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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虞和钦撰写的5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6, 制定了中国第一套有机化合物命名系统。文章在介绍
此书的出版背景、体系后,分析其命名原则、要点、特征, 进而在介绍此书学术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其对中国

现行有机化学命名法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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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史上, 日本的无机化学名词对于中文无机化学名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于有机化学名

词方面,却影响甚微, 学界、坊间也没能出现一种像无机化学那样独领风骚、众说归一的命名系统。20世纪

初, 正在日本留学的虞和钦, 在多年反思音译和用日人所译之汉字命名有机物的种种弊端后, 提出一套系

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并将其撰成专著5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6(通常称为5有机化学命名草6, 以下简
称5命名草6)出版。虞和钦于此书中,不造一个新汉字,用汉语译义的方法,制定了中国第一套有机化合物

命名系统, 为现行中国有机化学命名法的拟定,乃至化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5有机化学命名草6的出版背景与体系

1892年 4月, 当时欧洲 34位著名化学家在日内瓦举行国际化学会议, 拟定了后来称为/日内瓦命名
法0的有机化学命名方案。之后,西方各国有机化学的系统命名便有章可循。但在我国, 20世纪初仍无统

一的有机化学命名系统,这与当时我国无机化学命名已趋于统一的情形, 大相径庭。此时, 虞和钦在研习

化学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国内有机化合物的西文汉译名纷然 乱,而据日文底本者,又多重译日本译音, 既

非译音,也非译义,可谓弊端种种,正如他在5命名草6的序中所言:
今也有机化学名,累粗俗罕见之字体,为奇离谲诡之名词, 是又名之不正,理之不顺者也。且

译音则辞涩,辞涩则读之也难; 译音则字险, 字险则记之也艰, ,一物之名, 译至数十字,读其音
则唇 舌缚,记其名则后先相忘,虽有善诵强识者,尚尤苦之。矧此等冗名, 在有机书中, 固习见

而非稀有者邪。抑余更有说焉,音译之蔽, 不独在读之难、记之艰, 实使学者不能顾名思义,而知

之不易也。112

1905年始, 虞和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学习化学,对有机化学更有深究 ) ) ) 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有
机化学方面的课题,即5人造靛之研究及轮质诱导体之改制6。然而,对于有机物的汉译,他深知: / 译义, 难

事也。有机质名, 最复杂者也,而欲一一命名, 决非深邃是学者, 穷岁月而为之不为功。1220且他又觉自己学
肤识浅,译义的愿望只好/荏苒有待,不敢辄为0。

另外, 虞和钦留学日本, 乃为逃避清廷对/苏报案0余党的进一步追查, 故其经济甚是拮据,无奈只好在
学习之余译书写文, 以所得的稿费补助学业、生活。他先是为上海普及书局翻译科学书籍, 后任上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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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中国化学会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对5化学命名原则6再次进行修订, 呈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核
准, 并改称5化学物质命名原则6,于 1951年公布实施; 1953年又进行修订, 从而使我国有机化学的命名原

则基本得到统一。1956年起,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对5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版)6中的有
机化学命名原则进行修订、补充,最终于 1960年完成5有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6, 是为新中国第一个

通行的有机化学命名系统。1978年, 中国化学会成立了/有机化学名词小组0,并参考/国际纯粹与应用化
学联合会0( Internat 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简称 IUPAC) 1979年公布的5有机化学命名法6,

对我国 1960年的5有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6进行增补和修订, 并于 1980年正式公布5有机化学命名
原则6(科学出版社 1983年出版) ,这是目前国内使用的有机化学系统命名法。

5化学命名原则6中所确定的有机物命名法, 经过多次修订, 成为我国现行有机化学命名系统, 其中无
疑蕴涵经过扬弃了的虞氏有机化学命名基本原则。其实,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系统被后世批判性地继

承,也是他本人的愿望。他曾写道: /本命名法, ,果能适用与否, 尚属疑问, 故曰-有机化学命名草. 。
,,海内诸学家, 如欲订正本书内之一质名或数质名,希先将本书批阅一过,否则求合于一方,或反戾于他

处, 不可不慎。12420

五、结   语

虞和钦在5命名草6中所提出的有机化学命名系统,其主旨以意译为宗,表现出之前傅兰雅等人的译音

命名法无法比拟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因不新造一个汉字而表现出来的保守性,也使得它存在一些不尽

人意之处,如承袭传统汉字因形音相离而阻滞文化传播的缺点。郑贞文等在扬弃虞和钦确立的一些意译

命名原则和具体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有机化学定名事业,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 虞和

钦早年厘定的有机化学系统命名原则能成为我国现行命名法的源本, 成为他/科学的中国化0实践之重要

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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