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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内容概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是讨论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著作，但著者
把语词的问题放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留日热潮⋯⋯历史的
潮涌与新词译词的诞生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历史学可以通过时代关键词的形成透视出近代的脉动；词
汇学亦可从近代新知识在欧中日三方的环流中把握概念的引介和语词借贷的关系，并进而审视“新国
语”形成的历史。大处着眼，细处着笔，此书之胜人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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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国威 1 978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 979年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毕业后在北
京语言学院工作。1985年10月赴日留学，先后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现任
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中日词汇比较研究、对外汉
语词汇教学。著有《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编著有《新尔雅及其词汇》、《六合丛谈——附解题、
索引》、《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等。主编同仁杂志《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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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绪论
第一章　新词研究与近代新词
第二章　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
第三章　近代新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二　新词创造编
引言：汉文与汉字的悖论
第一章 日本的近代汉字新词创制
第二章　来华传教士的译词创造——西方新概念的移入
第三章　严复的译名与新国语的呼唤
三　语言接触编
引言：中H的语言接触
第一章　中国人遇到日本语
第二章 近代新知识的容受与日本途径——西学从东方来
第三章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之反应
四　词汇交流编
第一章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日语借词：以《刑法志》为中心
第二章　古城贞吉与《时务报》的“东文报译”
第三章　《辞源》与日语借词
第四章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916(官话)及其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
五　词源考证编
第一章　“热带”：从耶稣会士到新教传教士
第二章　“陪审”：近代西方新概念的词汇化
第三章　“化学”：新译名的诞生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事项索引
书名索引
人名索引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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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新词的研究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日本的情况一样，近代新词
的研究可以从近代词汇史、以近代关键词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概念史、包括各学科史在内的自然科学史
等三个视角进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阶段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日本的深度和广度。　　与
日本的情况相似，在中国，人文科学领域及自然科学史领域的研究常常走在语言研究的前面。从本书
卷末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就可以了解到这一事实。成果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史、近代思想
史、印刷出版文化史，以及有关西学东渐的研究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建立史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
，如德国爱兰根大学的概念史研究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的近代思想史关键词研究计划等通过关键词的
形成过程来审视中国乃至亚洲的“近代”的研究，利用语料库进行的研究都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与上述的研究相比，语言词汇领域的研究明显地落后了。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曾出版《
词库建设通讯》，也大大地推动了新词与外来词的研究。但是随着该杂志停刊，学者们也失去了一个
讨论近代新词问题的平台。现在，全国性的汉语研究杂志上关于近代新词译词的词源考证以及近代词
汇体系形成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种落后带来了以下一些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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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这还只完成了一半，任何新词译词都需要语言社会的认同。
本书著者以崭新的视角，用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考证，为我们再现了汉字文化圈内近代新词译词的创
制、交流、容受、定型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性的内涵。其事
也难，其功也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熊月之　　本书是讨论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著作
，但著者把语词的问题放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留日热潮⋯
⋯历史的潮涌与新词译词的诞生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历史学可以通过时代关键词的形成透视出近代的
脉动：词汇学亦可从近代新知识在欧中日三方的环流中把握概念的引介和语词借贷的关系，并进而审
视“新国语”形成的历史。大处着眼，细处着笔，此书之胜人处也。　　——复旦大学教授 周振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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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可惜我对历史是在没兴趣。要不是要写读书报告，我才不看那么认真呢
2、副标题“容受”一词来自日语，不知道是否作者有意为之。有不少新材料，在隔壁二狗家做研究
就是看材料方便呀。很扎实的词汇学著作。
3、日本途径。
4、这书写得很像文史研究院的讲座稿汇编。
5、不管是学日语的学中文的还是学历史的其实都有必要看看的绝品
6、将来有时间了一定重读一次，好好消化。沈国威写出这样一本扎实的书，令人佩服。早年中国人
到日本后对日语中的汉字词连蒙带猜，那情景确实可爱。严复的问题，其实是个到今天也没有解决的
老问题。今天日本大量使用拟音词来翻译英文，反而造成了学术界的惰性，在我看来甚至不如早年的
兰学家。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有后发优势。
7、扎实的要跪了o_O本科毕业论文做概念史的我要哭了，也要笑了。谢谢沈先生!!!!!!
8、语词的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其实应该是对你有用的书。
9、网上常见的两种说法“现代汉语中70%为日语借词”以及“那些都是中国本来的词”都有偏颇之处
，此书可正本清源
10、定价贵得离谱，纸质差得出奇。内容比较一般，相对Masini的研究而言，超越之处寥寥（从另一
个层面来讲，Masini的研究已经足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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