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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语义学(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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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近代以降#以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遭遇了一场古今转换,中西互动相交织的大变局-

近代新名词,新术语的生成与演变则是这一大变局的产物与表征$关于近代新名词,新术

语生成的研究#长期受到多国学者的关注#迄今成果丰硕$其中#术语的语义学研究与历

史学,文化学研究的融会#虽已为部分学者所注意#但深度结合仍显不足$鉴于此#我们提

出并尝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历史文化语义学($其主旨是%在古今转换,东西交会的

时空坐标上展开研究#不仅对诸多汉字新语的生成,演变寻流讨源#而且透过语义的窗口#

观照语义变迁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展现中国近代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历史文化

状貌$

人类被称为'语言动物(#语言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及

文化脱不开干系$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又

最为深厚$'语义学(是研究词语意义的学问#我国传统称之为'训诂学($用通俗的话解

释词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清儒将这门解释古书中词语意义的学问发

挥到极致$我们今天研习的'语义学(#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又赋予

现代语用性与思辨性#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其探讨领域更为深广#包括语音与意

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则等等都在其研讨范围内$

而这种研究既然与意义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因为'意义(深藏在历史

与文化之中$'历史文化语义学(试图从历史的纵深度和世界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

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陈寅恪先生'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

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我们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

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

景#故这种考辨将展开婀娜多姿的文化史$这一艰巨而饶有兴味的工作#显然需要多学科

的学者联手共进#相得益彰#决非仅属某一单科的禁域$

语言三要素中#语义与历史进程联系最密切#因而最富于变异性$语义的与时偕变#

在近现代这个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和繁复$人类社会从中古走向近现代#经历着

一个从农本到重商,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伴随世界统一市场及世界文化的逐步形

成#各民族,各国度之间交往!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有着空

前规模的展开$这种交往的主要动力源#曾经是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欧,北美!合称西

方"$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

西方精神传播全球$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词汇#特别是作为近代

诸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

方民族与国家对此作出既拒且迎的双重反应$汉语汉文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

的语文#在迎受西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闭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

在收,蓄间又呈现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译述方式而言#不仅有音译!'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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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乔亚(之类"#还更多地采用意译!与前引音译词对应的意译为'伦理学,资产阶级("$音译不会引

起词义错位#却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注入-意译则借助汉字的表意

性#由词形透露词意!所谓'望文生义("#为熟悉汉字文化的人们所乐于采用$意译方式除创制新词!如

哲学,美术,体育等"对译外来词外#更多地是以汉字古典词!如革命,共和,科学,封建等"作为'格义(工

具#通过借用并引申古典语义#表述外来概念#这就将渊深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今用译词#同时也导

致异文化交接间的矛盾#构成复杂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概念纠结问题$

在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组成的汉字文化圈!朝,越文字近代改革后已脱离汉字文化圈"#词

语的跨文化旅行古已有之#主潮是从文化高势位输往文化低势位#如古代中国语汇曾大量进入日本-至

近代#词语的跨文化旅行方向逆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译述西学有成#大批日制汉字词涌入中国#若干新

概念主要沿着'西!日!中(走势传递$这种概念的对接与转换#颇有成功之作#恩惠后人多矣-但在对

接时如果忽略了异语文在背景,内容及表达方式上的差别#轻率类比,妄加附会#也可能留下败笔#贻误

广远!'封建(的滥用即为一例"$诸如此类纷繁多致的语文演绎状态及其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正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所要着力研讨的对象$

!"

世纪
."S/"

年代#原籍巴勒斯坦,长期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 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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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学*!王宇根中译本#

#---

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中译本#

!""#

年台

湾立绪公司出版"等论著中#提出'后殖民话语(问题#并在这一框架内探讨思想及词汇的'旅行理论($

作为生活在西方的东方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思想及词汇的'跨文化旅行(有着敏锐的感受#他在)世界#

文本#批评*中将这种'旅行(分为四阶段%

一,出发点#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进入话语-

二,通过各种语境压力#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新的重要性-

三,在那里遇到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使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

四,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由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空位置所改变$

近代术语在从原产地!欧美",中介地!中国或日本"到受容地!日本或中国"的漫长周游中#也经历着

类似赛义德所说的'思想及语言旅行(的几个阶段#在中介地和受容地遭遇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获得

'新的重要性(和'新的用法(#成为汉字文化圈词汇的新成员#故被称之'新学语(!简称'新语("$王国

维
#-"7

年曾将'新语之输入(称之近代最显著的文化现象#认为'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

百年过去#王先生高度肯认的'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减#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

资本,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

分子(等许多关键词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

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

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

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并非单线直进"历程$'历史文化语义学(正从这里展开

其曲折有致,绚烂多彩的英姿$

'历史文化语义学(不仅标志着近代新名词,新术语研究的提升#使之超越单纯语学局限#延展至文

化史,思想史层面#而且标志着'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的到来$它将彰显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及

近代文化的'中国元素(#使人们认识到%所谓西学东渐并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实则中
S

西
S

日文化

互动的结果-那种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全然陷入'西方话语霸权(之下的'失语症(的判断并不

符合历史实际$而昭示古今演绎,中外涵化的正途#为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则是'历

史文化语义学(的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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