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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黃河清先生繼《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
1
和《近現代辭

源》
2
之後，於2020年推出了中國詞源學的皇皇巨著《近現代漢語

辭源》。
3
《近現代漢語辭源》分上、下二冊共計2,300多頁，收錄

43,000多個詞條，約莫647萬字。無論從規模或深度而言，《近現代

漢語辭源》無疑是漢語詞源學的代表作品，在研究漢語詞彙發展、概

念史、術語形成、詞彙交流等方面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近現代漢語辭源》針對中國詞源學而言代表多方面的突破和進

步，但在一些面向，《近現代漢語辭源》仍與西方語源學顯示出若干

不同之處和方法上的特點，因此本文首先將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找出

《近現代漢語辭源》的特徵，再進一步討論西方傳統語源學和《近現

代漢語辭源》之間的差異，並以「革命」一詞為例，比較《近現代漢

語辭源》與兩本著名的德語語源詞典─從1881年至今已出版第25改

版的《酷氏德語語源詞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以及前東德科學學院研發的《德語語源詞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藉以襯托東、西各個詞源學之異同。

二、從歷史語言學探討《近現代漢語辭源》的特徵

西方“etymology”一詞一般翻譯為「語源學」，是指從德國語言

學家格里木（Jacob Grimm，1785-1863）於1822年在《德語語法》

（Deutsche Grammatik）一書中首次系統地介紹語音變化規律（格里

木定律，Grimm’s Law）以來所發展的歷史語言學，重視以「發音近

1 
黃河清主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1年）。
2 

黃河清主編：《近現代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3 

黃河清主編：《近現代漢語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

該書第 1 版實際出版於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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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和「概念近似」來證明兩個語詞之間的關聯。這種語音和概念關

聯的發現之前，詞典都以為各個語言是獨立而存在的，詞典的用途僅

僅在於闡明詞和詞之間的異同罷了。認知到了語言發展的規律後，便

有基礎來研究跨語言的詞彙脈絡，進然發現語言可按發展路徑而分為

語族和語系。相對而言，詞典也可以分成共時的（synchronic）和歷

時的（diachronic）二種。
4
前者提供特定某一個歷史階段的詞彙定義

和說明，如《漢語大辭典》針對現代漢語、《近現代漢語辭源》僅對

鴉片戰爭以前的中文、白維國《近代漢語辭典》針對唐朝至清初的中

文、王力《古漢語字典》針對古漢語等。
5
它們界定詞形和詞義通常

是基於同形異義學（semasiology）的研究方法，將詞形設為不變的研

究單元，詞義則視為變數，用以分析語詞的基本義和各種延伸義。但

由於共時詞典採取靜態的研究視角，無法說明詞義為什麼、如何演

變，尤其無法解釋同一概念為何、如何在各歷史階段中使用不同詞

形。反之，歷時的詞典，如黃河清《近現代漢語辭源》，則採取「同

義異形學」（onomasiology）的研究方法，本質上跨時代、跨詞形，

甚至理論上也是跨語言的。可知，無論從方法或規模而言，詞源詞典

都與一般詞典有所異同。

《近現代漢語辭源》為一本歷時詞典，採取同義異形學的方

法，編輯者將「概念」設為研究單元並建立所謂的「詞源詞集」

（etymological synset），即收集跨時代的近義詞。相較於僅談論同一

年代的共時詞典，它所跨的維度更高，是一份更辛苦、更艱難的工

作。既是如此，《近現代漢語辭源》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大量收錄近現代歷史文獻中的近義詞，以現代漢語常用的簡體

詞形作為正條，再以異形詞作為副條，按時間順序排序列出各

4 
關於共時、歷時兩種研究角度的討論，可以參考方一新：《中古近代漢語

詞彙學‧理論闡發：詞彙演變及詞義理論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年），頁1194-1197。
5 

白維國編著：《近代漢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王

力編著：《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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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書證，書證訊息包含年代、作者、書名以及例句，以「權

利」為例：

【權利】quánlì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權力和利益。1864年丁韙良

譯《萬國公法》第一卷：諸國之公法，不審戰者理之曲直，助

之之國公敵，即可享交戰之權利。1890年黃遵憲《日本國志》

卷二十七：此條所以回護公眾之權利，謂犯情之不可寬恕者，

恐因期滿免除或至貽害公眾。1900年丁鴻臣《東瀛閱操日記》

下卷：伯爵大隈重信私立專校，法律政治之學三年卒業，可以

得大學生之權利。

◇ 權。1890黃尊賢《日本國志》卷二十七：公訴之權（「權」

字為泰西通語，謂分所當為，力所能為，出於自主，莫能遏

制者也）有消滅者：一、被告人身亡；二、律須告訴乃坐者

被害人棄權或私和；三、確定裁判。

◇ 權理。［日］権理（けんり）。1899年《清議報》十九冊

《國家論》：國家或肆其驕傲，擅行威權，漫干涉民人私

事，至侵宗教學術之域內，當是之時，民人即有抵抗國家，

以保護其自由之權理。1903梁啟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

說》：所謂私有權者，不過一假定之物，其得成為一神聖不

可侵犯之權理者，則民約建國以後之事也。1907年錢恂等

《日本法規解字》：權理：今作權利，意同。
6

（二） 從詞彙覆蓋率而言，收錄一般詞彙如：警察、改革、經濟等，

但不包含基本詞，如：手、誰、狗等等；亦收錄百科性詞語，

如：文藝復興、東印度公司。為展現歷史語言的變化，詞源

詞典收納了許多「過渡詞」或「歷史詞」，即已不使用的詞

6 
黃河清編著：《近現代漢語辭源》，頁 1232-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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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因為它們代表了對某一概念的不同表達方式，即不同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s）或「重構新詞」（conceptual 

remakes），
7
含有寶貴的時代訊息和文化知識。過渡詞冠以 ◇ 

的標誌，以「經濟」為例：

【經濟】jīngjì ①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日］経済

（けいざい）。1876 年李默庵《申江雜詠》：輪船減價貨爭

裝，局設招商是保商。不讓外人專壟斷，經營經濟策都良。……

②用較少的人力、物力、時間獲得較大的成果。［日］経済

（けいざい）。1902 年戢翼翬《萬國憲法比較‧希臘王國》：

獨希臘不然，國會僅有一院，常以誇稱萬國，謂兩院之制無

用，且不便於經濟。 ……。

◇ 資生。1899 年《清議報》……。

◇ 平準。1901 年嚴復《譯斯氏〈計學〉例言》……。

◇ 生計。1902 年梁啟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例言七

則》……。

◇ 愛康諾米。［英］ economy。1914 年胡以魯《論譯名》……。

◇ 依康老蜜。［英］ economy。1950 年王宗炎《音譯和義

譯》……。

◇ 一坑老米。［英］ economy。1950 年王宗炎《音譯和義

7 
「重構新詞」（conceptual remakes）是指在翻譯過程中目的語言選擇一個

與源語完全不同的語素組合，亦即不同的表達方式，使得兩個詞即使代

表同樣概念，但個別強調概念的不同面向。可以參見 Christian Schmidt and 
Jienshou Chen, “Lexicography for Loanwords and Words with Special Orthography: 
Loanwords in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Lexicography 7 (June 2020): 25-58,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1,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607-
020-0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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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8

總而言之，針對漢語詞源學所關心的幾個問題，該書能提供重要的書

證作用。我們常問，某一新詞屬於和製漢語、傳教士詞彙、外來詞，

抑或本土新詞呢？讀者可以依照書證和書證年份，對於創詞者提出有

說服力的假設。其次，某一詞在近現代發展中，取得了哪些不同的詞

形？這是這本書的強項，方便讀者一目瞭然的瞭解。詞形猶如歷史窗

口，我們透過詞形能窺見時代人對於新概念、新詞的接受程度和文化

認知，對於後續的歷史學、概念史等方面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

三、問題與討論

在方法論上，《近現代漢語辭源》保持「字本位」的傳統思維，

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 在證明詞源關係的方法上，重視詞形的書證，但不考慮同一詞

形背後的語音訊息。但很多音譯詞，先經由廣東話、福建話、

吳語等方言才進入中文詞彙，借詞路徑和順序對詞形或有影

響。舉例來說，傳教士在香港等沿海港口活動特別活躍，不難

想像外國或中國譯者使用的語言（方言）會影響音譯時的選

字。因此，應該比較源詞和譯詞之間的語音關係。

（二） 不進行跨語言比較。基本上，漢語與中國方言（地方語言）同

屬於漢藏語系，類似於德語、法語等語言同屬於印歐語系一

樣；
9
加上中國方言之間的差異類似於歐洲鄰國語言之間的差

異（尤其發音和詞彙方面更是如此）。然而，《近現代漢語辭

源》維持中國學術傳統，在詞語考釋中不承認方言對於漢語的

貢獻和影響。但尤其在清末民初時，在尚未成立國語的語言地

8 
黃河清編著：《近現代漢語辭源》，頁824-825。

9 
竺家寧：《古音之旅》（臺北：萬卷樓，2020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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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前，方言所起的角色不僅在於為漢語提供新詞，更是提供

一種詞彙競爭的詞彙市場，使得現代漢語在競爭過程中不斷地

豐富化其詞彙，並且加強其構詞能力，許多術語是透過與近義

詞競爭而被篩選出來的。

（三） 詞源限於漢語。承上，由於《近現代漢語辭源》不進行跨語言

比較，溯源探流的過程中過於自我限制，並沒有真的找到有可

能源頭不在漢語的詞源。這個設限表現在幾個方面：

1.  譯詞方面，不討論源語（source language）與譯詞的翻譯方

法、語義關係或概念關聯，譬如「革命」作為“revolution”的譯

詞，取得「顛覆政府」和「根本變化」兩種比較現代的語義，

卻未收納「周旋」、「星球軌道」等較早的意思。這種選擇

性翻譯當然對於華人理解“revolution”本義有直接影響，在該辭

典中卻未受到重視；即便我們今日無法確切地知道中文究竟

是把哪一個歐洲語言的“revolution”一詞當作翻譯對象，可能是

英文的“revolution”，抑或是德文的“Revolution”、抑或法文的

“révolution”、抑或荷蘭文的“revolutie”等等，但由於歐洲內部

學術交流之密切，又因為共同的拉丁文來源，這些關鍵詞的含

義大同小異。又如「系統」“system”，雖然吸收到「有原則組

成的整體」此一概念，但未從日語吸收「血統」和「從祖先延

續下來的社會系統」二義項；然而日語本身也未從西方語言取

得「國家」、「天理循環」、「血液循環」等其他“system”的

意思。因此，跨語言的概念繼承，往往是一種過濾性的借詞過

程，極少接受源語詞的全部的義項，故此，一部理想的源語學

詞典應能順著詞彙的借詞過程和借詞方法，呈現出來不同階段

中的語義變化。

2.  和製漢語方面，即使該書有功於整理和製漢語，但並未討論和

製漢語的詞義在有可考書證的條件下是如何在日語中形成的。

例如「哲學」在《近現代漢語辭源》的定義為：「關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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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方法論的學說。〔日〕哲学 てつがく。」然後，《近現

代漢語辭源》以為1879年的楊少坪《增廣英字指南》首次中國

人將「哲學」一詞進入漢語詞彙，本詞典從楊少坪《增廣英字

指南》找出的例句為：「philosophy，哲學，性理學。」
10
然

而，對讀者而言，因為欠缺相關說明，從詞典上無法得知楊少

坪對於「哲學」上述所給的定義是否為他自己一人想出的呢？

本詞典並沒有引用日本哲學家西周（1829-1897）的原文，所

以今日讀者無法從詞典中瞭解，西周在創造「哲學」一詞時，

最早的意思又是為何，是等同理學呢？或性理學呢？或者與性

理學劃等號的是楊少坪自己呢？為了理解早期包含「哲學」在

內的和製漢語，如果僅僅停留在漢語方面，而不往日語再推一

步探索詞源，恐怕是不夠的，是《近現代漢語辭源》在詞源研

究上的自我局限。再者，相較於「理學」、「性學」、「性理

學」，從內容或範圍而言，「哲學」意味著什麼樣的一個變

化？問題是，《近現代漢語辭源》所給的定義，與詞源的含義

無關，實際上該書是現代人以現代知識水準對於該詞的定義，

並非當時人在當時知識脈絡下所了解的意思。當然，因為黃河

清在每一個詞條下提供例句，偶爾我們能夠從例句重構出此歷

史性意思。回到哲學的歷史性定義，它是什麼呢？西周先生自

己定義為「西土之學，傳之既百年餘，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等

諸術（科），間有窺其室者，特（獨）至吾希哲學（ヒロソ

ヒ）一科，則未見其人矣。」
11
或是幾年後西周《科學》的序

文《譯利學說》中，所再度定義的「本譯中所稱哲學，即歐洲

入學也。今譯哲學，所以別之於東方儒學也。此語原名斐魯蘇

10 
黃河清編著：《近現代漢語辭源》，頁1907。

11 
轉引自孫彬：《西周的哲學譯詞與中國傳統哲學範疇》（北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2015年），頁 21，原文出自於大久保利謙編：《西周全集》第1
卷（東京：宗高書房，1960年），頁13。



評介黃河清主編《近現代漢語辭源》
 ―兼論中德詞源學詞典的比較：以「革命」為例 579

非，希臘語。斐魯蘇非求義，蘇非亞賢義，謂求賢德也，猶周

茂叔所謂士希賢之義」。
12 無論是何者，均可見，哲學一詞放

回去歷史脈絡，最初的定義並非《近現代漢語辭源》給的那樣

「關於世界觀、方法論的學說」。探索到底，找出反映日本人

的思維和品味的造詞意，屬於詞源重要的部分，不應省略。

3.  就本土新詞方面，詞源不應該止於語詞（word）上，而繼續

探討包含詞素（morpheme）在內所有構成成份（constituents）

的可證歷史。舉例而言，德語語源詞典將“Ökonomie”（英語：

economy）追溯至古希臘文“oikonomía”，即可分成“ṓīkos”「家」

和 “nómos”「管理」兩個構詞成份，然後進一步還把各別成

份繼續探索到底，直到構擬出的印歐語系的詞幹：“*weik-”

是指「族」和“*nem-”是指「指定、分配、管理」，因此可知

“economy”的本義可理解為「家庭管理」。參照德語語源詞典的

方式，「經濟」亦然能分為「經」和「濟」二者，甚至能探討

各別語素在語義上為「經濟」貢獻為何。

（四） 囿於書證，因此沒有對於詞源追根究底，而忽略了整體詞彙發

展動向。黃河清在前言提及：「……因此確定成書時間或刊行

時間要精確，（中略），必須精確到具體的某一年。」
13
又，

「近代的不少書籍成書或刊印的年份往往很難確定，有的只有

一個大致的時間段，對於這類書只能放棄」。
14
黃氏研究態度

之嚴謹當然值得欽佩，但可惜的是，這樣的限制反倒無法講完

詞彙的故事，讀者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該書

過度強調書證甚至其年份，僅按時間序列出詞義和例句，較像

是個資料庫，卻沒有將個別的點串聯起來重整成一個有說服力

12 
轉引自孫彬：《西周的哲學譯詞與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頁 24-25，原文

出自於大久保利謙：《西周全集》第1卷，頁161。
13 

黃河清主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前言》，頁 3。
14 

黃河清主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前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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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而這剛好是詞源學最應該也最能超越一般共時詞典的

特徵。

（五） 近義詞的定義不明確。以「經濟」一詞為例，為何「資生、平

準、生計」被列為「經濟」的近義詞；反之，「變革、起義、

首義、暴動、起事、造反、推翻、推倒」等等語詞卻都不算

「革命」的近義詞？
15
又，「國際」詞條下列出「國交」，卻

無「跨國、萬國、列國」；正條「發射」下無副條，讓讀者以

為「發射」沒有歷史近義詞，但實際上至少還有「射擊」一

詞，如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將「射擊」視為日語外來

詞，
16
應當將其列入；又如「進化」未列副條，但有「演化、

演進、進步、改善、改進、進展」等近義詞。總而言之，該書

對於近義詞之間的區分邏輯不太明確。

（六） 在日語借詞分類方面，《近現代漢語辭源》即使整理及標記日

語借詞、外來詞、漢語自創新詞等等，但卻沒有對於日語借詞

進行進一步的細分，連最基本的「和製漢語」、「回歸詞」等

分類都未使用。筆者認為，強調日語外來語的分類有助於判斷

日源詞彙是否為借詞的問題，可以彌補時間順序無法明確回答

的問題。史有為在《新華外來詞詞典》一樣，在前言提出一個

詳細分類架構，但在詞典中卻並未以同樣方式呈現。實際上，

分類很直截了當，有助於讀者能夠對於一詞的基本特徵有系

統性的掌握，是有價值的，希望在後續版本中，編輯者能多做

補充。

總結以上幾個特點，《近現代漢語辭源》是一本著重於漢語新

詞、外來詞的詞源學詞典，其「歷史近義詞詞集」建立了重要的方法

性突破；然而，上述幾個特點仍難以使它媲美德語語源學詞典。下文

15 
唯一可以想到的差異在於「革命」語義上代表「顛覆政府成功」，而「起

義」等詞，有種「試圖顛覆，但不成功」的意思。
16 

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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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討論德語兩本語源詞典對於“revolution”「革命」的考釋凡例，用以

比較兩者與《近現代漢語辭源》的差異，特別是其考釋方法。

四、「革命」在德語語源詞典和 
《近現代漢語辭源》之比較

我們先看為黃河清在〈革命〉正條下的解釋：

【革命】gémìng①社會、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日］革命

（かく[-めい]）。1896年12月5日《時務報》：革雷得島民，

擎革命之旗，勃牙利人希臘人，欲收衰殘之山河。1898年梁啟

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十九世紀為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

代。1899年《清議報》九冊《論中國急宜改革》：間有草澤中

人，起而倡革命之論。②根本改革。1948年顧均正《從原子時

代到海洋時代‧原子能的開發與未來的展望》：原子能的利

用……這對於工業生產將是怎樣的一個大革命阿！1950年2月1

日《大眾醫學》第三卷第四期：青黴素的發現，對束手無策的

急性細菌心內膜炎在治療上起了一個大革命。
17

以上可見，黃河清承認「革命」為日語借詞，提供其日語發音，以及

其兩種漢語意項。但對於「革命」在日語中的意義、成詞過程、成詞

時間均未提起，甚至日語是否一步到位以「革命」作為“revolution”的

譯詞呢，還是日語對“revolution”的翻譯也是有曲折的呢？再進一步，

「革命」在中國古文獻中早已有記載為語詞或詞組，可算為「回歸

詞」，那麼作為回歸詞的「革命」在語義上與古漢語的「革命」有何

種差異呢？兩者又與西方脈絡的“revolution”何有不同呢？爬梳此類語

義演變或非連續性借詞關係，不僅是讀者最感興趣的部分之一，恰好

17 
黃河清編著：《近現代漢語辭源》，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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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語源學的核心工作。《近現代漢語辭源》似乎受到一種「漢語」

詞源不討論「外語」的禁令而甚少將全部可知的借詞過程納入至詞源

討論之中，著實是美中不足之處。

接下來介紹兩本在德語語源學上較有影響力的著作，一是酷格

（Friedrich Kluge，1856-1926）的《酷氏德語語源詞典》（2002年第

24版），
18
二是派菲（Wolfgang Pfeifer，1922-2020）的《派氏德語語

源詞典》（1995年第3版），討論兩者與《近現代漢語辭源》在詞源

學方法上的差異，並且以「革命」（Revolution）一詞舉例並比較。

《酷氏德語語源詞典》初版於1881至1883年，直至2011年已有

第25改版，共含大約13,000正條，是德語語源學的權威著作，也影

響了斯基特（Walter Skeat，1835-1912）的《英語詞源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等其他語言的相關研

究。 1899 年第 6 版的前言中，酷氏總結詞源學的研究任務：

詞源學的根本任務在於確定語詞的歷史來源和地理範圍。我們

不尋找人類語言的根源，我們尋找的是我們自己語言、自己語

詞的根源，然後每一個詞的故事也揭開個別語詞背後的地理淵

源。……唯透過將單一個詞與其他近義詞或形式相似的詞進行

比較，才能達到詞源學的解釋目的。
19

導論中，酷氏繼續說明詞源學在本質上要進行跨語言比較，從語

言事實出發，「唯以語言本身為證據」：

德語語源學的科學知識，建立在語言事實之上，包含與主要文

明語言的關係，但也要超過這些關係。……中古德語作為現代

德語的唯一學人覺得較接近的前階段，但德語語源學不能、也

不應該止於中古德語。然後，如果詞源學家尊重語言學知識對

18 
筆者參考的是第24版，但至今已有第25版。

19 
筆者翻譯，引自於：Friedrich Kluge,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Straßburg: Karl J. Trübner, 1899), 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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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德語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連最早期的有書證的古德語，在大

部分情況下也不令人滿意。對於詞源學工作最為關鍵且基本的

部分反而在於史前的語言歷史階段。
20

所謂的史前的語言知識，是來自於語言本身透過跨語言比較而得出

的。這個跨語言的研究態度，不拘泥於書證的年份而能為每一個詞的

詞彙發展畫出其個別輪廓，將每一個詞的個別語義轉變串連成一個屬

於自己的故事，可說是德語語源學與漢語詞源學最大的不同。

相比之下，《酷氏德語語源詞典》對於「革命」（名詞）的考釋

如下：

「革命」（Revolution），名詞，陰性，普通詞彙，15 世紀，

拉丁文借詞revolutio「翻轉」，來自拉丁文revolvere「翻轉、

回轉」，尤指「星球的軌道」，少數也指「將耶穌墳墓的墓

碣翻滾」。15世紀從星占學術語借入德語，之後延伸指「因

為星球而對於人們和一般世界所帶來的變更」，一般意味著

「變化」。在13世紀，義大利語 rivoluzione 取得 「民眾動

蕩、動亂、政變」政治方面的意思。從意大利語借入英語和

法語，從後者納入德語（早於17世紀）。形容詞revolutionär

（革命性的），犯罪名稱：Revolutionär（革命者），幽默的

Revoluzzer（假革命家）。參考現代荷蘭語revolutie，現代英

語revolution，現代法語révolution，現代瑞典語 revolution，現

代挪威語revolusjon。21

「革命」作為動詞（revoltieren）的解釋如下：

20 
筆者翻譯，引自於：Kluge,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XI-XII. 

21 
筆者翻譯，引自於：Friedrich Kluge and Elmar Seebold, Das Etymologisch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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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revoltieren），「弱動詞變化」指「暴動」，擴充基

本詞彙，外來詞，17世紀，改變後綴，借由法語révolter，原指

「轉回」，來自於義大利語 rivoltare，借古羅曼什語（通俗拉丁

語）*revolvitare，後者為拉丁語revolvere（revolutum）一種動詞

的「詞彙體」，
22
構成成分借於拉丁語volvere「滾、轉、碾」

以及前綴re-。現代德語抽象名詞為Revolte「暴動」。類似於現

代荷蘭語revolteren，現代英語revolt，現代法語révolter，現代瑞

典語revoltera，現代挪威語revoltere，相關名詞亦有Revolution

「革命」、Volumen「容量、體積」。23

從上述分析可知德語「革命」整體的詞源，也包含各別構詞成份“re-”

和“volvere”的來源。在本質上，這種詞源分析透過跨語言分析，從德

語一步一步回歸到羅曼什語（Romansh）至拉丁語（Latin），但並沒

有進一步追溯至構擬的印歐語系詞幹。

《酷氏德語語源詞典》在「進化」（evolution）的解釋中也提到

關於「革命」的補充說明：

……「革命」（Revolution）在不同時間點上有不同意思，並

且作為與「進化」（Evolution）相對的「相反詞」或「對立概

念」，
24
在對於達爾文進化論反思的過程中，取得了越來越多

的重視。
25

藉由此特殊的學術背景，「革命」取得了其術語地位，同時喪失了

22 
「詞彙體」（lexical aspect），是指「動作進行的狀態。現代漢語動詞的

『體』用時態助詞『了、著』等表示」，見陳新雄編：《語言學辭典》

（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頁240。
23 

筆者翻譯，引自於：Kluge and Seebold, Das Etymologisch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24 
對立概念原為德文“Gegenbegriff”，英文譯為 “counter term”。

25 
筆者翻譯，引自於：Kluge and Seebold, Das Etymologisch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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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星球軌道」的意思。到了明治維新初期，「革命」當作

“revolution”的譯詞，是反映源語的意思變化，所以與革命原來所指

的「實施變革以應天命」的意思相近。由此可見，論詞義的時候，

我們要嚴格分開詞義層面和知識層面，一旦將任何特定一詞賦予哲

學話語地位，使之升級為關鍵詞或關鍵概念，該詞取得了一些知識

層面的意思和社論功能，但此知識層面的內容不應該與詞義混為一

談。
26
「革命」一詞仍然能同時保留新舊的各種義項，如「暴動」、

「大幅變化」、甚至「旋轉一回」等意思。這樣的一個「同形多義」

的現象相當普遍，也反映在英華字典的翻譯上：19世紀中或19世紀

末“revolution”在英文裡面的定義已經相當穩定了，因此我們在《英華

字典》所觀察到的「革命」的詞義變化，不是“revolution”的意思在變

化，而應該反映的是漢人對於「革命」的認知過程和翻譯過程的取捨

和曲折，一部分也反映“revolution”本身的多義性：

表1　英華字典對於“Revolution”的翻譯演變

出版年 字典 對於“Revolution”的翻譯

1868 鄺其照《字典集成》 一周

1875 鄺其照《字典集成》 一周、旋轉一回

1876 W.T. Morrison《寧波方言字

語匯解》

一轉、周圍一轉、換朝代

1891 Chalmers《英粵字典》 周、回、（in a state）變

1901 《滬語英漢詞典》 一轉、（in state）換朝代

26 
任何一詞的語義可分為「詞彙語義」（lexical semantics）和「百科知識」

（encyclopedic knowledge）─ 前者指母語者對該詞的共同認知，後者

則是指「關於概念的知識」，但該「知識」並非屬於語義層次，反而是

語義層次之外的形而上、因而人異的知識。因此，實際上，「革命」在

語義上並不涵蓋任何歷史觀，只是分別代表「星球的軌道」、「變化」、 
「民眾動蕩、動亂、政變」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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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字典 對於“Revolution”的翻譯

1908 顏惠慶《英華大辭典》 革命、大變、內變、變革、

作亂、國亂、國變

1911 Wilhelm《德英華文科學字

典》

革命

第二部在這裡討論的德語語源學詞典是晚於《酷氏德語語源詞

典》百餘年的《派氏德語語源詞典》，該本書約於1980年代由前東德

的科學學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olfgang Pfeifer主導的團

隊而起的研究，於1989年初版；德國統一後，1995年數位化改版（第

3版），包含9,000多正條。其採取批判性詞源的考釋方法使解釋深入

淺出，獲得了德語語源學經典著作之美譽，今作為「數位德語詞典」

（Digital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的主要來源之一。

該書關於「革命」的解釋如下：

「革命」（Revolution）「星球的迴轉行動，尤其星球圍繞著

太陽，人類社會中根本、實質且逐漸的改變」，近現代德語

revoluce（15世紀後半），revolucion，reuolution（16世紀）

「一顆星球圍繞著一個主要天體，是指（每日地球）旋轉（自

己的轉軸）」，也指「星座、星宿」，借近古拉丁文revolūtio

（第二個revolūtiōnis）「將巨石滾開」（例如：將耶穌墳墓

前的墓碑滾開），也指「過程、回返」，例如：月球在軌道

上的回程，中古拉丁文「軌道、星球周轉」，是參照拉丁文

revolvere而創造的動詞性抽象名詞，指「滾回、輾回」。相較

之下，拉丁文volvere（volūtum）是指「滾、輾、翻轉」。17

世紀初（在法語裡早在16世紀）所謂Revolution已經在術語專

用之外，普遍取得了「變化、改變」之義，尤指外在社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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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內在心裡態度的改變，參考17世紀的「思想之革命、

心智之革命」，18世紀的「風格之革命」。27
此詞義受到法文

révolution以及英文revolution的影響並代表「國家內的變化、

弊端的排除、國家制度之變更」（18世紀），自從法國大革命

以來主要表示「國家體制和權力結構的推翻」（18世紀末，法

語中此語義第一次出現於17世紀）。28

上述分析顯示，「革命」從原本「翻轉」原義經過「圍繞著」到後來

的「推翻」和「推翻政權」，並非逐漸相扣的發展，而是一個有斷層

的跳躍式的發展，是在法國革命的時候，藉由再度詮釋詞義將範圍擴

大包含「推翻政權」，後來又被限縮到只有「推翻政權」。與黃河清

的詞典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列出各個歷史階段中的詞義，不是透過

例句，而是用歷史性定義，讓讀者知道該詞在哪一個時間表達哪一個

意思。另外，德語詞典跨越德語，探索詞源一定要追根究柢至德語以

外其他的語言，把其他的語言的意思與德語的意思連起來，這樣才能

理解詞源。

總而言之，即使西方的“revolution”最初曾被譯為「一周、旋轉一

回」，在日本人的影響下，“revolution”獲得了「政治變動、改朝換

代」的固定翻譯。在時間上，日語「革命」作為 “revolution”的最早

翻譯書證，在於1881年《東洋学芸雑誌》：

ノ注意ヲ乞ヒ且ツ氏ガ此ノ說ヲナセル後數年ナラズシテ佛國

革命ノ慘狀ルイ十六世ノ事アリシテヲ告ケザウヲ得ズ是れに

由リテ……。
29

27 
原文“Revolution des Geschmacks”中的“Geschmack”，亦可指趣味、審美、

品味。
28 

筆者翻譯，引自於：Wolfgang Pfeifer,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95), 1123. 

29 
編者識：〈ヒューム氏自由政治論並ニ評第二〉，《東洋学芸雑誌》第2
号（明治十四年〔1881〕11月），頁28上-2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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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譯］……在他提出這個說法後，不到幾年，我也不得

不說出法國革命的慘狀與路易十六世等等故事……。

在日語借詞大量湧入漢語詞彙的過程中，原有的翻譯詞一部分也受到

重新定義，「革命」鞏固了其從“revolution”所得到的「政治變動、變

化」的意思，而放棄了「一周、旋轉一回」等意思。另外，因為語素

結構的關係，“revolution - evolution的對立關係，無法直接翻譯成漢

語，因此「革命─進化」的對立充其量屬於學術話語層面，在一般漢

語使用中並不存在。

「革命」作為「政治變動」究竟何時「進入」漢語呢？《近現代

漢語辭源》以 1896 年的《時務報》作為「革命」一詞書證與我們資

料庫最早的記錄一致。前一年（1895），孫中山（1866-1925）和興

中會發動「乙未廣州起義」，仍稱為「起義」而非「革命」。早在同

年3月1日，孫中山拜會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但無書證是否

用「革命」或「起義」。
30
然後，孫中山於當年11月12日抵達神戶，

翌日當地報紙新聞標題：「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到達日本。」
31
不

知，孫中山是否受到其影響。
32
可確定的是，「革命」一詞在1896年

以「推翻政權」的意思進入漢語。

30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 1866-1895》（香港 
：中華書局，2011年）。

31 
吳相湘：《孫逸仙傳》上冊（臺北：遠東圖書，1982年）。不過，陳建華

在《「革命」的現代性 ─ 中國革命話語考論》提到：「有些學者查閱

了當時的日本報紙，卻沒有找到這張報紙。」參見陳建華：《「革命」的

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 
37。

32 
關於孫中山對於日語借詞「革命」的借受和使用，從「叛亂」到「叛亂的

法定化」的語義演變，參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

語考論》，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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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不同於一般詞典，詞源詞典具有跨時代、跨語言等多方面的特

色，研究一個詞的詞源（亦即概念淵源），乃得從概念而非從詞形出

發，展現概念隨著時間而呈現出的不同表達方式。在方法上，相較於

德語語源學以「詞音」和「詞義」來證明兩詞之間的關係，漢語詞源

學傾向以「字形」和「詞義」證明詞源關係，具有獨特性。這點與

「漢字」作為東方跨文化的主要書寫媒介有關，使「字」在中國人心

中的地位遠超過「音」。兩個詞源學方法分道揚鑣，各自以自己的強

項追溯母語的根源。

詞源研究是一個非常艱難、耗時的工作，德國《酷氏詞源詞典》

至今已經有超過140年的歷史，經歷五位主編、共25個改版，在兩個

出版社出版。一部理想的詞源詞典能告訴讀者每一詞的歷史發展、語

義變化，甚至能把詞彙發展和概念史結合起來，告訴讀者該詞對於本

國的思想、文化上是否代表重要意思。

黃河清《近現代漢語辭源》是漢語詞源學之代表作，是一本漢語

語言學、概念史等多方面的權威性寶典，無論從規模、深度和書證嚴

謹度而言皆值得欽佩。黃氏於前言提到，書本實際上是資料庫內容的

一半，可見黃氏三十五年專精研究漢語詞源的研究價值所在。本詞典

代表從專研「字」邁向「語詞」，使得中西兩邊的詞源學接軌，在方

法論上鞏固了「語詞」的獨立研究層次。在這個基礎上，本詞典採取

「同義異形學」的研究方法，爬樹現代漢語每一重要詞彙個別的發展

路線，因此也整理了各種過渡詞和歷史詞，進而能窺見重要詞彙的概

念化過程（conceptualization process），對於語言學、歷史學、思想

史具有非常寶貴的參考價值。

本文與德國詞源學兩本著作相對比較發現，黃氏詞典在研究方法

上具有幾項特點：一、《近現代漢語辭源》在追溯詞源的時候，探索

到漢語最早可靠書證為止，但不繼續跟從同樣概念在日文、英文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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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源語的意思。這點不同於德國的辭源方法，因為Kluge先生的《酷

氏德語語源詞典》和Pfeifer先生的《德語語源詞典》二本分別都將概

念不僅追蹤到德語最古的可靠書證，而繼續追溯到底，到該詞在拉丁

文、古希臘文、梵文的意思，甚至溯源到被構擬的原始印歐語。與此

相對，黃氏辭典並未討論古漢語、漢語方言或其他語言對於現代漢語

的影響和貢獻，在考釋深度上基本上止於清末民初的初次書證。有時

候雖見明末清初的書證，但並未追溯到近代漢語（唐明）甚至更早的

中古漢語、古漢語。如果要比較「詞源深度」，中國詞源學應當最起

碼要追溯到古漢語，如此在時間上才能接近歐洲的拉丁文文獻。二、

《近現代漢語辭源》列出嚴謹的書證，卻不提供書證之外有人情味的

說明，除了少數正條有多一點說明和描寫之外，大部分的時候明顯保

留「資料庫味道」。三、《近現代漢語辭源》將詞源分析設限在詞組

層次上，並未討論各別語素（字），亦即沒有說明各別字對於詞義

的貢獻。譬如，在解釋「經濟」時，理論上可以繼續討論「經」和

「濟」分別對於「經濟」的概念所帶來的含義，如同在德語詞源詞典

在討論“economy”時，將詞分成個別構成成份，亦即“ṓīkos”「家」和

“nómos”「管理」，這樣讀者能更完整地理解詞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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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關鍵詞：英文關鍵字不超過 5 個，列在英文摘要後面。

肆、來稿「正文」包括要項

　　一、 如有謝詞，請以插入腳註方式置於本頁。此時腳註不編註

碼，而以「*」符號作為註碼。

　　二、 格式：由左至右橫式寫作，每段第一行前空二格。

　　三、 字型：中文使用新細明體 12 號字，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

　　四、 標點符號：採用新式標號，惟書名、期刊名、報紙名、劇本

名、學位論文改用《 》，文章篇名、詩篇名用〈 〉。在行文

中，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 ‧ 改用如《論語．學

而》。以英文撰寫，書名請用斜體，篇名則用 “ ”。日文翻譯

成中文，行文時亦改用中文新式標號。

　　五、 章節符號：各章節使用符號，以標楷體依一、（一）、1、

（1）……順序表示。章節符號「一」之標題請「置中」，自

（一）、1、（1）……之後標題，請「靠左對齊」。

　　六、 引文：引文之原文有誤並加以修訂時，應附加（作者按）；

引文有節略而必須標明時，概以刪節號……表示。

　　　　（一）隨文引文：加「　」；引文內又有引文則用『　』。英

文使用“　”；引文內又有引文則用‘　’。

　　　　（二）獨立引文：字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每行低三格，上

下不空行，與前、後段距離0.5 行。

　　七、 注釋：採隨頁注。注釋號碼用阿拉伯數字隨文標示，置於標

點符號後。注釋格式如下：

　　　　（一）首次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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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古籍原刻本：作者，注者：《書名》（〔朝代〕版本項），卷

數，頁碼。

　　　　2.　 古籍影印本：作者，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

元年份版次，版本項），卷數，頁碼。

　　　　3.　 專著：作者，譯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

份版次），頁碼。（若有兩位作者或譯者，請於名字間加

頓號以作區隔）

　　　　4.　 論文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西元年份版次），該文起訖頁碼。

　　　　5.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西元年月），

頁碼。

　　　　6.　 學位論文：作者：《學位論文名》（學校所在地：學校系所

學位，西元年月），頁碼。

　　　　7.　 報紙文章：作者：〈篇名〉，《報紙名》版次（或副刊、專刊

名稱），西元年月日。

　　　　8.　 網路資料：作者：〈篇名〉，網站名稱，網址，檢索日期：

西元年月日。

　　　　9.　 資料庫：資料庫名稱，網址：http://......，檢索日期：西元

年月日。

　　　　（二） 再次徵引：採用簡單注釋格式：作者：書名或篇名，

頁碼。

　　　　（三） 多次徵引：如論文中多次徵引同一本書之材料，除第

一次詳注外，其後徵引時，在引文後改用括號註明卷

數、篇章名或章節及頁碼等。

　　八、 數字：文內數字以採用阿拉伯數字為原則，字型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如：西元年月日，及部、冊、卷、期

數等等。

　　九、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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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說明文字須與內文一致，並以由左至右書寫為原則；

如需直寫，則由右至左。

　　　　（二） 圖、表均須編號，如需加標題則置於圖之下、表之

上；相關說明文字則置於圖、表之下。

　　十、 人物：文中敘及外國人物，需加上外文姓名及生卒年，如：

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

　　十一、徵引書目：

　　　　　（一） 徵引書目請列於全篇論文之後，請依作者姓氏筆

畫、出版時間先後或英文字母為序編排，書目形式仿

注釋體例（惟需將出版項之括號與頁碼去除，並統一

在句末附加句號）。

　　　　　（二） 中、外文書目資料並存時，中文在前，外文在後。

中、日文以著編者姓名筆畫，英文以著編者姓名字母

排列。

　　十二、英文稿件請參照Chicago Manual of Style之最新格式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