方法

有所融合,嚴 守學科知識分野,研 究方法視野將無法展 開,文 獻資料採礦也會偈限一

隅,僅 僅單一方面訓練有素而欠缺思考,形 成 自我束縛 的窘状 。

目前研究現況 中,因 欠缺學科交叉觀點,忽 略專業書籍與專業辭書而出現的錯誤,

略舉一二實例,読 明如下,

1.香 港 中國語文學會所編輯 的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一書中,其"國 際私

法"詞 條 的詞源考證2,引 自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下册之中,有 關1913年1月12

日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第九條大學法科之科 目3,而 認定"國 際私法'L詞 近現代詞源應

自1913年 而來 。此項見解雖有 明確引證,但 考據"國 際私法'L詞 詞源歴史背景部价4,

顯然欠缺法學專業基礎背景,而 有明顯錯誤。實則"國 際私法'L詞 早在1904年(光 緒

三十年)頒 布的 《奏定學堂章程》中,有 關政法科大學法律學門科 目下即有"國 際私法"

一詞的出現。

2.熊 月之專著 《西學東漸與晩清社會》一書中,對 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

内確立一套譯書原則,文 獻來源於光緒六年出版的 《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實

際上,傅 蘭雅在1880年 第二次傳教士大會與1889年 第二次 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上,分 別

又提出了譯書原則與統一名詞的建議。熊月之書中第528頁 至529頁 的陳述,明 顯疏漏

而有錯誤5。

2香 港 中國 語文 學會 ・《近 現代 漢語 新 詞詞 源詞 典 》,上 海,漢 語大 詞典 出版 社,2001年2月,

第97頁 。

3朱 有 嚇 主 編 、《中國 近代 學制 史 料 》,上 海,華 東 師範 大學 出版社,1992年1月,第7頁 。

4參 閲 劉正 中,〈"國 際私 法'L詞 之考 辯 〉,載 於 馮 天諭 主 編=《 人 文論 叢2008年 巻 》,武 漢大

學 出版社 。

5熊 月 之,《 西學 東 漸與 晩 清 社會 》,上 海人 民出 版社,1994年8月,第528-52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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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 國 威 在 〈《官 話 》(1916)及 其 譯 詞>6一 文 中,認 為 有 關 醫 學 術 語 的 來 源 僅

i提及1901年 博 醫 會 的 報 告,以 及1908年 高 似 蘭 的 醫 學 辭 典,以 此 基 礎 來 推 論 嚴 復 主 持

的 學 部 部 定 醫 學 詞 的 内 容 及 其 所 作 的 比 較 。 沈 國 威 文 章 中 針 對 醫 學 術 語 的 來 源,不 僅

遺 漏 了 博 醫 會 的 第 二 次 與 第 三 次 醫 學 術 語 報 告,對 博 醫 會 在 華 召 開 過 四 次 醫 學 會 議

(1890、1905、1907、1910)也 隻 字 未 提 。事 實 上,中 國 博 醫 會 成 立 後 至1890年 之 前,

有 傳 教 醫 師 諸 如H.T.Whitney;J.C。Thomson;B.C.Atterbury;S.A.Hunter等 人 都 有 醫

學 名 詞 命 名 等 相 關 文 章 出 現,直 到1890年 中 國 博 醫 會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時,成 立 了 名 詞

委 員 會,推 嘉 約 翰 為 委 員 會 主 任,高 似 蘭 等 人 為 委 員,醫 學 名 詞 統 一 化 開 始 有 具 體 組

織 出 現 而 被 正 式 推 動.1894年,嘉 約 翰 完 成 部 价 疾 病 名 詞(オvocα 伽1α7ア(ゾ4'∫8α8θ5

わ・5θ4・η 肪 ・鷹 ・漉 殉cα枷1・厂ア α澀 陥 ∫惚 凶 オ翩 ・珈∫cα1距朋3プb厂 伽Co澀 碗'ε ε ・刀

No〃2εη010'〃rε(ゾ'舵Mθ4∫co1-M∫∬'oηα7アオ∬oc'o'∫oη(ゾC痂 ηα);1896年,高 似 蘭 發 表 有

MedicalNomenclature;1905年,高 似 蘭 發 表 有MedicalNomenclatureChina;1907年,

高 似 蘭 又 發 表 有ReportoftheCommitteeonMedicalTerminology;1910年,高 似 蘭 在 中

國 博醫 會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當 選 為 會 長,任 内 推 動 醫 學 名 詞 統 一 不 遺 餘 力 。 沈 國 威 該 文 對

醫 學 名 詞 術 語 統 一 化 過 程 的 認 識 不 足,無 法 在 文 章 中 充 分 読 明,對 中 國 博 醫 會 的 活 動

也 未 能 完 整 敘 述,該 文 對 醫 學 術 語 的 生 成 有 斷 章 取 義 之 嫌,其 所 作 的 論 述 闕漏 甚 多,

該 文 所 作 的 結 論,不 免 失 之 武 斷 。

以 上 的 研 究 現 況 有 這 些 缺 陷 與 不 足 之 處,因 此,我 們 必 須 思 考 解 決 的 方 式,以 尋

求 突 破 。

二 、跨越藩籬

研究面臨缺陷與不足的困局時,找 尋的脱 困之路,就 是打破知識分野 。因此跨越

藩籬在意義上有兩層,第 一是從歴史事實來分析,新 名詞的翻譯如何從混亂的藩籬中

歩入統一;第 二是從現代學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來分析,跨 越學科藩籬,交 叉研究引

領創新。

第一、跨越混亂藩籬,學 科新名詞邁向統一

從歴史事實來看,1868年6月,江 南製造局翻譯館開館,傅 蘭雅(JohnFryer)擔

任翻譯館英文翻譯之際,在1880年 《格致彙編》第五期至第八期上發表 〈江南製造總

局翻譯西書事略〉;1880年(光 緒六年),又 將前述文章集結成冊而成 《譯書事略》一

書,共 分 四章,第 二章論譯書之法,提 出譯書釐定名詞的三法則7;1890年,在 上海舉

6沈 國 威,〈 《官 話 》(1916)及 其 譯 詞 一 以"新 詞""部 定 詞"爲 中 心 〉,載 於 《ア ジ ア文 化 交 流 研 究 》

第 三 號,關 西 大 學 東 西 研 究 所,2008年3月,第ll3-129頁 。

7傅 蘭 雅 、《譯 書 事 略 》,格 致 彙 編 館,光 緒 六 年 九 月;張 靜 廬 輯 注 《中 國 近 代 出 版 史 料 初 編 》,

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2003年12月,第9-28頁 。

354



劉 正中

行 第 二 次 傳 教 士 大 會 上,傅 蘭 雅 提 交 了 一 篇 英 文 論 文ScientiHcTerminology8,針 對 在

華 譯 書 經 驗,提 出 譯 書 面 臨 到 的 混 亂 問 題 與 倡 議 統 一 科 學 譯 名 。 同 時,成 立 了 出 版 委

員 會.在 醫 學 及 其 他 相 關 方 面 的 名 詞,早 在1858年,合 信(BenjaminHobson)出 版 有

《醫 學 英 華 字 釋 》9;1894年,美 以 美 教 會 傳 教 醫 師 師 圖 爾(GeorgeA.Stuart)針 對 化

學 名 詞 的 命 名 發 表 有ChemicalNomenclaturelo,同 年,長 老 教 會 傳 教 醫 師 嘉 約 翰(John

GlasgowKerr)對 醫 學 名 詞 提 出 一 些 看 法11;荷 蘭 漢 學 家 施 古 徳(GustaveSchlege1)在

1894年 出 版 的 《通 報 》.發表 有Scient丗cConf6ctioneryl2;1896年,蘇 格 蘭 傳 教 醫 師 高

似 蘭(PhilipBrunelleschiCousland)發 表 有MedicalNomenclaturel3,同 年,在 中 華 基

督 教 教 育 會 年 會 上,傅 蘭 雅 提 交 論 文ThePresentOutlookfbrChineseScienti飾

Nomenclaturel4重 申譯 名 統 一 的 重 要 性,並 主 張 編 纂 一 部 科 技 術 語 辭 典 。此 時,又 推 動

成 立 了科 技 術 語 委 員 會;1898年,狄 考 文(CalvinWilsonMateer)發 表TheRevisedList

ofChemicalElements15;1899年,第 三 次 中 華 基 督 教 教 育 會 年 會 上,狄 考 文 提 交 報 告

ReportoftheCommitteeon.TechnicalandScientificTermsl6;1901年,博 醫 會 編 纂 第 一

次 醫 學 名 詞 術 語 報 告17;1904年,博 醫 會 編 纂 第 二 次 醫 學 名 詞 術 語 報 告18,同 年,狄 考

文 編 纂 成 《中 英 科 技 術 語 》一 書19;1905年 博 醫 會 有 第 三 次 醫 學 名 詞 術 語 報 告20,同 年,

高 似 蘭 又 發 表 有MedicalNomenclatureChina21;1907年,高 似 蘭 發 表 有R6portofthe

CommitteeonMedicalTerminology22;1908年,高 似 蘭 編 輯 成 醫 學 辭 彙23。

8Fryer,John,"ScientificTerminology:PresentDiscrepanciesandMeansofSecllringUniformity,"

inRε60厂 み ρプ晒 θGε ηεア01Co乖 泥 刀oθ6ゾ 漉ε1)70'ε5∫ α班 一ル倉∬ ∫oηαガθ3qプC痂 ηo,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0,pp.531-551.

9Hobson,Benjamin,オ ル陀読cα1レboα 枷1α アフ 加Eη9〃 訥 α層C痂 ηθ3θ,ShanghaeMissionPress,1858.

10Stuart,GeorgeA.,`℃hemicalNomenclature,1'inτ 加 α'η θ3εRεco厂 ゴθ厂αηゴ超 ∬'oη αぴ ノo躍 ηα1,

vol.XXV,1894,pp.88-90.

11Kerr,JohnG.,.4vocα 伽1α アッqプ 漉3θ α5ε3ゐ α3ε40η7乃o醜30ガ5レ ∂cα伽 」α1ッ α刀(ノ瀚 〃ηのノ73

跏 α'o厩cα1距 朋 εノbπ 乃εCo澀 励'θ80η/>o〃2ε ηc1伽 厂ε〔～!'加 ル鰄'co1ル 痘35'oηo'ッ ・43300溜10ηqプ

C痂 ηo,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4.

12Schlegel,Gustave,``ScientificConfectionery,"inτ'o跚gPαo,voLV,1894,pp.147-151。

13Cousland,PhilipB.,"MedicalNomenclature,"inα 跏o耽4∫oα1晒 ∬ ∫oηα尹ッJo〃 厂ηα1,1896.

14Fryer,John,``ThePresentOutlookfbrChineseScientificNomenclature,"inR800厂 ぬ(～ プ酌θ

5θco雇7ア ∫θηη∫α1ル 犯ε'∫ηgqプ 酌 θEぬco'∫oη01.4330c'α'∫oηqプC痂 ηα,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6,pp.155-161。

15Mateer,CalvinWilson,"TheRevisedListofChemicalElements,"in跖 θRεco74εr'α 澀

ル五∬'oη α町γJo曜 η01,vol.XXIX,1898,pp.87-94.

16Mateer,CalvinWilson,"ReportoftheCommitteeonTechnicalandScientificTerms,"inRεco厂43

ρプ劾 θ7乃 〃4τ 壇 εηη∫α1漉 θ"ηgげ 酌 θEぬoα"oη α1、4∬oc∫ α"oηqプC痂 ηα,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00,pp.15-16.

17F〃 ∫'厂印oπqプ 酌 θCo〃 ～〃ππεεoη 読4'oα17セ 厂繝加0109ア 叩po加'ε ゴ ゐア 読 εC乃 ∫ηα 読 ゴ∫cα1

ル査∬'0η αワ オ∬OC'α'∫0η'∫ θ朋5加 α翩0初 ア,傭 ∫0109ソ,助 ア3ど010gy,、 助 α厂〃20CO109ア,助 αr〃2αCア,

Shangha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01.

18Z)'c〃o〃o厂 ア ρプ30∫θη'哲c'〔3尸〃23'5εco刀o厂7卿oπ(ゾ 功 θCo〃2η7∫"θ80η 漉o厂 ∫cα17セ 厂澀'η0109ア,1904.

19Mateer,CalvinWilson,πc伽cα1'ε 厂〃25,Eηg1励 αηゴ α 廨 ∫ε,Shanghai,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1904.

207乃 〃4R印oπ(～ ブ∫乃εC乃 切α 漉4'cα1ル 万35∫oηαリノ・45300ガα'∫oη'3Co澀 溺 ∫〃εθoη 漉4'cα1距 厂〃～∫η0109ア,

1905.

21Cousland,PhilipB.,"MedicalNomenclatureChina,"inC乃 ∫ηα 漉4∫cα1超 ∬ ∫oηoアッJo皹 ηα1,1905.

22Cousland,PhilipB.,"ReportoftheCommitteeonMedicalTerminology,"inC玩 ηα 漉 読cα1

ハ4i'53'oηoアッJo〃 厂ηα1,1907.

23Cousland,PhilipB.,ziηE〃9々5乃 一〇乃∫ηθ3ε.乙θx∫coη(ゾ ル宛4∫cα17診7η23co澀 ρ∫184ノわ厂'乃ε7珍 尸〃2∫η0109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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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清 政府成立學部;學 部接著在1906年6月,成 立編譯 圖書局,專 管編

輯學校教本;1909年,編 譯圖書局設立編訂名詞館,旨 在釐訂學科 中外名詞,編 訂各

門學科的中夕卜名詞表,由 嚴復任編訂名詞館總纂。

在1909年 清政府設立編訂名詞館之前,中 西 日互動下,各 類學科專業辭書己經 出

現 了具體成果,在 醫學辭書方面有十 四部、在數學方面有九部、在動植物農礦方面有

六部、在物理化學工學方面有六部、在法律商業經濟方面有二十四部、在哲學社會學

方面有四部、在教育學社會學方面有八部、在兵學方面有五部。而除了專業辭書之外,

在1909年 之前,出 現的一般:辭書與術語辭彙詳解等方面辭書,至 少有三十二部24。

從這些過去歴史事實的發展,毎 一件歴史事 實都存在著很深的中西文化互動,在

這些文化互動的影響之下,正 好折射出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統一的發展軌跡與文化

的散播力。

第二、跨越學科藩籬,交 叉研究引領創新

從現代學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來看,學 科交叉研究就是不同的學科面對相類似的

科學問題,進 行研究合作,相 互提供研究優勢,提 昇研究方法,尋 求解决問題的途徑,

並建立研究領域新 的増長點。高等教育中在學科交叉研究下,オ 能拓寛研究領域,隨

著研 究領域的不斷拓寛,知 識領域也愈來愈寛廣 。這種 以學科交叉為研究基礎條件的

突破,使 現存的學科知識領域受到挑戰 。跨越學科藩籬的作法,促 使學科研究理論與

方法論開始産生新的革命性變化 。

自然科學的進歩發展強調創新,社 會科學也 同樣在發展軌跡 的道路上尋求創新之

路。創新研究的突破點,可 能是一種新發現,這 種新發現帶動引入新 的觀點。而創新

的基礎就在於學科交叉研究。

在研究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的過程中,歴 史複雜 因素交織其 中,渉 及 到的單一學

科有歴史學、語義學 以及各個專業學科,如 醫學、數學、動物學、植物學 、農業礦物

學 、物理學、化學、工學 、法律、商業、經濟、哲學 、社會學、教育學、社會學 、兵

學 、天文學、地理學等等各方面 。因此在推動歴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方法,結 合各專

業領域的研究,逐 一完成近現代學科術語群生成的研究。藉由跨越學科藩籬的限制,

在歴史文化語義學與其他學科 的交叉研究上,突 破現有研究的不足,非 常需要醫學、

法學等專業領域學有專精者的加入,以 避免在專業詞彙研究過程中,陷 入不必要 的誤

解之中.所 以採取 開放 的心態,以 學科交叉研充推動歴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不 僅能

引領學科生命得到増長與創新,也 能使現代學科得到永續發展。

Coη2雁 舵 θ,Shanghai,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ofChina,1908.

24此 處 辭 書 統 計 整 理,不 以 冊 為 計 算 單 位,因 為 某 些 辭 書 一 部 即 有 兩 冊 、 四 冊 等 不 同,因 此 以

部 為 計 算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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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一般到專業

一
、 一 般 辭 書

西 方 傳 教 士 在 傳 教 事 業 中 累 積 出 一 項 極 大 的 貢 獻,那 就 字 典 的 編 纂 。 傳 教 士 到 世

界 各 地 傳 教 的 過 程 中,了 解 與 學 習 當 地 語 言,這 是 傳 教 工 作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必 備 工 具 。

因 此,在 海 外 傳 教 的 傳 教 士 就 在 傳 教 所 在 地 編 輯 了相 關 的 語 言 字 典,這 種 大 規 模 的 海

外 傳 教 活 動 中,也 造 就 了 各 式 各 樣 語 言 不 同 種 類 字 典 辭 書 的 編 纂 。 在 中 國 也 不 例 外,

早 期 外 國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所 編 輯 的 字 典 來 看,初 期 它 僅 僅 是 外 國 人 學 習 中 文 、 認 識 中 文

的 一 種 工 具 書,其 目的 在 於 滿 足 傳 教 士 學 習 當 地 的 語 言 或 方 言 。 傳 教 士 所 編 輯 的 字 典

語 言 種 類 多 元,反 映 當 時 傳 教 士 業 遍 及 世 界 各 地 。 除 了傳 教 士 編 輯 的 字 典 之 外,也 有

一 些 非 傳 教 士 投 入 字 典 的 編 輯
。 時 至 今 日,這 些 字 典 的 留 傳,卻 成 為 今 天 研 究 近 現 代

學 科 術 語 生 成 的 一 項 基 礎 文 獻 。

漢 外 辭 書 在 明 末 清 初 耶 鮴 會 教 士 來 華 前 後,有 較 具 體 的 文 獻 出 現,此 階 段 的 辭 書

呈 現 出 來 的 有 拉 丁 語 、 葡 萄 牙 語 、 法 語 等 等 豐 富 的 多 語 系 列 。 在1632年 就 有Diego

Colladi編 輯D'c'10槻 尸∫〃吻 伽g〃oθ3'η8η3∫3c〃〃2θ1Ψ1∫cα"oη31α伽 αθ酌 ∫卿 αηo出現25;1647

年FranciscoDiaz有 レbcoわ〃1αF∫odθ1θ'鯢o伽 α,o仞10ε 塑1'cα'∫oηcα5'θ110ηα,舵c加 σoη

groη ρ7叩 厂'θ4αのo蝕 η4αηo∫α虎Pα1α加 α326;1670年F.S.Dalqui6有Dlo'∫o朋 α〃θc腕ηo'5

θ爵 α脚'327。

外 漢.辭書 中 的 英 華 字 典 一 般 研 究 皆 認 為 始 於1815年RobertMorrison所 編 六 巻 本 的

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

從 華 英 辭 書 與 英 華 辭 書 二 者 編 纂 的 比 較 上,實 際 上 在1807年 己有Raper的 華 英 辭 書

オC伽 ε3εαη4E刀g1∫訪 ∠)∫o1∫oηα型28;而 在1813年DeGuignes有D'c'∫oη 槻'厂θo伽o∫3,

〃α即 傭 訂1α跏29。 顯 見 華 英 辭 書 的編 纂,略 早 於 英 華 辭 書 的 出 現 。

近 現 代 學 科 術 語 生 成 的 載 體 之 一,以 外 漢 辭 書 為 中 心 。 漢 外 辭 書 的 内 容 在 新 術 語

生 成 的 過 程 中,其 重 要 性 則 尚 在 タト漢 辭 書 之 後 。 針 對 與 近 現 代 學 科 術 語 生 成 關 係,以

25Colladi,Diego,D∫c'Joη αππ澀1∫ηg一〃αθ5加6η5'50〃 脚 θ差ρ〃cα'∫oη51α 枷oθ 酌'8pα 襯,Romae,1632.

3ε εChalmers,Alexander,7物 θGε ηθ厂α1、8'ogア4ρ 痂colD∫c'∫o〃 α1ッ,J.Nichols,1812,p.41.

26Johann.CarlConradOelrichs,E刀 齡 〃ヴ θ'ηθ厂Gε3c耐c玩 ε げ8厂んδ加g1∫o乃 θηB'わ1∫o訪 θんz〃Bθ 厂1∫η,A.

Hauden,1752,S.131;7物 θ.45∫α∫∫cノ∂〃厂ηα1α ηゴル旋)鷹 雇アRεg'5'εr/b厂 、8万'∫∫乃 αηゴFo厂 θ'gη1η4'α ,

C伽 α,α 忽 加5跏 〃α,Wm.H.AllenandCo。,1821,p.244;AbelR6musat,漉1α ηg85α3∫ α砌 麗3,

TomeSecond,Dondey-Dupr6,p合reetfils,1826,p.68.

27AstorLibrary,JosephGreenCogswell,Cα'010g〃 ε0厂!望 加 加 わθガcα〃 ηげθx(:ゾ 魏 θ.4∫'o厂.乙'加01ッ,R.

Craighead,1857,p.854;JohannChristophAdelung,ル 五読π4α'θ∫04θrα 〃gε澀8∫ηε

3ρ 厂αc乃θηん〃η4θ,VbssischenBuchhandlung,1806,p53;JohannGottfriedEichhorn,CarlFriedrich

Staudlin,Gε5c痂c伽 ε4θ アL〃 θ厂o'〃厂voη 劾rε 〃2.4ψ ηgわ'3α4プ4∫ ε〃θ〃ε3'εηZθ πθη,Vandenhoekund

Ruprecht,1807,S.92.

28Raper,Mat.,オC玩 〃85ε αη4Eηg1納Dlc加 ηoアッ,4vols.,London,1807;3ε θ7舵Eη のノclo四 θ漉 α

β漉 α刀刀∫cα,.4D∫ α∫oηα厂アqプ.4π5,3c∫ θηoθ3α η4Gε ηε厂α1、乙'∫θ厂α'〃厂ε,voLVII,NewYork,TheHenry

G.AllenCompany,1890,9thedition,p.191;JohannSeverinVater,.乙 漉 εm'〃 厂ゴεrσ 厂α澀澀α"んθη,

五θκ訛α 跏4〃 δπεr50溺 溺1〃ηgεη α〃ε厂5μ αc乃θ刀4θ 厂Erゴ θ,Nicolai,1815,S.45.

29JuliusTheodorZenker,.劭 わ1'o酌 θcαo々 θ班01∫3,voLII,Leipzig,GuillaumeEngelmann,1861,

p.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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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先後,略 有以下幾種 ・

1.馬 禮 遜 《華 英 字 典 》 六 巻 本1815-1823

2.衛 三 畏 《英 華 韻 府 歴 階 》1844

3.麥 都 思 《英 華 字 典 》 兩 巻 本1847-48

4.羅 存 徳 《英 華 字 典 》 四 巻 本1866-69

5.躑 其 照 《字 典 集 成 》1868

6.盧 公 明 《英 華 萃 林 韻 府 》1872

以 法 學 術 語 中 「繼 受 」 一 詞 爲 例,在 前 述 一 般 辭 書 中 的 表 達 情 況 如 下,

1819年,馬 禮 遜RobertMorrison的 《華 英 字 典 》 中,尚 無 「繼 受 」 一.詞,僅 限 於

「繼 」、 「受 」 二 字 單 字 的 解 釋 。

「繼 」,Alineofsuccession;comingoneaf㌃eranotherincourse;successively;that

whichcontainsorpreservesasuccessionof;continuingthesamepursuitsasancestors.30

「受 」,Toreceive;toacceptof;tocontinuethesuccessionof;tocontain;toendure;to

bear.31

1843年,麥 都 思WalterHenryMedhurst的 辭 典C伽 θ3θα雇 劭g1'訥D'o'∫oη 曜y一 書

中,僅 有 「繼 」 字 的 解 釋,並 無r受 」 字 的 解 釋32。

1848年,麥 都 思WalterHenryMedhurst的 辭 典Eηg1∫ 訪 翩4C伽 ε5θ一D∫c"o砌 ワ ー 書

中,在receive中 則 有 如 下 的 解 釋,toreceiveasaninheritance襲 受,此 解 釋 雖 非

Reception,但 中 文 字 義 己 較 為 接 近 繼 受 。Reception一 詞,作 領 受 之 事 解 釋33。

1856年,衛 三 畏SamuelWellsWilliams的 《英 華 分 韻 撮 要 》,沒 有 「繼 」字 的 解 釋,

也 無 「受 」 字 的 解 釋34。

1862年,Chalmers的 英 粤 字 典 オηEηg1∫訪 αη4C砌'oη ε3εpo訛 θ'一4∫c加ηαアγ一 書 中,

井 未 出 現 有Reception35.

1865年(日 本 慶 應 元 年),日 本 學 者 中 村 敬 宇 手 抄 本 《英 漢 字 典 》,有Reception,

作 領 受 之 事 解 釋36。

30Morrison,Robert,4D∫c"oη αアッ げ 伽 α'η θ∫θ加 ηg〃αg8,PartII,vol.1,Macao,HonorableEast

IndiaCompany'sPress,1819,p.382.

311bid.,p.758.

32Medhurst,WalterHenry,α'η θ5θ α祕Eηg1納1)∫o'∫o刀 αり1,vol.II,Batavia:Parapattan,1843,

p.787.

33Medhurst,WalterHenry,Eηg1納 α澀C伽 ε5θD∫c加 ηαアッ,vo1.II,Shanghae,TheMissionPress,

1848,p。1054.

34Williams,SamuelWells,オ7b廨Dlc'∫oη αアツ(～プ'乃θC伽 θ3θ五αη9襯9θ 加'乃 θC翩oηD∫ α1εc',

Canton,OfficeoftheChineseRepository,1856,pp.147-153.

35Chalmers,John,.4ηEηg1∫ 訥 αη4Co腕oη ε∫θρoc舵'一 読c"oη α尹ッ,HongKong,Londonmissionary

society量spress.,1862,p.ll7.

36中 村 敬 宇 抄 寫 ・《英 漢 字 典 》 第 八 冊,慶 應 元 年(1865年),第24頁 。 該 手 抄 本 為 美 濃 紙 本,

共 計 十 冊,:第 一 冊 頁 首,記 有 「乙 丑 八 月 什 六 起 寫,同 十 一 月 晦 卆 業 」。 第 十 冊 頁 末,抄 寫 有

英 文 序 言 共 七 頁,序 言 末 屬 名 為"W.H.Medhurst,Shanghae,Feb.3rd,1847",可 以 明 確 證 實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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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衛 三 畏SamuelWeIlsWilliams原 著,《 英 華 韻 府 歴 階 》 傳 至 日 本,由 日 本

學 者 柳 澤 信 大 訓 點 後 出 版,改 名 鳥 《英 華 字 彙 》,該 書 中 有 關Reception一 詞 並 無 收 録37。

1872年,盧 公 明JustusDoolittle的 辭 典 オ 殉ooわ 〃1α1ッo掘Hα ηあooん6ゾ'舵C伽83θ

Lα ηg〃ogθ一 書 中,Reception有 領 受 之 事 、i接 受 之 事 等 解 釋38。

1874年,Stent的 辭 典4C伽 θ5θαη4Eηg1'曲 ρo欲 ε'4∫c"oηoア γ一 書 中,僅 有 「繼 」

字 的 解 釋,toconnect;relatedto;totie;tobindorfasten。 考 察 其 内 容 似 有 錯 誤,將 男 一

字 「繋 」 字 的 解 釋,作alineofsuccession;successively;hereditary。 「繼 」、 「繋 」 二

字 的 解 釋 錯 誤 倒 置39。 男 夕卜,該 書 之 中 並 無 「受 」 字 的 解 釋40。

1882年,Condit的Eηg1'訥 硼4C伽 θ3θD∫6'∫oηα'γ一 書 中,有Reception一 詞,作 領

受 之 事 、 收 等 解 釋41。

1893年,Foster的 辭 典 肋Eηg1∫ 訪 αη4C伽 ε38ρo訛 ε'読o∫ ∫oηαび 一 書 中,並 沒 有

Reception一 詞42。

1900年 ・FredefickWilliamBaller的 珈 仞 ⑳'∫cα1C伽 ε3ε一E〃91∫訪4'c'∫oη αワ

oo〃2p∫1θのb〃 舵C伽 α1η1砌4m∬ ∫oη一 書 中,有 「繼 」字 解 作 、Toconnect;Toadopt;To

continue;tofellow.43

1902年,羅 布 存 徳 原 著,《 商 務 書 館 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 一 書 中,有Reception一

詞,作 收 接 、 受 納 、 接 納 、 收 納 、 納 受 、 恩 接 、 好 招 待 、 善 接 人 等 解 釋44。

1903年,汪 榮 寶 與 葉 襴 編 纂 的 《新 爾 雅 》 一 書,有 關 「釋 法 」 中,稱:「 以 宜 接 間

接 採 用 他 國 之 法 律 者,謂 之 繼 受 法 」45。

1908年,顏 惠 慶 的 《英 華 大 辭 典 》 中,Reception有 領 受 、 容 受 、 容 入 、 聽 從 等 解

手 抄 本 抄 自Medhurst,Eηg1'訪 硼4C乃 ∫ηθ5θ1)∫o'∫oη硯y,vol.1-II,Shanghae,TheMissionPress,

1847-1848.中 村 敬 宇,江 戸 人,名 正 宜,號 敬 宇,又 稱 敬 輔 。 幕 府 時 期 的 文 官,明 治 維 新 以

後,大 藏 省 飜 譯 局 長 、 女 子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校 長 、 東 京 大 學 文 學 部 教 授 、 東 京 學 士 會 院 會 員,

明 治 二 十 四 年 歿,年 六 十 。 著 有 《西 國 立 志 編 》、 《西 洋 品 行 論 》、 《自 由 之 理 》、 《西 洋 節 用 論 》、

《西 洋 童 子 鑑 》、 《西 稗 雜 纂 》、 《漢 土 訓 語 》、 《共 和 政 治 》、 《報 償 論 》、 《自 敘 千 字 文 》、 《敬 宇

文 》、 《敬 宇 演 読 集 》、 《敬 宇 先 生 集 》、 《愛 敬 餘 唱 》、 《敬 宇 詩 集 》、 《敬 宇 先 生 詩 文 偶 抄 》、 《敬

宇 文 集 》、 《訓 點 天 道 溯 源 》.參 見 石 井 研 堂,《 中 村 正 宜 傳 》,東 京 成 功 雜 誌 社,明 治40年2

月,:第41-48頁 。

37[英]斯 維 爾 士 維 廉 士 著;柳 澤 佶 大 校 正 訓 點,《 英 華 字 彙 》,東 京 府,香 芸 堂,明 治 二 年(1869

年),第225頁 。

38Doolittle,Justus,.4レbcα ゐ〃1αリノαηげHα η4わooん(～ プ所 θC痂 ηε3ε五〇ηg〃αgε.Ro澀 α刀∫zεげ∫η 酌θ

ハ勿 η40勘Z)∫ α1θo',vol.1,partI,Rozario,Marcal,andcompany,1872,p.396.

39Stent,GeorgeCarter,.4C痂 刀ε5εαη4Eηg1∫5乃pocん θ'読c〃oη αアッ,Shanghai,KeHy,1874,p.151.

401bid.,p.120.

41Condit,IraM,Eηg1融 αη4C乃 加 ε3εD∫c加 ηα1ッ,NewYorkAmericanTractSociety
,1882,p.95。

42Foster,Mrs.Arnold,オ ηEηg1納 αηゴC痂 ηθ3θρocん ε'読o"oη α厂y
,intheMandarindialect,Shanghai,

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3,p.106.

43Baller,FrederickWilliam,オ η αηめ'∫cα1C伽 θ3ε一Eηg1励 砒'∫oηoア ッ,oo〃2μ1θ みb〃 加C伽 α

1η1αη4ル ∫'∬'o〃,Shanghai,ChinaInlandMissionand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 ,1900,

P.28.

44羅 布 存 徳 原 著,《 商 務 書 館 英 華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上 海,商 務 印 書 館,光 緒 二 十 八 年(1902

年)歳 次 壬 寅 孟 春 初 版,第1325頁 。

45汪 榮 寶 、 葉 言闌,《 新 爾 雅 》,上 海 文 明 書 局,光 緒 二 十 九 年(1903年)七 月,第2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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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46。

二、專業辭書

學科術語的生成,它 並非僅僅存在於一般辭書中的陳述。專業術語的生成,更 多

來 自於專業書籍,或 從專業書籍 中積累形成專業辭書。因此,在 法學術語的生成過程

中,除 了法學專業書籍的出現之外,法 律專業辭書的重要性非常値得我們進一歩 去觀

察。此時詞彙用語己經從一般的用語意義走向了專業化、特殊化 。辭書的發展也從一

般辭書走向專業辭書,在 研究專業術語時,就 應該從一般進入到特殊、從一般進入到

專業。

以近現代法學術語生成研究來看,法 學術語與醫學術語都具有非常專業 的語 言特

性,語 詞的表達上往往不同於一般詞彙意義。因此,軍 一法學術語的專業意義與 一般

用語 的意義 内涵是大大不同的。這種區別往往被忽視,如 不能加 以區別,則 專業術語

的專業性與一般語言的一般性無異。研究者僅僅取材一般辭書,卻 忽略專業書籍與專

業辭書的内容變化,這 樣的研究方式導因於欠缺法學或醫學 的專業基礎,就 極容易陷

入錯誤而不 自知。

以法學術語中 「繼受」一詞為例,在 前述的一般辭書中尚不具專業術語 的專業性,

僅僅是一般字詞的普通意義。但 是,進 入到法學專業 的辭書時,這 種專業意義的特性

オ被解釋、被表現出來 。

從 日本法學專業辭書中來看,日 本在 明治時期開始有法律專業術語方面的工具書

出現,以 現有資料統計,約 有如下幾種,

1883年,司 法省編譯有 《法律語彙初稿》47。

1889年,Broom編,林 健翻譯的 《精撰法律格言》48。

1901年,大 日本新法典講習會編有 《新法律字典》49。

1901年,澄 川政吉編有 《法律辭解上巻》50。

1902年,田 邊慶彌編有 《法律經濟辭典》51。

1903年,鵜 澤・總明有 《法律辭解》52。

1905年,鶴 田悉有 《法律格言義解》53。

1906年,澤 井要一有 《袖珍獨和法律辭典》54。

1907年,渡 部萬蔵有 《法律大辭典》55。

46顏 惠慶 、《英華 大辭 典 》,上 海,商 務 印 書館,光 錯三 十 四 年(1908年),第1847頁 。

47司 法省 編 譯,《 法 律語 彙初 稿 》,東 京;司 法 省 明 治十 六 年十 二 月 。

48Broom編,林 健 譯 、《精 撰法 律格 吉 》,東 京,畏 三 堂 書店,1889。

49大 日本 新法 典 講 習會 編 、《新 法律 字 典 》,東 京:大 日本 新法 典 講 習會,明 治三 十 四年 三 月 。

50澄 川政 吉 編,《 法 律辭 解 上巻 》,京 都,政 法 學館,明 治三 十 四年 二 月 。

51田 邊 慶 彌 編 、《法 律經 濟 辭典 》,東 京 、寶文 館 明 治三 十 四年 十 一月 。

52鵜 澤總 明,《 法 律辭 解 》,東 京 、 明治 法 律學 校講 法會,明 治三 十 六年 。

53鶴 田恣 、《法律 格 言義 解 》,東 京清 水 書 店,明 治 三十 八 年 十一 月 。

54澤 井要 一 、《袖 珍獨 和 法律 辭 典 》,東 京,帝 國獨 逸學 會,明 治 三 十九 年五 月 。

55渡 部萬 藏 、《法 律大 辭 典》,東 京郁 文 舍,明 治 四十 年七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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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渡 部 萬 藏 有 《法 律 語 彙 》56。

1908年,青 木 隆 編 有 《法 律 経 済 熟 語 辭 典 》57。

1909年,井 上 忻 治 有 《獨 和 法 學 大 辭 典 》58。

1910年,藤 井 信 吉 編 有 《獨 和 法 律 辭 典 》59。

1910年,早 稻 田大 學 編 輯 部 編 有 《法 律 辭 解 》60。

1912年,明 治 大 學 出 版 部 編 纂 有 《法 律 經 濟 辭 解 》61。

中國在法學專業術語方面辭書的出現,較 之 日本約晩了十年之久。以法學術語 「繼

受」一詞來觀察,並 對 中國的法律辭書作一初歩統計如下,

1903年,汪 榮寶、葉襴兩人編纂的 《新爾雅 》之釋法篇中,有 固有法 、繼受法的

解釋62。

1907年,錢 恂、董鴻禅編有 《日本法規大全解字》,對 繼受一詞並無收録63。

1908年,四 川法政學堂劉天佑等人編纂有 《法律名辭通釋》十巻本,有 關繼受一

詞,在 巻三64與巻十65中分別提到。

1913年,韓 徳清編有 《法政辭解大全》,書 中有繼受法66一詞 。

1927年,朝 陽大學教授李祖蔭編有 《法律辭典》,繼 受一詞在書中有兩處提及67。

1934年,汪 翰章編輯有 《法律大辭典》一書,書 中提及繼受一詞有兩處68。

1935年,朱 采真編輯 的 《中國法律大辭典》書中,收 録有繼受法一詞69。

1935年,鄭 競i毅編輯的 《法律大辭書》書中,有 關繼受一詞,有 兩處可 以參考70。

1936年,張 崇恩編有華英雙解法政辭典,書 中有 關繼受的相 關解釋有四條、繼受

取得、繼受法、繼 受的、繼受權不能優於原權71。

1936年,董 堅志編的法律辭典,在 繼部中井無此詞72。

56渡 部 萬藏 ・《法 律 語 彙》,東 京博 文館,明 治 四十 年七 月 。

57青 木 隆 編,《 法律 経 済 熟語 辭典 》,東 京,清 水 書店,明 治 四十 一年 四月 。

58井 上忻 治3《 獨 和 法學 大 辭典 》,東 京東 海 堂,明 治 四十二 年 十二 月 。

59藤 井 信 吉 編,《 獨 和 法律 辭 典》,東 京,金 港 堂,明 治 四十三 年 四月 。

60早 稲 田大 學編 輯 部編 、《法律 辭解 》,東 京 ・早 稻 田大 學 出版 部,明 治 四十三 年 。

61明 治大 學 出版 部編 纂,《 法 律經 濟 辭解 》,法 律 科 第 一年講 義 録,明 治 大學 出版 部,明 治 四 十

五 年 。

62汪 榮 寶、 葉調,《 新爾 雅 》,上 海 文 明書 局,光 緒 二十 九年 七 月,:第27頁 。此書 嚴格 來 読並

非 法學 辭 書,但 書 中釋 法篇 的解 釋 倶採 專 業解 釋,故 而 將之 納入 專 業辭 書之 列 。

63錢 恂 、董 鴻襌 編 纂 、《日本法 規 大全 解字 》,商 務 印 書館,丁 未年 正 月,第66-67頁 。

64劉 天佑 、《法律 名 辭通 釋 》巻 三,四 川紳 班 法 政學 堂,光 緒 戊 申年,第55頁 。

65同 上,巻 十,第8頁 。

66韓 徳 清,《 法政 辭 解 大全 》,出 版 地不 詳,民 國二 年,第193頁 。

67李 祖 蔭:《 法 律 辭典 》,朝 陽 大學 出版 社,民 國 十六 年 九月三 十 日,第198-199頁 、第557頁 。

68汪 翰 章、《法律 大 辭 典》,上 海 大 東 書局,民 國二 十三 年三 月,第755頁 、:第1807頁 。

69朱 采 真 、《中 國法 律大 辭 典 》,上 海世 界 書 局,民 國 二十 四年 四月,第322頁 。

70鄭 競 毅:《 法律 大 辭 書》,上 海 商 務 印書 館,民 國 二十 四年,第671頁 、第2222頁 。

71張 崇 恩,《 華英 雙 解法 政 辭典 》,天 津 百 城 書局,民 國二十 五 年三 月,第538頁 。

72董 堅 志 、《法律 辭 典 》,上 海大 中華 書局,民 國二 十五 年,第17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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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結語

現代化學科術語語義的研究,如 果欠缺對歴史文化深層的認識與理解,無 法觀察

出歴史文化的特殊結構現象,那 就極其容易僅以其所見,而 陷入飽釘訓詁之中,形 成

摸大象的研究。因此,繦 不宜將歴史文化語義學 的研究方法與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混為
一談。筆者強調超越學科視野的界線,以 更寛廣的歴史研究、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解釋

現代化學科新語的誕生,有 其學科交叉與創新的必要,以 「超越界線」的觀點,主 張

歴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歴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就是以 「超形式的解釋學 」觀點,對

專業術語群的建立進行解釋分析。藉 由超越學科界線 的高度來看,我 們可 以清楚地知

道,現 代化學科術語群 的生成並非存在於一般辭書,而 是從專業書籍中走 向了特殊的

專業辭書之中。

學術的研究往往被過於強調學術 自由,而 忘記了學術責任 。惟有學術 自由,オ 能

有源源不斷地新思想、新方法,最 終 引發學術創新。學術 自由的基礎在於包容多元價

値與多樣性文化,惟 有包容,オ 能有更多的自由。只有更多的包容オ能結合更多元的

價値觀點,整 合多樣性 的文化 。這些多元文化價値在透過學科交叉 的歴史文化語義學

研究方法下逐歩開展,我 們希望這種超越界線的超形式解釋學能將歴史上多元文化價

値一一呈現其本來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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