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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日语借词

朱　 京 伟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笔耕不止，在身后留

下了上千万字的著述。梁启超的文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使用的“新文体”，但是以往

的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概括梁氏“新文体”在句法方面的特征，而对“新文体”在词汇方面

的特征不够重视。其实，梁氏的文体之新离不开当时盛行于世的“新名词”，而梁启超之所

以成为使用“新名词”的先行者，又与他在日本长达 14 年的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本文的

目的在于，弄清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以及他早期主要使用了哪些日语借词。

1. 梁启超著述的概况

李国俊先生在《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一书中对梁启超的著述情况作了如下概括：“在

1895 年以前，梁启超除创作了为数不多的诗词外，没有什么重要的著作。……梁启超的著

述生涯实际始于 1896 年主撰《时务报》时。自那以后，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

……从 1896 年至 1928 年的 23 年中，梁氏总共撰述了约 1100 万字的巨著，就是说以每年撰

写 33 万字的速度，持续 33 年”。 
1

  梁启超的文名早立，30 岁时就有文集出版，在他生前问世

的文集丛书等多达 20 余种，去世后的 7-8 年间又有 10 余种陆续出版。其中，梁启超去世后，

由中华书局 1932 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是现存各本中篇幅最大、内

容最丰富的梁氏文集，包括文集 45 卷和专集 103 卷，总共约有 920 万字。 
2

李国俊先生把梁启超的著述生涯分为 3 个时期，并对《合集》所收的作品进行了分类统

计，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梁启超著述的分期与分类统计

数量

时期
字数

占合集

总字数％
年平均字数

其    中

学术类 政论类 文艺类

1896-1911 453 万 49.3％ 28.4 万 70 篇 182 篇 l79 篇

1912-1917 74 万 8％ l2.2 万 7 篇 81 篇 15 篇

1918-1928 393 万 42.7％ 35.7 万 96 篇 47 篇 11 篇

1　李国俊（l986）p. 6。
2　同上 p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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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时期（1896-1911）即辛亥革命以前的著述。从写作字数上看，约占梁氏生平著述的

一半。梁启超任主笔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颇有影响的报刊都出现在

这一时期，他在日本度过的 14 年亡命生活也几乎全在这一时期里。从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角

度来看，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几年，是日语词汇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时段。这段时间，

梁启超正好身在日本，他既有阅读日文书籍接触日语词汇的环境，又有通过办报使用和传播

日语词汇的条件。因此，梁启超在输入日语借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第 2 时期（1912-1917）是梁启超结束了在日本的亡命生活，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做官的几

年。这期间，梁启超忙于政府和政党的社会活动，除政论文章仍保持了一定数量之外，其他

著述大幅减少，是他生平留下文字最少的时期。从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时期，

日语借词大量涌入汉语的过程已接近尾声，而梁启超回国之后，也失去了阅读日文书报、频

繁接触日语词汇的环境，他在输入日语借词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然不能和上个时期相比。

第 3 时期（1918-1928）是梁启超远离政治活动，全力投入讲学和著述的时期。尽管他的

几部传世的学术名著都成书于这个时期，但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清代学术以及史学

和佛学，这类传统的国学著述对日语借词的需要不多。因此，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已经不大可

能在输入新的日语借词方面有所作为。

2. 词语调查的范围

要弄清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调查的重点应放在梁启超著述的第 1 时期（1896-

1911）上，尤其应当关注的是梁启超早期的著述活动。梁氏的早期著述主要发表在《时务报》

《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大体情况如下：《时务报》1896 年 8 月创刊于上海，

至 1898 年 8 月停刊为止，历时 2 年共发行 69 期。梁启超作为主笔，在该报上共发表过 40

篇文章，其中有 39 篇收入《合集》。 
3

  《知新报》1897 年 2 月创刊于澳门，梁启超是撰稿人之一，

在他参与戊戌变法之前，曾在《知新报》上陆续发表过 11 篇文章，其中有 10 篇收入《合集》。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被迫出走日本。他到日本后仅两个多月，就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清

议报》自 1898 年 12 月创刊至 190l 年 11 月停刊，历时 3 年共发行了 100 期。梁启超在该报

上共发表了 75 篇文章，其中有 66 篇收在《合集》之中。《清议报》停刊之后，梁启超又在

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自 1902 年 2 月创刊至 1907 年 12 月停刊，历时 5 年多共发行

了 96 期，其间梁启超共发表文章 180 篇，收入《合集》的有 110 篇。

在考察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时，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他赴日前后在用词方面发

生了哪些变化。梁启超赴日之前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时务报》和《知新报》上，而他赴日之

后的文章主要刊登在《清议报》上，因此，这 3 个刊物应是本文进行词语调查时的首选资料。

至于《新民丛报》，虽然梁启超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也使用了许多日语借词，但由于《新

民丛报》的创刊时间晚于上述 3 个刊物，对考察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的帮助不大，

暂不列为词语调查的对象。

3　由笔者参照李国俊（1986）所收的梁文篇名统计，只计文章篇数，不计连载次数，以下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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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夏晓虹教授近年对梁启超的著述作了新的发掘和整理，把没有收进《合集》的梁

氏文章汇编起来，出版了《〈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005）一书。但通览全书后发现，梁氏

佚文中没有比《时务报》创刊更早的文章，论内容也不如《合集》收有的文章那么重要。因

此笔者认为，以《合集》为文本资料便可以达到预定的研究目的。不过，《合集》中的文章

只是按照年份顺序大致排列的，没有标明每篇文章发表的准确时间。在这方面，李国俊先生

编著的《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利用这本书不但可以把梁文的

发表时间精确到某月某日，同时还可以纠正《合集》在年份上的一些讹误。

3. 词语的抽取和分类整理

在确定了词语调查的资料之后，需要从梁启超的文章中具体抽出那些有可能是日语借词

的词语。为此，笔者在梁启超所用的众多词语中，把汉语和日语共用的“中日同形词”作为

抽取的对象。但这只是抽取的最大范围，因为“中日同形词”中既包含近代以来汉语从日语

输入的词，同时也包含历史上日语从汉语输入的词，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难以直观辨认的。

为了全力找出近代以来汉语从日语输入的“日语借词”，应重点关注和抽取那些带有专门术

语性质、在清末时表达新概念和新事物的词语，因为在专门术语和表达近代新概念的词语方

面，汉语输入日语词汇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以上的原则，笔者从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

《清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共抽出相关词语 887 个，按年份和词语字数等进行整理之后，其

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从 3 刊物（1896-1901）中抽出的梁启超的用语

2 字词（597 词／ 67.3％）
3 字词 4 字词 5 字词 合计（％）

有典 新义 无典 未收

1896 32 3 12 4 8 1 60
1897 47 9 16 l0 l3 4 1 100
1898 28 8 14 1 4 7 62
1899 208 25 91 18 95 86 3 526
1900 4 1 5 5 2 17
1901 25 5 25 6 30 30 1 122

合计（％） 344（57.6） 51（8.6） 163（27.3） 39（6.5） 155（17.5） 130（14.6） 5（0.6） 887

表 2 显示，不同年份之间的词数相差颇为悬殊，这与梁启超每年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具

体而言，《时务报》是 1896 年 8 月创刊的，梁启超初期的文章尚未脱去旧式文言的框框，因

此值得抽取的词语较少。1897 年是梁启超在文章上渐入佳境、活跃多产的一年，所抽出的

词数也呈上升趋势。1898 年，梁启超先后参加了保国会、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

治活动，而后又出走日本，一年中动荡不定著述不多，所抽出的词数也随之回落。进入

1899 年，梁启超在日本安顿下来，开始全力投入《清议报》的编辑和发行。他编纂《和文

汉读法》，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对通过日文书籍了解“东学”和“西学”表现出了很高

的热情。同时还在著述方面积极引进日语词汇，逐渐形成了新的文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本年的抽取词数大大超过了其他年份，达到了最大值。1900 年，梁启超为筹措活动经费远

赴檀香山和美洲，还在澳洲住了半年，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旅途中度过，著述不多，所以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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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词语也很少。1901 年梁启超回到日本，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多，抽取的词数也再次回升。

如表 2 所示，笔者是按照词语的不同字数进行分类和整理的。二字词是汉语词的基本单

位，不仅数量最多，还具有构成三字词、四字词等的构词功能。三字词一般是由二字单位和

一字单位组合而成的（2+l 或 1+2），而四字词一般是由两个二字单位组合而成的（2+2）。对

于二字词，我们需要查明它们的词源，区分是中国造词还是日本造词。对于三字词和四字词，

我们主要关注它们在构词上的特点，以及在二字词基础上形成新概念的情况。以下将按照表

2 所示的框架，对梁启超使用得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等分别加以考察。

4. 梁启超著述中的二字词

笔者从《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等刊物中共抽取到 887 个词语，其中二字词有

597 个，占全部抽出词的 67.3％。对于这些二字词，需要通过检索《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

编）来初步判别它们究竟是中国造词还是日本造词。如表 2 所示，检索的结果可以分成“有

典”“新义”“无典”“未收”等 4 种情形，以下分别加以探讨。

4. 1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所谓“有典”，是指可以从《汉语大词典》中查到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属于这类的词

数量最多，共有 344 个，占二字词总数的 57.6％。从总体分布上看，通用性强的一般词汇最

多，而在专业术语中又以人文科学类的词居多。举例如下 ：

（1）一般词汇

爱国　保全　比较　程度　丛书　创设　村落　对照　反动　贩卖　方法

分配　根性　公众　规则　贵族　国库　厚生　积累　价值　教育　进步

近代　经营　开化　论说　膨胀　人类　上等　时代　实学　世界　事件

事业　手段　团结　退步　下等　小学　形态　中等　状态

（2）人文科学

变革　裁决　党派　独立　封建　改革　公法　国家　国民　国势　国体

国政　货币　立法　流通　垄断　伦理　判决　权力　市场　私法　私有

岁出　岁入　条约　统计　卫生　文明　选举　元首　政体　政权　种族

自由　自治　资本

（3）自然科学

大陆　地球　镀金　风化　高原　恒星　化学　平原　气体　物质　行星

遗传

（4）军事词汇

兵器　海军　军备　军队　陆军　骑兵

从造词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有古汉语出典的词是中国造而不是日本造。但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还有不少疑问需要澄清。比如，这些词是否一直在汉语中使用？ 梁启

超在清末时期使用这些词，是基于他的古汉语功底，还是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后才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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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从词义上看，虽然这些词所表达的基本概念从古到今变化不大，但与古汉语相比，毕

竟在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语境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例如 ：在古汉语里，“世界”

一词的原义是“宇宙”或“人世间”，现在所指的范围则是“全球各国”。“选举”一词的原

义是“选拔贤能”，而现在用于政治生活方面，专指“通过投票等方式选出领导人”。“流通”

一词原来泛指“通行无阻”，现在用于金融领域时，特指“商品货币的流转”。其他如 ：国民、

国体、立法、垄断、资本、市场、价值、封建、自由、文明、卫生、独立等许多词，都存在

类似的情况。如果追寻这类现象发生的源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利

用这些古已有之的汉语词去表述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把这些词

纳入了近代以后的新的学科领域。在此过程中，日本人并没有创造新词，但客观上却引发了

这些古汉语词的词义变化。对于这种小幅度的词义调整，笔者认为 ：词义的演变是语言的普

遍规律，用古汉语词去对应西方概念时不一定非要产生新义。我们应当承认日语对这些汉语

词的词义确实有过影响，但只要基本词义没有发生变化，就表明古汉语的原词是可以容纳现

代概念的，应当把小幅度的词义调整视为原有词义的延续和扩展。这样定义也是为了和下述

产生新义的二字词相互区别。

4. 2　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所谓“新义”，是指有些二字词产生了与古汉语原义明显不同的新词义。这里所说的“新

义”，主要是指利用古汉语词去对译某些西方概念时所发生的词义变化。就其特点而言：一

是词义变化在短时期内实现；二是词义变化的幅度大，原有的词义往往被新义完全取代。例

如，“社会”一词的古汉语原义是“社日的集会”或“由志趣相投者组成的团体”，由于日本

在明治初期用“社会”去对译英语的 society，从而使“社会”产生了现代的新义 
4

。现代汉

语的“社会”的词义是吸收了日语的新义而形成的，而且古汉语“社会”的原义已经消失。

梁启超赴日的时间早，旅日的时间长，而且勤于著述，因此很有可能率先将日语中产生的新

义运用到汉语中来，这正是我们关注梁启超著述的主要原因。在梁启超的用语中，可以视为

产生新义的词共有 52 个，占二字词总数的 8.6％。举例如下 ：

参政　大学　代表　代理　反对　风潮　感情　革命　公民　公权　关系

观念　归纳　过渡　集会　经济　科学　理论　恋爱　历史　民主　起点

权利　社会　世纪　思想　王国　卫生　问题　宪法　现象　校长　演说

艺术　营业　影响　预算　运动　直接　治安　中学　主权　主体　总会

组织　作用

4. 3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所谓“无典”，是指《汉语大词典》中没有列出任何书证，或者只有晚于清末时期的书

证的词。在梁启超的用语中，属于这类的词有 163 个，占二字词总数的 27.3％。经检索日本

出版的『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发现这些词在日方辞书中的书证往往早于中方辞书的

4　参见斉藤毅（1977）的第五章「社会という語の成立」。



朱　京伟

202

书证。从中日双方在书证年代上的时间差来看，这些无古汉语出典的词有可能是从日语进入

汉语的“日语借词”。举例如下：

财产　财政　裁判　担保　担任　德育　抵抗　帝国　定义　动机　动力

方针　高潮　高等　高度　改良　改造　个人　革新　古代　广义　国防

国会　国际　国债　活剧　纪念　简单　间接　结论　进化　警宫　警卫

剧场　军舰　决算　开幕　客体　扩张　理想　立宪　领地　流域　留学

论据　美术　迷信　民法　民权　民选　模型　末期　目的　年度　排除

普通　潜力　权限　缺点　人员　任期　商界　商业　实业　属地　特权

特色　特性　特质　体操　体育　提要　同化　投票　团体　吸引　系统

宪兵　宪政　现状　星团　星云　宣战　学会　学派　学说　血管　压制

要素　野蛮　有机　渔业　元素　原料　原理　原则　远东　占领　哲学

政变　政策　政党　殖民　制裁　秩序　智育　重视　租界

当然，辞书书证的有无和早晚并非最可靠的依据，就《汉语大词典》的现状而言，越是

近现代的书证，其可信度越低。因此，需要对这些词作进一步的词源考察，才能最终确定哪

些是日语借词。其中有些词已经完成了个案研究，可以确定是日本人在明治时期创造的新词，

如：裁判、德育、定义、个人、国际、客体、美术、目的、哲学、殖民等。还有一些词，如：

会社、赁银、汽车（“火车”义）、祝典、组合等，显然是梁启超当时照搬使用的日语词，日

后没能在汉语里固定下来。此外，还有一些可能是 19 世纪来华传教士首创的词，如 ：表面、

国旗、角度、面积、全权、热力、压力、议会、议员、议院、原质、质点、宗教等，如能最

终证明是来华传教士的首创，自然不应归入日语借词之列。总之，在“无典”词之中最有可

能发现日语借词，要最终查明梁启超使用过哪些日语借词，就必须对无古汉语出典的词进行

彻底的研究。

4. 4　《汉语大词典》未收的二字词

所谓“未收”，是指《汉语大词典》没有作为词条收入的二字词。这类词有 39 个，仅占

二字词总数的 6.5％。举例如下 ：

差别　产儿　产物　产业　定率　段阶　工学　公性　共产　关税　过劳

竞争　拒力　决斗　绝望　君权　良性　米国　米洲　免疫　纳税　强权

强制　权理　群学　商法　商学　税务　私权　特别　洋员　治者　株式

至于没有收入辞书的原因，有的词是梁启超当时照搬使用的日语词，如：定率、段阶、

米国、米洲、株式等。还有一些可能是梁启超自己的造词，或是在清末流行一时的词，最终

没能在汉语里存活下来。如：公性、拒力、君权、权理、群学等。除此之外，其余的大部分

词都是汉语仍在使用的，应该说是《汉语大词典》的疏忽遗漏。这部分词和上述“无典”的

词性质十分相近，同样需要通过考证才能确认它们是日语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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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启超著述中的三字词和四字词

梁启超所处的清末时期，是汉语从文白分离走向文白合一的重耍发展时期。从词汇的角

度来看，在当时的书面语中，一字词仍旧偏多，二字词的增长缓慢。至于三字词和四字词，

除了传统的惯用语和成语之外，数量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文风被时人称为“新文体”，

这与他在文章中大量使用二字词、三字词和四字词等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文章中多用二字词、

三字词和四字词，不但可以使概念表达更为清晰，还可以起到扩充句子成分和延伸句子长度

的作用，从而促使传统的文言文逐步接近白话文。笔者从梁启超著述中抽出的三字词共有

155 个，占抽出词总数的 17.5％。举例如下 ：

爱国心　白种人　保守党　博览会　财政权　财政学　裁判官　裁判所　参政权

常备兵　出口货　大统领　代议士　单行本　独立性　封建制　根据地　工商业

合众国　教科书　进口税　居留地　离心力　脑气筋　欧米人　陪审官　清教徒

上议院　文部省　有力者　原动力　殖民地　植物学　资本家

从梁启超使用的三字词中，可以发现构词方式上的一些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利用类词缀

构词方面。举例如下：

—党　保守党　反对党　改革党　革命党　共和党　急进党　进步党　自由党

—法　间选法　会计法　收税法　征兵法　直选法

—家　理论家　理学家　收藏家　天演家　哲学家　政治家　资本家　宗教家

—界　经济界　文学界　艺术界　哲学界　政治界

—力　繁殖力　国民力　竞争力　离心力　资本力

—权　财政权　参政权　警察权　立法权　司法权　特立权　行政权　选举权

　　　自治权　自由权

—性　别择性　独立性　公共性　建国性　冒险性　忍耐性　永静性

—者　被治者　劳动者　劳力者　统治者　消费者　有力者　执政者　主治者

在清末的汉语书面语中，很少用类词缀的方式构成三字词，即便能找到零星的词例，也

没有形成系统的造词能力。而在明治时期的日语里，这种类词缀的构词方法却十分常见。因

此可以推测，梁启超是在日语构词方式的影响之下，才开始利用类词缀构成三字词的。值得

注意的是，在梁启超的用例中，除了从日语照搬来的三字词之外，还有一些是日语所没有的

三字词，如：天演家、特立权、自由权、别择性、建国性、冒险性、忍耐性、永静性、劳力

者等。这表明梁启超已经在有意识地使用类词缀造词了，他有可能是把类词缀的构词方式引

入汉语的先行者之一。

再来看看梁启超使用的四字词。笔者共抽取到 130 个四字词，占抽出词总数的 14.6％。

四字词中的大多数是梁启超照搬来的日语词，这些词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出版物中经常出现。

另有少部分或是梁启超经手修改的，或是清末汉语中的四字词。日语四字词的构词特点是：

绝大多数都是由两个二字词（或称二字语素）组合而成的 2+2 形式，而且参与构词的两个二

字词一般都可以单独使用（如：地方 + 团体、东洋 + 思想、生存 + 竞争）。只有少数二字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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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单独使用，由它们构成的四字词往往不是日本人的造词（如：代议宪法、代议政体、新陈嬗代、

物竞天择）。举例如下 ：

半自由国　兵役义务　大陆市场　大学教授　代议宪法　代议政体　地方团体

地方自治　东洋思想　独善主义　封建割据　封建时代　高等学校　公民社会

共和政治　国会议员　国民竞争　进化主义　劳动社会　女权革命　三权分离

生存竞争　师范学校　思想言论　同盟罢工　文明进化　物竞天择　新陈嬗代

优胜劣败　政治小说　治外法权　中央集权　中央政府　尊王讨幕

笔者抽出的四字词中还包括：参政之权、自由之权、资本之家、爱国之心、无限之性、

有限之性、自由之性、教科之书、文明之国等一些词。在日语中这些词原本是三字词，梁启

超按照当时汉语的语感添加了“之”字，似乎表明他当时对使用“参政权、自由权、教科书”

一类的三字词还是有所犹豫的。

从梁启超使用的四字词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在日语的影响之下出现的新的构词方式，主

要表现在围绕同一个二字语素进行系列性构词上。例如 ：以“社会”作为表达上位概念的二

字语素，在和其他二字语素组合之后，便可以构成“公民 + 社会、劳动 + 社会、下等 + 社会”

等一系列表达有关“社会”的下位概念。梁启超著述中的其他用例还有 ：

—革命　女权革命　宗教革命　政治革命　资生革命

—竞争　国民竞争　经济竞争　生存竞争　自由竞争

—社会　公民社会　劳动社会　下等社会　下流社会　乡村社会

—时代　封建时代　过渡时代　黑暗时代　石器时代　野蛮时代

—政体　代议政体　共和政体　立宪政体　民主政体　专制政体

—政治　共和政治　贵族政治　合众政治　君主政治　立宪政治　民主政治

　　　　庶民政治

—主义　保守主义　帝国主义　独裁主义　独善主义　公共主义　功利主义

　　　　共和主义　国家主义　兼善主义　进化主义　民主主义　平等主义

　　　　破坏主义　强立主义　社会主义　世界主义　实质主义　庶民主义

　　　　文弱主义　厌世主义　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

传统的汉语四字词缺乏这种成系列的构词方式，应该说，这种构词方式最初是在日语的

影响之下才在汉语里出现的，汉语一旦接触到这种构词方式，便很快形成了独立造词的能力。

梁启超在照搬日语四字词的同时，也比照日语的形式经手修改或自创了一些四字词（例词中

用横线标出者）。四字词的构词稳定性有强有弱，稳定性较弱的往往就解体消失了（如：国民

竞争、经济竞争），而稳定性较强的可以存活至今（如：生存竞争、自由竞争）。对于四字词，

只要有足够的稳定性，并有日方资料作为词源的佐证，就应该视为日语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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