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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在《开国》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中叶以

后的日本和中国，可谓是经历了一系列被列强强制编入

国际社会的过程。①中国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急速地

被编入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当中，而日本也因

为 1853 年的黑船来航事件被迫开国。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之下，东亚各国不得不积极引进西方近代的技艺、文

化、制度等，在翻译的过程中创造了“哲学”、“心理

学”、“归纳”、“演绎”等一大批表达抽象概念的“近代

汉字词”。所谓“近代汉字词”，这里指产生于日本近代

的、由汉字构成的、表达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概念的字音

词。但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何会选择汉字词的形态作

为译词呢？如果仅仅是因为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有着

很高的儒学素养为由，那么作为汉字宗家的中国知识分

子来创造才更为合理。1

事实上，许多表达抽象概念的近代汉字词是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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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其中尤以西周的造

词最具代表性。西周在造词的过程中，虽然对儒学持批

判性态度，但同时也基于“理”创造出了“哲学”、“物

理”、“心理”等重要的近代术语。这些术语不仅扩充了

日语词汇的语义范畴，而且还被汉语所吸纳。其结果，

中日两种语言在表达抽象概念的领域中，形成一系列的

同形词，这些同形词不仅在学术领域被广泛使用，也融

入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本文以西周的《百学连环》为主要研究资料，以儒

学思想的共生为切入点，论证了西周批判性地利用儒学

概念创造近代汉字词的过程，以及这些术语对近代转折

期的学术近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一、明治初期的术语

江户中期，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学已成为幕府的

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兰学也逐渐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

位并获得重视。西周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大放异彩，

由于儒洋兼修，他的思想与幕末明治初期的吉田松阴、

福泽谕吉等人相比，既具有许多共通性，又在与徂徕学

相关联这一点上独具特色。其功绩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就是为日本构建了以哲学为统领的近代学术体系，以及

创造了相当大量的专业术语。特别是在《百学连环》中，

在比较东西学术概念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近代汉字词。

《百学连环》是西周自 1870 年起，在自行创建的私

塾“育英舍”中举办的特别讲座的内容记录，后来被收

录于大久保利谦所编的《西周全集第四卷》中。全书包

含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学科，综合介绍了

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当之无愧是日本近代转

《百学连环》中体现的儒学思想共生意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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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治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为促使日本社会能够系统吸收西方近代的学术思想，创造了许多新的学术用语。

其中，尤其是“哲学”、“心理学”、“感性”、“知性”等都是表达抽象概念的术语，大多是基于儒学概念派生出来的

近代汉字词语。在西周的翻译思想中，处处体现着承袭自徂徕古学的、批判“天人相关说”的思想，特别是切断了

人与自然之间在“理”上的关联性，得以自然地接受西方近代的“心理上之学”与“物理上之学”的学术思想。这

些术语的诞生不仅扩充了日语的汉字词汇，而且被汉语所吸纳，成为汉语词汇。儒学思想的共生意识起到了关键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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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期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巨作。

对比表 1 中所列出的日语、英语以及它们的现代译

词可以明显看出，西周所使用的词汇均与现代社会从中

学到大学的学科名相同或非常相似。对此，铃木修次指

出：“与‘科学’相关的各种术语，从专门科学的名称，

到说明其内容的主要用语，全都是得益于日本社会匠心

打造的‘新汉语’”。②而汉字、儒学的模因有效地推动了

日语近代汉字词融入汉语的进程。

二、近代汉语的形成中儒学所起的作用

（一）源自“理”的“物理”和“心理”

西 周 在《百 学 连 环 》 中 介 绍 西 方 近 代 学 术 时，

引 用 了 大 量 的 儒 学 概 念。 例 如， 针 对“哲 学 ” 和

“Philosophy”的解释中，他提到了“理学”、“穷理学”

等关键词，还举出了周敦颐的观点：“Philosophy……其

意为‘爱贤’，哲学也称“理学”或“穷理学”。……

Philosophy 之内涵，周茂叔释为‘圣希天、贤希圣、士

希 贤 ’， 故 Philosophy 亦 可 译 作‘希 贤 学 ’。”③ 关 于 将

“Philosophy”与“哲学”相对应的理由，西周认为是北

宋儒学者周敦颐主张的“三希”——圣人希求天地之理；

贤人期望成为圣人；士人视贤人为模范——与古希腊哲

学有着不少相似性。具体说来，首先读书人都可称为士

人，修身养性以求学富五车，精进到贤哲的境界后，又

将成为圣人作为更高的要求，孜孜以求只有圣人才能领

悟的“天道”。西周引用了这一观点，可以说他认为将

“Philosophy”译为“哲学”并无大碍，认同前者确实具

有古希腊哲人的“爱智”与儒学者周敦颐的“希贤”两

方面的内涵。然而，实际上“爱智”和“希贤”之间有

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儒学者的一切希求，最终都将落

到如“圣希天”所言的“天道”上，即通过学习来获取

知识、掌握真理，最终成为圣人，达到“天人合一”的

境界，始终都是针对“人性”的修行。西周意欲引进的

西方哲学世界中，哲人对真知的渴望只能与儒者“希

天”的追求相匹敌，只有“圣人”才能与古希腊的“哲

人”相提并论，两者处于同一地位，而“贤人”和“士

人”还称不上是“真知”的追求者，远未达到古希腊对

于“爱智者”的基本要求。如此看来，西周是站在儒学

的视角上对“Philosophy”进行理解和说明的，严格说来

此书并未充分、深入地把握该概念的多重内涵。但是，

我们仍然应该关注到——西周灵活地运用了儒学的概念

作为西方学术概念本地化的媒介，而这一举措也使得日

语译词融入汉语变得没有任何隔阂或障碍。

另外，同属于哲学领域的“致知学 Logic”、“性理学

Psychology”、“理体学 Ontology”、“名教学 Ethics”“政理

家 之 哲 学 Political Philosophy Law”、“佳 趣 学 Aesthetics”

等译词也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烙印。尤其“致知学”和

“名教学”都是出自儒家经典的概念。“致知”一词最早

见于《礼记·大学》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而“格物致知”整体的内涵直至明代王阳明时才

被深入探讨，西周则将“格物学”用作“Physics”的翻

译，即现在的“物理学”。“名教”则是出自《管子·山至

数》的“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於天下”

一句，意为“名声和教化”，后人往往取其教化之意，甚

表1　西周翻译的学科名与其现代译词的比较

《百学连环》中西周翻译的学科名 学科的现代译词

篇 章 节 英語 日语 汉语

普通学

歷史 History 歴史学 历史学

地理学 Geography 地理学 地理学

文章学 Literature 文学 文学

数学 Mathematics 数学 数学

殊別学

心理上学

神理学 Theology 神学 神学

哲学 Philosophy 哲学 哲学

政事学（法学） Politics， Science of Law 政治学、法学 政治学、法学

制産学 Political Economy 経済学 经济学

計誌学 Statistics 統計学 统计学

物理上学

格物学 Physics 物理学 物理学

天文学（星学） Astronomy 天文学 天文学

化学 Chemistry 化学 化学

造化史 Natural History 自然史 自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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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专用于指儒教的礼法和观念。西周选择“名教”为

“Ethics”译词的理由是：“此名教学与汉之儒学大同小

异”④，即主张名教学和儒学之间存在不少类似性，具

体表现为“孔子之道，论及夫妇、父子、君臣。西洋则

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乃居最末”⑤，这与孟子提

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

幼有序，朋友有信”相对照来看，人伦的主体趋于一致，

即“大同小异”中的“大同”。而说到“小异”，西周认

为是落在男女地位差异这一点上：“孔子之道，男尊女

卑。……无一夫一妇之定规，又有纳妾婢之事，故虽称

配偶，实则非也。西洋之配偶，……夫妇相匹敌，未敢

使女卑，定一夫一妇，亦不纳妾婢。……夫在上，而妇

仅次之。”⑥众所周知，儒学始终贯彻着“男尊女卑”的

落后观念，而名教学则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西

周认为，当一夫多妻成为常见的社会风俗时，一旦夫妇

关系不稳定，则会陷入“闺门如朝廷”⑦的境地，更严

重的情况下不仅会使整个家族陷入混乱之中，甚至可能

会威胁国家的正常运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实际

上在历史的长河里，外戚——即权力阶级的妻子或其亲

属——篡夺政权导致朝局动荡的例子层出不穷，最典型

的就是在中日两国人民口中代代相传的“三大恶女”，也

就是中国的吕雉、武则天、慈禧，以及日本的北条政子、

日野富子、淀殿。在此问题上，西周即便儒学素养极高，

但毫无批判女性掌握权力的意图，并且结合《百学连

环》后文所论“政事学（法学）”的内容上看，倒不如说

他是不论性别地支持赋予全体国民平等的参政权的态度。

和大多数藩一样，西周出身的津和野藩也奉朱子

学（理学）为藩学，因此直到十七岁偶然接触到荻生徂

徕的学说，方才意识到将人性之理与自然之理视为相同

的“理”是相当不严谨的。西周写道：“学有 Intellectual

（心 理 上 的 ）Science 及 Physics（物 理 上 的 ）Science 二

类 之 分， 此 心 理 上 之 学 古 来 欧 罗 巴 中 未 有 定 说， 有

mental（心理学）、moral（礼义学）、spiritual（精神学）、

metaphysical（物理外之学）等，诸说纷纭。心——理

物——理二者，譬如今有敌而战，论其实力强弱或铳砲

器械为物理，论其计策方略则为心理。”⑧对于催生出这

样全新认识的理由，张厚泉指出：“在批判儒学的‘天人

相关说’方面，西周的论述与荻生徂徕有着共通性。正

因为承袭了徂徕古学的观点，西周才能将近代西方的抽

象概念以汉语的形式创造出来。”换言之，正因为西周继

承了徂徕的观点，否定了“人性”与“天理”的相关性，

所以在思想层面上有效帮助了他顺利吸收西方近代学术

思想。

（二）“权”与“义”

西周在法学方面的建树也不容忽视。从荷兰留学归

来后，自 1866 年正月开始的一年左右时间，他将恩师韦

斯林（Simon Vissering）教授的讲义录中有关国际法的

部分成功译作了《万国公法》，其内容也纳入了《百学

连环》的学术体系中，安放在了“万国公法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中的“政事学（法学）”章节内。需要注意

的是，在西周的日语译本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美国

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将亨

利·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题为《万国公法》的中文译本。

虽然两者题目相同，但两者内容迥异。

如上所述，《百学连环》中论及法学的内容是在“政

事 学（法 学 ）Politics，Science of Law” 的 章 节 中。 从

标题可以得知，当时的法学与政治学指代的是同一事

物。从记述内容来看，西周已经充分理解了西方法律的

基础——公私有别。从前，“公”一般指的是“国”或

“某个组织或机构”。然而，在近代民主制度确立之前，

“国”本身就是君主的所有物，事实上成了“公”非公，

实亦“私”，陷入了名不副实的窘境，这是当时中日法律

体系中共有的、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而西周对于君主

权力由来的说明，则采用了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

约论”——即“公权力源自人民让君主代行运营国家的

权力”⑨，如此一来，“公”确为公，名正言顺，一切法

律的制定必须遵循“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基本原则。

然后关于私权，西周分为“人身上之权”和“物件

上之权”两类来讨论：“人身之权包含国民之权以及自主

之权。……有国民之权则有自主之权……他人不得擅自

措之。物件之权即 Property 所有权。所有权，即凡既得之

物，则己有全权，可自由处置，他人莫能干预。”⑩即阐

明了“人权”和“所有权”的基本原理。虽然他将“权

力”和“权利”都译成“权”，但从行文表述上已有明确

的区分。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日本，无疑是最前沿的，西

周的论述可以称作是日本在法学领域步入近代化的象征。

三、结语

以西周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通过自身努力，不

仅成功地将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概念系统地移植到了日本，

而且还通过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以及晚清的启蒙思想家

积极促成的各项启蒙活动，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莫大的

影响。特别是近代汉字词的出现，不仅扩大了日语的词

义范畴，使得汉字词的数量超过了日本固有的大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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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术语，通过郭嵩焘、梁启超、严

复等晚清外交官兼启蒙思想家，以公文、翻译等形式广

泛地融入汉语的语境当中，导致出现众多的学术术语同

形词的现象。中日两国在近代之所以能建立起这种紧密

的同形词的联系，应该归功于以儒学为根基新造的近代

汉字词上。放眼当下，近代汉字词已经作为通用词汇，

不仅完全融入进中日两国的学术界，也成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常用词语，充分体现了儒学思想在近代汉字

词形成过程中思想之于语言的共生作用。

注释：

①丸山真男《開国》，收录于日高六郎编《現代日本

思想大系 34 近代主義》第 282 页。

②《厳復の訳語と日本の「新漢語」》第 42 页。

③《西周全集（第四卷）》第 145-146 页。

④同书第 159-161 页。

⑤同书第 161 页。

⑥同上。

⑦同上。

⑧同书第 69 页。

⑨同书第 213 页。

⑩同书第 209 页。

同书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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