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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同形词“学会”的语义演变①

朱棠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近代中日语言中诞生了大量表达西方近代新概念和新事物的词汇，其中术语词汇的出现是该时期的重要特
点。文章利用中日词典、英华华英辞典、英和和英词典及报刊数据库分别对汉日语中的“学会”进行了词源考证、词义考

察。考察结果显示，“学会”先在汉语中产生，但它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最早出现在日本明治初期的文献中，且日本

率先在１９世纪末完成了英和对译。“学术团体”之意在１９世纪末自日本传播至中国，但并未得到普及。从民国时期开
始，随着现代专业性学会组织的相继成立，现代意义的“学会”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最终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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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各类学科研究的需
要，各种学会林立。《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

“现汉”）指出，学会①是“由研究某一学科的人组

成的学术团体，如物理学会，生物学会等”②。日

本《大辞林》中将其释义为“研究同一学问的学者

为加强研究合作与交流，交换智识、信息等而成立

的团体”③。从以上释义来看，这种团体具有专业

性、学术性和交流性等特点。新、旧版《辞源》中

均未收录该词。《汉语大词典》中虽有收录，但意

义与《现汉》基本一致。１９５８年由高名凯、刘正聑
编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没有收录该词。

同年，《中国语文》上的《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

词汇》一文中亦没有提及“学会”。除此之外，《日

译学术名词沿革》（１９３５）、《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的
鳞爪———日语外来词的收集和辨认问题商榷》

（１９７７）中也没有收录“学会”。直到 １９８４年《汉
语外来词词典》的出版，高名凯等增补了“学会”

属于日源词的内容。但是，之后的中日词汇类研

究论著中，也仍然同样存在以上两种情况。在近

代中日词汇交流史上，“学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

存在呢？笔者试从中日“学会”的成词、词义发

展、译词创制、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的角度，对它

的历程加以梳理。

一　汉语中的“学会”研究
（一）汉语中“学会”成词与词义发展

《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是目前作为列举古

代书证的重要词典，为我们查找古汉语的出典提

供了很大的便利，但仍然存在一定疏漏。“学会”

就是例证之一。

１．古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学会”并非上述两大词

典所言，不存在于古汉语中。如元代胡炳文的

《云峰集》中就有如下记载（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以下同 ）：

“请开学会启

乡有庠，家有塾，时当师范之尊；鸟能弄，花能

言，明日又春光之半。”

胡炳文是元代著名儒家学者、教育家，曾大力

兴办教育，传承朱子之理学。他曾出资和他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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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办了明经书院并担任山长①。该书院用于兴

办义学，“输其岁入，以养师弟子”。文例中的

“庠”和“塾”均为古代的学校形式，因此可推测，

此时的“学会”是当时士人学子们学习的地方。

又如明代曹于汴《仰节堂集》中的“竔社之乡，旧

游之处，学会并起，南北应求，讵不可愉快哉”。

还有明代冯从吾《少墟集》中的“余自戊戌卧病闭

关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学会，感而赋此”等②。

吕妙芳认为：“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

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

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

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

活动等。”③陈时龙在《论明代讲会的规模》中亦指

出，以讲学为目的的集会，在明人的笔下或称“学

会”，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出现是始于明

代④。由此可见，“学会”一词不仅存在于古汉语

中，而且学会的存在形式多样。古代学会不论形

式如何，但其所涉及的内容无外乎“专讲古书、经

史、道德、伦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事”等，偏重德育的培养⑤。这种意义的“学会”，

本文暂且统一称之为“古代意义的‘学会’”。

２．近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虽然上述两大书证词典中仅《汉语大词典》

例举了“学会”的现代意义，但从如上证实的古代

意义到现代意义，肯定存在承“古”启“今”的近代

意义。“近代中国学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

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其内涵有别于传统中国的

‘党’‘会’‘社’，又较现代高度专业性的‘学会’

的概念广泛，具有鲜明的过渡特征。”⑥鸦片战争、

甲午战争的战败让近代中国千疮百孔、满目苍夷，

民族危机严重。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

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危机意识成为社会的

一种普遍意识，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民族认

同感的激昂的救亡图存精神。这种近代民族主义

思想的高涨，为戊戌年间学会林立现象的产生提

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⑦。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

所以期间成立的学会大都是希冀通过学会开风

气、拓智识，从而达到自强、救国、图存的目标。这

种学会从本质上已经有别于上述古代意义的学

会，本文暂且将其称之为“近代意义的‘学

会’”⑧。

实际上，在戊戌学会林立之前，这种近代意义

的“学会”已经出现了⑨。如 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在
《变法通议》中有“论学会”章节，第一次从理论上

论证了建立学会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根据中

国的国情，借鉴西方学会的经验，提出了一套在中

国设置学会的具体办法，其中不乏切实可行之处，

为近代中国学会的建立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外，１８９６年的《时务报》中亦有如下内容：“语以
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

恐导标榜之习也”“公司屡创而屡蹶，商会虽有而

如无。至若学会工会，则尤未有见端”“泰西各种

学问，皆有学会。盖以讲学之人多，故学会可遍设

也”瑏瑠等等。这种学会是近代中国处于转型中之

读书人（士绅）集结而成的、以讲学为主的一种团

体性组织。这种讲学主要以综合性知识为主，以

“开风气、启民智、群心智”为目的。与古代意义

的‘学会’相比，这种近代意义的‘学会’已经融合

了近代西方政治、科学等多种因素。

与此同时，《时务报》中也出现了以近代学科

为基础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的“学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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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意义的学会组织所注重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如中国主要偏重综合性知识的讲学，日本则倾向某一方面。对此本文暂

以“近代意义的‘学会’”命名，之后的“学术团体”意义则以“现代意义的‘学会’”命名。

从１９世纪初开始就有由传教士在中国创设的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学会组织，如益智会（１８３４）、马礼逊教育会（１８３６）、皇家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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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词的研究限定，这些均不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分别来自《时务报》１８９６年９月２１日、１０月２１日和１１月１日的内容。强学报·时务报编辑部：《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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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学会演说”“本馆主笔朝北奈君前往俄国，

顷回国于经济学会，演说所见……”等①。其中的

“理财学会”主要专注于财政方面的研究②。“经

济学会”源自《轕国经济学会的币制调查》，该文

主要传递了币制改良研究论说、纸币与金币的兑

换和流通、纸币对经济、贸易等方面影响的信

息③。由此可见，文例“理财学会”和“经济学会”

是以依据近代学术分科，即以“财政”“经济”为两

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团队，这种团队是现代相关学

会的早期形式。此时的“学会”一词已经不再是

前述古代、近代层面的“学会”意义，而是已经开

始迈向了现代“学术团队”的意义。

（二）汉外词典中“学会”译词的创制与发展

近代是汉外译词创制的重要时期。汉外词典

是反映、传播译词的重要工具，它的发展经历了一

个曲折的过程。１６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因
为传教的需要曾筹划编纂汉外词典，并为此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即是一

本音韵工具书。但是，耶稣会士仅仅留下了几部

手稿，他们计划的汉外词典终于没能正式刊

行。”④１８世纪初，由于清王朝的严厉禁教锁国，导
致西学的传播断绝了百余年。直到１９世纪新传
教士马礼逊来华，才开创了汉外词典编撰出版的

先河。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以传教士为

主体的各种汉外双语词典大量出版，蔚为壮观”。

除传教士外，中国人自己也为汉外词典的编撰做

出了努力。如邝其照的《字典集成》在１８６８年得
以刊行，接着在 １８７５年和 １８８７年刊行了第二版
和第三版。接着，莫若濂的《达辞》（１８９８）、颜惠
庆的《英华大辞典》（１９０８）、商务书馆的《英华新
字典》（１９１３）等等亦相继问世。接下来，笔者将
通过典型汉外词典，追寻“学会”英语译词的创

制、发展情况。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将 １８１５年至
１９１９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汉外字典收集，并制
作了《英华字典资料库》⑤。笔者先调查了该数据

库中的“学会”译词情况。据调查结果可知，“学

会”的英语译词最早出现在颜惠庆的《英华大辞

典》中。该辞典中共出现了“ａｃａｄｅｍｙ”“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和“ｓｃｈｏｏｌ－ｂｏａｒｄ”四个对译词。接着，商
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也出现了与
“学会”的对译。很明显，“学会”也只是以上译词

的义项之一。在该数据库中反查上述单词，发现

“ａｃａｄｅｍｙ”“ｓｃｈｏｏｌ”在马礼逊的《英华辞典》
（１８２２）中就已出现。但是，在颜氏辞典面世前，
这些英语词的释义都与“学堂、学校”相关。直到

１９０８年２月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的出现，“ａｃａｄ
ｅｍｙ”才有了“学会”义项。“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一词首次出
现在麦都思的《英华字典》（１８４７－４８）中，表示
“定规、箴规、书院”之意。直到商务书馆《英华新

字典》（１９１３）的出现，“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才有了“学会”义
项。在近代词典中占重要地位的赫美玲《官话》

中虽然收录了“ａｃａｄｅｍ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词条，但都没
有“学会”的义项。除本数据库外，笔者就以上出

现的译词继续查阅了１９世纪末及２０世纪初其他
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汉外词典。但遗憾的是，以上

词典中的这些词都没有与“学会”对译。进入 ２０
世纪后，相关对译才陆续出现。如《英汉双解韦

氏大学字典》（１９２３）、《综合英汉大辞典》
（１９２８）、《英汉对照百科名汇》（１９３１）等辞典中均
出现了英汉对译的情况。但是，“学会”的英语对

译主要体现在“ａｃａｄｅｍｙ”一词上，且“ａｃａｄｅｍｙ”和
“学会”的对译一直沿用至今。

二　日语中的“学会”研究
（一）日语中“学会”成词与词义发展

《日本国语大辞典》（以下简称《日国》）和

《大汉和词典》（以下简称“大汉和”）是列举古日

语书证的重要辞书，两者均收录了“学会”。但

是，《大汉和》中只是指出了作为动词形式的“学

会”意义及作为名词时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

义，且没有列举任何佐证例文。

１．古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根据《日国》的记载，日语中的“学会”一词最

早出现在１８２６年的《舆地志略》⑥中，即“１６４５年
（正保２年），学师歇鲁刺密纳建立的学会作为国
王的究理学会”，其中“学会”被释义为“学术研究

０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分
+

来自《时务报》１８９７年５月２１月和１８９８年闰３月２１日的内容。强学报·时务报编辑部：《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年版。

森下澄男：《
,

修学校の“理财科讲义”および“
,

修学校理财学会”について》，《
,

修商学论集》１９７７年第２３期。
《轕国

-.

学会ノ币制调查》，《国家学会杂?》１８９７第１２０期。
沈国威：《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

/

西大学出版部２０１１年版，第２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另注。）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资料库》，最终确认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１。
《舆地志略》是青地林宗（１７７５－１８３３）的译书。青地氏兼通汉学和兰学，１８２２年受幕府招聘，担任天文台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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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后面还标注了音译词“アカデミ
0

”①。

《舆地志略》是当时的译员青地林宗将荷兰人赫

伦姆鲁斯（ＥｒｕｎｓｔｗｉｌｌｅｍＧｒａｍｅｒｕｓ）的《Ａｌｇｅｍｅｅ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ｏｆｂｅｓｃｈｒｙｖｉｎｇｄｅｓｇｅｈｅｅｌｅｎａａｒｄｙｋｓ》
（《一般地理学》１７６９年刊行）翻译而成②。“学
会”一词出现在该书“谙厄利亚”（英格兰，译自拉

丁语）的“学馆”部分。该文例中的“学会”虽然被

《日国》释义为非常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机

构”，并和“アカデミ
0

”对应起来，但从青地林宗

翻译的“学馆”部分内容来看，此时的“学会”主要

还是一种学习场所。因而与现代的“学术研究机

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除此之外，该书还介绍

了该“学会”的模式、规模等，如“上师一名、副师

二十名、学曹百七十名”。从其模式、规模来看，

英格兰当年的“学会”亦是讲学教育机构，这与中

国古代的学会形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该

“学会”明确规定，“与其它周边国家的学师合作，

精研理学，将新成果著书公布。它是欧洲的名誉

学会……”③。此时的“学会”除了古代层面的意

义外，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包含了“学

会”的近代意义。不管怎样，《舆地志略》中有关

“学会”的介绍，对日本近代学会的形成和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２．近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日语中的“学会”除了上述意义外，在近代文

献中还出现了另外两层含义，即“互相学习的组

织———研修会”④和“为促进学者研究，加强学者

联络的专门研究团体”。“学会”的“研修会”释义

最初出现在森有礼的《日本教育策》（１８７４－７５）
中，即“本国教师自发结成学会，以广教师见闻”。

而学者间的专门研究团体，即“学术团体”已经是

现代“学会”的释义。根据《日国》的记载，这种释

义的“学会”例证最早出自森鸥外的《日本医学

论》（１８８９）中，即“日本医学会的会员刚开始并没

有德国学会会员那种资格”。但是，正如佐藤亨

所指出的那样：“要说《日本国语大辞典》是一本

现代水准最高的辞典，也毫不夸张。然而，如果说

辞典是‘词鉴’的话，那么词语的出处便变得尤为

重要，可以说这也是辞典的生命所在。”⑤佐藤氏

本人在他自己所著的《近代语的成立》中亦为《日

国》某些词条的书证进行了一定的修补。笔者所

调查的“学术团体”这一现代意义“学会”的最早

例证也存在同样的不足。如《改订增补明治事物

起原》中收录的现代意义之“学会”就比《日国》中

的例证提早了十余年，即“石川千代松氏指出，

‘学会始于明治１１年（１８７８）的生物学会’”⑥。
（二）日外词典中“学会”译词的创制与发展

在近代日本，同样完成了“学会”英语译词的

创制。但是，在讨论日语的英语译词时，兰和字典

是不容忽视的存在。１７４０年，在德川幕府将军的
命令下，日本本草学家、医生野吕元丈和儒学家青

木昆阳开始学习荷兰语。他们试图通过荷兰的书

籍了解世界大势，吸收西方的新知识。野吕根据

兰书撰述的《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１７４１）、
《阿兰陀本草和解》（１７４１－１７５０）和青木撰述的
《和兰文字略考》（１７４６前后），开启了日本兰学
之滥觞。但日本第一部真正的荷兰书翻译著作是

１７７４年的《解体新书》，这在日本学术史上是一个
划时代的大事件⑦。随着兰学的勃兴，兰和词典

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于是，兰和词典的编撰提上

了日程。大?玄泽门下的稻村三伯等人于 １７９６
年完成了日本最初的兰和词典———《波留麻和

解》的 编 撰。《波 留 麻 和 吕》中 收 录 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释义为“学校”。之后，又有了《译
键》（１８１０）的刊行，其中的词条和释义均和《波留
麻和吕》一致。但是，稍后面世的《道布法尔马》

（１８１６）中却无相关记载。时隔四十余年后的《和

１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编集委员会：《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８０页。（后文出自该辞典的引文，不再另注。）
1

藤毅：《明治のことば
2

东から西への架け桥》，讲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９２页。
国书刊行会：《文明源流丛书（第１卷）》，泰山社１９４０年版，第３８０页。该书《舆地志略》内容中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原文如下：“学

馆　甘答貌律入亚、屋吉斯福尔度の两大学校の外、国中彼此に学馆许多あり、龙动に圣宝?殿の学馆、物斯的
3

の学馆の如し、千六百

四十五年、正保二年、学师歇鲁刺密纳の建る学会は国王の究理学会とし、上师一员、副师二十员、学曹百七十员を定め、他诸邦の学师

と相结で、互に通じ理学を研精し、新たに
4

挥する所は书に著し、天下に公にす、
5

に欧罗巴中名誉の学会とす…”。文中的“学馆”

“学会”“学校”“学师”“上师”“副师”“学曹”“理学”等词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从青地林宗自身所具有的汉学素养亦可推测，文中的

“学会”一词是青地氏借自古汉语中的“学会”。

这种“研修会、学习会”的形式在现代中日两国亦大量存在，但鲜以“学会”冠名，本文暂不将其列为具体考察对象。

佐藤亨：《近代语の成立》，
6

枫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９８页。　
石井研堂：《改订

7

补明治事物起原》，春阳堂１９４４版，第４６１页。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９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不再

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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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字汇》（１８５８）中收录的是“ａｃａｄｅｍｉｃ”，释义为
“大学校”。

１８０８年的 Ｐｈａｅｔｏｎ号事件①后，局势发生变
化。幕府命令荷兰语通词②学习英语，编撰英和

辞典。日本第一部英和辞典《谙厄利亚语林大

成》（１８１４）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完成了。该词典
中收录了“ａｃａｄｅｍｙ”一词，释义为“学校”，且有旁
注假名“がくもんじょ”，即“学问所”。日本正式

刊行的第一本英和辞书———《英和对译袖珍辞

书》（１８６２）中“ａｃａｄｅｍｙ”的词义则收录了“学校、
大学校、马术练习场”。《和英语林集成》（１８６７）
将其释义为“学堂”。除了“马术练习场”义项外，

之后的和英词典沿用了以上的其他释义。到了

《附音插图英和字汇》（１８７３），其释义开始细分为
“中学校，专门学校”。之后的辞典中又逐渐增加

了“学士会”“学术研究会”等意义。虽然 “ａｃａｄｅ
ｍｙ”的词义不断得到充实与细化，但直到１８９４年
《英和新辞林》的出现，才有了“学会”的对应义

项。该辞典中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ｃｈｏｏｌ”也首次和“学
会”对译。继《英和新辞林》后的诸如《英和字典》

（１８９７）、《新英和词典》（１９０１）、《新译英和辞典》
（１９０２）等等均出现了“学会”对应的英语译词。
但是，经笔者考察，以上译词中的“ａｃａｄｅｍｙ”与
“学会”的对译最为稳定、持续。

三　近代中日“学会”词义的发展轨迹
及交流

报刊是近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对外

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词汇交流的重要途径。

近代中日都创办的大量报刊，使各方信息有效地

做到了互通有无。笔者拟通过对近代中日典型报

刊中的“学会”一词进行考察，探讨中日“学会”

近、现代意义的发展轨迹及交流情况。

（一）近代中国报刊中“学会”词义的发展

轨迹

如前所述，中国进入近代后，“学会”意义在

适应社会需求的形势下，通过近代中国转型之中

的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与支持，逐渐转为近代意

义的“学会”。《申报》（１８７２年 ４月 ３０日～１９４９
年５月２７日）原名《申江新报》，历时７７年，它见
证、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各类研究的重要参考史

料。《申报》中的“学会”包括哪些含义，现代意义

的“学会”在何时、什么情况下出现等问题，笔者

试通过对《申报》数据库中“新闻库”的典型例文

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后进行把握③。

例（１）：时事报云……十九日有斯
文学会、地学协会诸士，延请公使并高岛

军少将、仁礼海军少将等，在靖国神社

内设宴款待。（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例（２）：是以仿泰西学会之法，设会

于上海。拟择西法之有益于华人者，或

自著新书，或转译新说。（１８９５年４月１
日）

例（３）：此外更有明证，则一○○一
年之万国物理学会是也。此会订定以

ＣＧＳ为万国通行之制，此制即法国之尺
制也。（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６日）

例（４）：十一日伦敦电云：英国藩部
大臣克

!

伯爵已派著名格物家二十一

人，由克洛末贵族领袖组织昆虫学会，研

究斐洲热带昆虫传布于人畜植物之病

理。（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８日）
例（１）“斯文学会”中的“学会”是《申报》中最

早出现的“学会”词例。“斯文”指孔孟之学。１８８０
年２月２６日刊登在《朝野新闻》中的《斯文学会开
设告文》中指出：“受古代中国道德仁义之说，制度

典章之仪的影响，日本文物具备，风俗醇厚，国号初

始……大正维新之后，世风骤变。人人竞学欧美之

学，户户争诵英法之书，以争相向文明之域迈进。

而汉学者不达时务，妄自尊大……青衿子弟，渐失

存养，奔竞成风。礼仪、廉耻之学遭贬，实践、经国

之文遭弃……今创设斯文学会，以集思广益，振兴

斯文，匡济时弊。……”④接着，在《附告》明确规定

了有关会期（每年大会一次，每月小会数次）、学习

内容及目的（专修汉学，兼修欧美之学。教育子弟，

培养英才，增进资力）、会员制度（缴纳会费）及其

他事项（会刊刊行，会费收支办法等）。另根据《斯

文学会规定》来看，该学会大事分为学校、演讲和著

撰三大部分，即学校授课，定期讲演，编撰会员诗

文，刊载于《斯文一斑》。同时，将学会的讲演笔

２７１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０８年８月１５日英国军舰Ｐｈａｅｔｏｎ号闯入长崎港事件。
江户幕府时期官方翻译人员。

以下例文来自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申报》数据库，最终确认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１。
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学问と知识人》，岩波书店１９９６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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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文集、学会报告书、杂记等刊登在《斯文学会杂

志》上①。从以上告文、附告及规定来看，斯文学会

已经与古代的“学会”的形式、内容等均有所区别，

本文暂将其归为近代学会组织形式，该处的“学

会”则为近代意义。

例（２）中“学会”处于清末西学初渐，学会新
兴时期。此时中国的学会或为开明官绅的组合，

或为政治活动机关，或为趋时标榜为目的。但因

“科学基础薄弱，加之几千年来的血缘与地缘观

念根深蒂固，民族危难又迫在眉睫，在此种文化背

景与时代氛围下兴起的学会，其血缘性与地缘性

一时难以完全消泯”。由此可以推测，例（２）中
“学会”是讲求近代各类知识以拓智识、图富强为

目标的组织。由于清末“近代中国学科门类处于

刚刚引入过程中，学术分科尚未定型，从事专门学

科研究之学者较少，客观上不具备成立专门学会

之条件。故当时有影响之学会均为综合性学

会”②。这种学会组织有别于传统的“学会”，是近

代中国发展的产物，因而“学会”一词归属于近代

意义。

例（３）“万国物理学会”和例（４）“昆虫学会”
是依据近代物理学、昆虫学两门学科设立的组织，

这种组织主要对其领域进行具体的研究与探讨。

这种组织的研究已具前述“学术团体”的特点。

与现代“学会”含义比较而言，由于时代发展环境

的限制，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现代学会属性，可归于现代学会的早期

阶段。其中“学会”意义已经迈进了现代词义。

通过对《申报》“学会”调查后发现，古代意义

的“学会”已经鲜见。近代意义的“学会”在１９世
纪末逐渐显现，进入２０世纪后发展迅速。之后，
虽然间断性地出现了小高峰，但整体呈下降趋势。

而以近代学科研究为目的组建的研究团体是现代

各类学术团体的前身，这种现代意义的“学会”在

２０世纪初开始出现，虽然发展缓慢，但整体呈上
升趋势，进入２０年代后发展迅速（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申报》（新闻库）中“学会”意义及发展趋势

　　（二）近代日本报刊中“学会”词义的发展
轨迹

如前所述，日本首例“学会”一词的出现比中

国晚了近五百年。但是，当时日本“学会”的释义

已经不局限于古代意义层面。明治初期创刊的

《朝日新闻》（１８７９年１月２５日）至今已有百余年

的历史。它和《申报》的创刊时间相近，是研究近

代日本的重要资源。该报刊中“学会”意义是否

也较汉语中的“学会”意义更先发展一步呢？笔

者以该报刊数据库中的“新闻库”为中心进行了

调查③。

例（５）：斯文学会の分局を当地本

３７１

①

②

③

陈玮芬：《斯文学会の形成と展开———明治期の汉学に
/

する一考察》，《中国哲学论集》１９９５年第２１期。
左玉河：《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安徽史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以下例文来自日本朝日新闻社研制的《朝日新闻记事デ

0

タベ
0

ス》，最终确认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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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四町目书籍会社内に置き…（１８８０年
５月１９日）

例（６）：日本地震学会は昨年来内
外有名の学士数十名が协同して、地震

に
"

する…豫防法をも
#

见せんとの目

的にて时々集会する者なる。（１８８１年
１１月２９日）

例（７）：东京
$

象学会事铃木重

行…は、今度各地同测量所の位置
%

测

のため、
#

京せららたりと。（１８８２年
１１月２１日）

例（８）：今度新闻条例を改正せら
れしにつき、东京府下にて新闻条例附

则に
&

ひ、…数理舍谈、东京教育学会杂

?…の二十六种なりといふ。（１８８３年
５月２４日）

《朝日新闻》中“学会”一词的首个例证出现

在它创立的第二年。例文共２处，且均为近代的
“斯文学会”。“斯文学会”的相关情况如前所述。

后来，该报刊中陆续出现了其他各种形式的近代

学会，但数量明显少于《申报》。从１８８１年起，该
报刊中相继出现了诸如“日本地震学会”“东京气

象学会”和“东京教育学会”等专门研究“地震、气

象、教育”等领域的团体。它们是近代出现的现

代相关学会的早期形式。这种具有现代属性的学

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涉及面不断扩充。尤其是

与自然、生物、经济、医疗等近代学科体系相关的

学会不断涌现，其分科也不断细化。如图２所示，
《朝日新闻》新闻库中近代意义的“学会”在１８８９
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１８９６年是学会
的近、现代意义“学会”使用频率发生逆转的重要

时期，之后则一直保持这种态势。

图２　《朝日新闻》（新闻库）中“学会”意义及发展趋势

　　（三）近代中日“学会”的接触与交流
从对《申报》的调查来看，该报刊中现代意义

的“学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该词义的显现已经

是２０世纪初的事情了。进入 ２０年代后，现代意
义的学会上升频率明显。笔者以为，这与当时中

国缺乏成立专门学会的条件以及“民国初年，由

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基本

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回

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建立”等有重要关联。

二是该报刊中现代意义的“学会”一词的用例大

都与在欧美诸国成立的相关学会有关。这应该与

近代学科最初源自西方因而对此关注较多等有一

定关联。

如前所述，日本《朝日新闻》中以近代学科为

基础的早期现代意义的“学会”自 １８８１年出现
后，就一直曲折上升，并在１９世纪末完成了近、现
代意义“学会”使用频率的大逆转。自此，现代意

义之“学会”的使用频率一直位居近代意义之“学

会”之上。这与日本对西学的关注与发展有重大

关联。日本幕府末期就开始关注西学。明治初期

就积极导入近代学科，进行科学研究。工部大学

校、东京大学等的创设，进一步积极推动了近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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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朱棠：近代中日同形词“学会”的语义演变

科的发展和近代学术的研究。同时，学者根据近

代学术分科原则，相继成立了各种专业性、学术性

的学会。如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日本就已经成
立了诸如东京生物学会、东京教育学会、日本地震

学会、大日本气象学会、东京人类学会、日本电气

学会等分科明确的学会组织。

虽然以上两大报刊中现代意义的“学会”显

现了它们的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但直到２０世纪
初都看不出两大报刊中现代意义之“学会”的交

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从当时的时代

背景来看，日本是中国极为关注的国家，媒体信息

作为重要渠道，备受关注。如前所述，日本的《朝

日新闻》中１８８１年开始就出现了诸多现代意义的
以“学会”冠名的团体。日本的《太阳》杂志上也

于１９０１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以学术分科为基础的
学术团体。另外，如前文所述，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时务报》中也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学会”。

为救国图存的《时务报》等试图利用日本的信息

推动中国的改革，它在“报道内容上独立于国内

外的各种势力，其读者层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官

吏、士子、乡绅’等被称为统治阶级，或候补统治

阶层的人”；“创刊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风靡全

国，发行量突破了一万部，被赞为‘为中国有报以

来所未有。”如前文所列举的“学术团体”之现代

意义的“学会”例文经考证后发现，也确实都是来

自由日本人古城贞吉负责翻译的《东文报译》栏

目。同时，被康有为称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

报纸”，被梁启超赞誉为戊戌时期日报中的“巨

擘”①，以及是“国闻报发行量的三倍，仅次于《时

务报》而居全国维新报刊中的第二位”②的、创办

于湖南长沙的《湘报》中，亦有诸如“日本报云，俄

国前开设万国地质学会，广招万国之博士、名儒，

以讲究分
+

地质美恶学问”③等
8

容。从其来源

来看，《湘报》中的这条信息是通过转引自《汉

报》，而汉报又引自《日本报》的方式获得的。由

此可见，从 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日本出现的
“学会”之“学术团体”意义已经在中日报刊媒体

中频繁出现或被转载。通过这些媒体的传播，近

代知识分子对这种“学会”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

和了解。因而，可以推测这些也对《申报》中“学

术团体”意义的“学会”一词的翻译产生了积极的

借鉴和参考作用。

另外，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也有可能起着

间接的桥梁作用。“２０世纪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
以商务印书馆系统的最为注目。其中有受１９世
纪罗存德《英华字典》影响的，也有新编辑的。前

者可以举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１９０１），而后者
则以当时堪称同类辞书中规模最大（３０００余页，
１２万词）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１９０８）为代表，
两者都是在编辑和增补过程中加入了来自日本的

新名词。”④而该词典的《例言》中也指出：“是编

采用诸书。暨所参考，不下数十百种。有为中国

教育会本者，有为江南制造局者，有为严氏所著本

者，有为英和字典本者。”⑤对于颜氏参考了哪些

英和辞典，已有学者对此做了具体研究，指出至少

《新译英和辞典》（１９０２）可以算作颜惠庆《英华大
辞典》的参考书之一⑥。加之从卜舫济为其作的

序言也指出该词典新增了许多术语。“学会”作

为当时欧美和日本使用广泛的术语，被曾有留美

经历的颜氏注意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颜惠庆

的《英华大辞典》在 １９０８年 ２月就已经刊行，所
以在当时具有如此影响的颜氏辞典成为译者的参

考也是很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时日本新闻媒体的广泛

影响还是日语词典中对译词的影响，我们都可以

看出，“学会”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是通过各

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日本传播至中国的。但

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和对近代学科的

认识与重视不够等原因，导致由中国人自己创设

的“学术团体”性质的学会组织鲜有，从而致使这

层意义的“学会”一词亦没能在汉语中得到及时、

有效的发展、普及。但是，随着民国时期对西方学

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的相继归来，中国从事专门

学科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各种以近代学科为专

门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亦相继成立。因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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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汉奇：《中国事业通史（第１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９８页。
冯迈：《〈湘报〉———戊戌维新运动中一张激进的报纸》，载《新闻学论集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７页。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下）》，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０１页。
陈力卫：《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的英华辞典与英和辞典的相互影响》，载《翻译史研究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５

页。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８年版，例言ｉｖ。
此处参考了陈力卫教授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１日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例会”中所做的演讲报告———《

9

惠庆〈英华

大辞典〉（１９０８）がどうのような英语辞书を参考した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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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词在汉语中重新受到重视，并开始了良好

的持续性的发展。

结语

一个词的产生根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词义

的产生与发展是一定社会文化需求的结果①。

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对日本产生过深刻

影响。古汉语中的“学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

要，因而汉语的“学会”一词早于日语产生也并非

偶然。词义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发

展，人的认识发生变化，词义也发生相应的变

化。”②汉语的“学会”在进入近代后，为适应社会

发展，词义由古代的“问学聚会，讲求经史、伦理

等方面知识”的意义发展到近代“以救亡图存为

目标，讲求包含近代知识的综合性知识”的意义

和２０世纪初的“社团形式的研修、学习会”。而
日本首例“学会”则兼含了“古、近”两层意义。但

是，正如马西尼所说：“在 １９世纪面对西方的威
胁，日本比中国更为成功。日本已经将西方文化

和技术中的各个方面吸收了过来，并且融合在自

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计划中。”③中国近代学

科的导入及学术体制的建构、学术团体的创建等

方面晚于日本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在“学会”

的英语译词创制方面，日本于 １９世纪末得以完
成，中国学者在参考英和辞典之时将对译引入到

了英华词典。“以现有词汇表示外来概念是词汇

义项增加的方法之一”④。“学会”这个中国古典

词在日本被赋予新的词义后，于１９世纪末重返中
国，属于典型的“中日互动词”⑤。但是，中国现代

学科体制创建的基本完成关键在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３０
年之间。创建主体是鸦片战争以后到日本、欧美

等国家和地区学习、在“五四”期间回国的留学

生⑥。这些留学生大都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所受过

近代学科的专业训练，他们的归国对近代中国现

代学科及专业性学会的创建与推进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伴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学术体制的不

断完善以及学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学术团体”之

现代意义的“学会”一词也得到了飞跃性发展，并

最终在汉语中扎根，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

部分。

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Ｘｕｅｈｕｉ

ＺＨＵＴ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ｔｅｒｍｓ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ｍｏｄｅｒ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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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ｉ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ｄＸｕｅｈｕｉ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Ｘｕｅｈｕｉ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ｅｉｊｉｐｅｒｉｏ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Ｊａｐａｎ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ｍｅａｎ
ｉｎｇ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ａｄｆｒｏｍＪａｐａ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Ｘｕｅｈｕｉ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ｈａｓ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ｓｔｒｉｄ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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