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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钦与无机物的 “某化某式”命名法＊

王细荣＊＊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　虞和钦是清末民国时期致力于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文章通过介绍虞和钦

的 《化学命名法》和 《化学定名表》等 文，分 析 了 其 引 介、推 广 无 机 物 “某 化 某 式”命 名 法 的 工

作，介绍了其 “某化某式”命名法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　虞和钦　某化某式　化学命名法　化学定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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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科学是通过引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科学名词、科学术语的翻译定名，是其中重要的一

环，亦是其中最基本的工作。在东西文科学书籍汉

译的过程中，除极少部分科学名词和术语可以找到

对应的中文名称外，大多数名词和术语必须另创新

词，或意译或音译。但随着译者日众、译文译书日

多，彼此所用名词、术语自然难以一致，同一科学

术语在不同的文章或不同译书中以不同的中文名出

现，甚至同一书中前后译名也不一致［１］。化学汉译

文章、书籍，也不例外，且还有用 “记号”替代化

学名称者 （如用 “炭 二 轻 四 养 二”表 示 醋 酸）。对

因此而造 成 化 学 知 识 交 流 和 传 播 的 不 便，虞 和 钦

（字自勋，仕名铭新，１８７９－１９４４）有深刻的识见，
曾言，随着近 代 化 学 的 发 展， “书 日 多，译 日 众，
而名语亦日杂。宗旧译者，既扞格而不胜；主新译

者，又家置一辞、人译一音，并杂以汉字和读之日

语，虽专家视之，亦殆不辨矣。”［２］为此，虞和钦在

早年的科学研习和科学传播实践中，除提出一套系

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外［３］，于无机物汉译定名

方面，也有所作为：撰写阐述无机物译名及其规则

的专文 《化学命名法》和 《化学定名表》等，促进

了无机物 “某化某式”命名法在中国的传播。

１　《化学命名法》与无机物 “某化某式”命

名法的引介

１．１　 《化学命名法》发表背景

１９世纪，汉译 化 学 书 籍 的 底 本 大 都 源 于 西 方

各国，中文无机物的翻译主要有２种方法。一种为

徐寿和傅兰雅等主张的 “连书原质之名”（即直译

无机物的分 子 式）法，如 法 文 “ｏｘｙｄｅ　ｄｅ　ｐｌｏｍｂ”

（分 子 式 为 ＰｂＯ），译 为 “氧 铅”，英 文 “ｌｅａｄ　ｏｆ
ｏｘｉｄｅ”则译为 “铅氧”；另一种为法国化学家毕利

干 （Ａｎａｔｏｌｅ　Ａ．Ｂｉｌｌｅｑｕｉｎ，１８３７－１８９４）等所主张

的 “意译”法，即按无机化合物的西文原意或者它

们的化学性质来翻译，如，过氯酸 （ＨＣｌＯ４）译为

“极绿强”、氯 酸 （ＨＣｌＯ３）译 为 “绿 强”。这２种

方法都存在一些缺陷，即 “连书原质之名”等于没

有命名，“意译”又沿袭了西方名词本身存在的混

乱和弊病［４］，故一些研习化学的国人企求能有更为

科学、简便的无机物命名法推出。
甲午战争后，国人 “师夷长技”的眼光开始转

向日本，从而掀 起 “西 学 东 游”的 热 潮。到 了２０
世纪初，汉译科学书籍的底本几乎被日文垄断，一

些传统士人也纷纷学习日语，研习日文科学原著。
此时，日本的化学命名方法传入中国，并用它取代

原有的命名方法，便成为国内化学界的一种趋势。
虞和钦再次以其敏锐的眼光，于１９０２年１月 （农

历辛丑年十二月），在 《普通学报》辛丑第３期上

发表 《化学命名法》，首 次 将 日 本 “某 化 某 式”的

无机物命名法引介到中国。

１．２　 《化学命名法》内容简介

“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方法，为日本前近代

时期科学 传 播 鼻 祖、百 科 全 书 式 学 者 宇 田 川 榕 庵

（１７９８－１８４６）在其编译的 《舍密开宗》（共２１卷，

１８３７年开 始 刊 印）中 最 早 使 用，如 酸 化 铅 （即 氧

化铅）、酸化锡 （即氧化锡）。后来，日本的 《化学

訳语集》（东京化学会编，１８９１年４月东京化学会

出版）、《化学语汇》 （高松丰吉、樱井锭二合编，

东京内田老鹤圃１９００年１１月出版）２书均将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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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文无机物的命名方式。不久，虞和钦在 《化学

命名法》中，又将这种日文命名方式应用于无机物

的中文命名上。
《化学命名法》全文共１４页，分为 “根基及残

基”“自二原 （元）素合成化合体之命名法”“自三

元素以上合成化合体之命名法”３部分，主要阐述

根 （或基）、二元化合 物、三 元 或 三 元 以 上 化 合 物

（包括酸、碱、盐）的命名法。虞和钦的这种行文

安排，恰好也与为中国近代化学命名统一工作贡献

最多的郑贞文所谓的 “化合物以先定根基之名为入

手”［５］之说相符。
第１部分主要介绍何谓根基及残基 （根或基），

以及它们的命名法。文中称：“根基及残基者，乃

未饱和之原子簇，恰如元素一般，以构成化合体之

成分，而于其化合体中，元素原子又得与同价之原

子簇 交 换 者 也。”这 个 定 义 与 现 代 化 学 中 “根

（基）”的定义并无二 致。关 于 根 基 及 残 基 的 区 别，
虞和钦指出：“通例炭素化合体之原子簇，谓之根

基；其它元素之原子簇，总谓之残基。”故 这 里 的

“根基”即是现在有机物中的不饱和原子团———基，
“残基”即是现在无机物中的不饱和原子团———根。
而根基及残基的命名方法，则是随对应的饱和化合

物之名称而命名。文中是通过举例的方式介绍的，
例如，ＯＨ———水 酸 基，ＮＨ———磠 基，ＳＨ———硫

水基，ＮＯ２———硝基，而ＣＨ３ 则 直 接 用 日 文 的 片

假名 “メチール”。
第２部 分 主 要 阐 述 二 元 无 机 化 合 物 的 命 名 方

法，即 “某化某式”命名方法。其表述为： “此种

之化合体，于其成分之一元素加一 ‘化’字。”如，
锑绿 （ＳｂＣｌ３）命名为 “三盐化锑”（今名 “三氯化

锑”）。对于一元素可形成２种化合物时，则低化合

价者，加一 “亚”字，如，汞 绿 （ＨｇＣｌ）命 名 为

“亚盐化汞”（今名 “氯化亚汞”）；对于一元素可形

成３种及以上化 合 物 时，除 前 述 的 加 “亚”字 外，
也有给阴根加数字的，即 “其化合体之分子中所含

之酸素 （氧）、格鲁儿 （氯）、冒罗谟 （溴）等之原

子数也”。如，Ｐ２Ｏ５ 命名为 “五养化磷” （五氧化

磷）。对于某一元素 有 多 种 氧 化 物 时，则 “其 顺 序

命名，更称为亚酸化、亚酸化酸化、酸化、过酸化

者”。如，ＭｎＯ命名为 “亚酸化锰” （亚氧化锰）、

Ｍｎ３Ｏ４ 命名为 “亚酸化酸化锰”（亚氧化氧化锰）、

Ｍｎ２Ｏ３ 命名为 “酸化 锰” （氧 化 锰）、ＭＮＯ２ 命 名

为 “过酸化锰”（过氧化锰）。
第３部分主要阐述三元及三元以上无机化合物

（酸、碱、盐）的 命 名 法。本 部 分 除 主 要 阐 述 酸、
碱、盐的命名方法外，也有酸、碱、盐的定义、性

质 （检验方法）、种类 的 介 绍。现 根 据 此 部 分 内 容

整理成表１，以示其酸、碱、盐等各类化合物命名

方法之一般。

表１　三元及三元以上无机化合物 （酸、碱、盐）的命名法与实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ｃｉｄ，ａｌｋａｌｉ，ｓａｌｔ）

大类名 分类名 命名方法／定义 命名示例

酸

水素酸

（无氧酸）

酸素酸

（含氧酸）

失水酸

（酸性氧化物）

不含酸素之酸，又谓 “造盐素酸” ＨＣｌ氢氯酸 （盐酸），ＨＢｒ氢溴酸

不含酸素之根基与水素化成之酸 ＨＣＮ氢氰酸 （藏化水素酸）

非金属、类 似 非 金 属 之 金 属 元 素 与 水 素、

硫磺合成之酸
Ｈ２ＣＳ３ 硫炭酸，Ｈ３ＡｓＳ４ 硫砷酸

在酸质元素 名 （如 炭、硫）后 加 酸 字；对

于酸质元素 可 形 成 二 种 酸 者，则 其 酸 素 少

者加一 “亚”字；对 于 酸 质 元 素 可 形 成 二

种以上 酸 者，则 再 加 “次” “过”字，以

别之

Ｈ２ＣＯ３ 碳酸；

Ｈ２ＳＯ４ 硫酸，Ｈ２ＳＯ３ 亚硫酸；

ＨＣｌＯ４ 过 氯 酸，ＨＣｌＯ３ 氯 酸，ＨＣｌＯ２ 亚 氯 酸，

ＨＣｌＯ次亚氯酸

在酸名称前加 “无水”二字 ＳＯ３ 无水硫酸；Ｐ２Ｏ５ 无水磷酸

盐基 （碱）

酸素盐基
在构 成 盐 基 之 金 属，冠 以 “水 （氢 氧）

化”字
ＫＯＨ氢氧化钾；Ｚｎ（ＯＨ）２ 氢氧化锌

硫磺盐基 在构成盐基之金属，冠以 “硫水”化字 ＫＳＨ硫氢化钾；Ｃａ（ＳＨ）２ 硫氢化钙

失水盐基

（碱性氧化物）

在构 成 盐 基 之 金 属，冠 以 “酸 （氧）化”

等字
Ｋ２Ｏ氧化钾；Ｋ２Ｓ硫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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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名 分类名 命名方法／定义 命名示例

盐

正盐

（中性盐）

酸性盐

盐基性盐

（碱性盐）

复盐

自造盐素 酸 所 成 之 盐，其 名 称 与 “自 二 元

素合成化合体之命名法”相同
ＮａＣｌ绿化钠；ＮａＢｒ溴化钠

凡盐类含有 酸 素 者，其 命 名 法 常 于 酸 之 名

称下，附以金属名，此金属即 与 水 素 （氢）

交换者也

Ｎａ２ＳＯ４ 硫酸钠；

Ｎａ２ＳＯ３ 亚硫酸钠

凡同一金属，其成酸时，有异种之亲和价，

则于其金 属 名 之 上，亲 和 价 少 者 另 加 “亚

酸化”三字，多者加 “酸化”二字

ＦｅＳＯ４ 硫酸亚酸化铁

Ｆｅ２（ＳＯ４）３ 硫酸酸化铁

数盐基 性 酸，从 其 交 换 之 水 素 质 原 子 数，

分为第一、二、三等之盐

ＮａＨ２ＰＯ４ 第一 磷 酸 钠，Ｎａ２ＨＰＯ４ 第 二 磷 酸 钠，

Ｎａ３ＰＯ４ 第三磷酸钠

自中性盐与水化物又酸化物化合者也 Ｐｂ２（ＯＨ）２ＮＯ３ 盐基性硝酸铅

酸中之水素，以异种之金属交换者也 ＮａＭｇＰＯ４ 磷酸钠镁；

自造盐素酸 所 成 之 复 盐，其 原 子 相 引 有 一

定之状
２ＫＣｌ＋ＰｔＣｌ４ 绿化铂钾

　　注：表中 “命名方法／定义”基本上为文中原文，“命名示例”均用现在化学元素名称。

１．３　虞氏 “某化某式”命名法优缺点

《化学命名法》介 绍 的 “某 化 某 式”无 机 物 命

名方法，是建立在对根基的命名基础之上的，与当

时其他的无机物命名法相比，具有较大弹性或较强

的包容性。它除酸、含氧酸正盐等少数几种类型的

化合物外，均在物质名词中，插有一个 “化”字，
并引入 “亚”“次”“过”，简捷而明晰地给出了多

化合价元素之化合物的命名，使用数字词头修饰根

基名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化合物的分子构成。这

种命名法基本上符合 “信、达”标准，但其中也存

在一些缺陷。例如，有些命名法过于冗长 （如硫酸

亚酸化铁）；命名二元 化 合 物 时，只 用 数 字 修 饰 阴

根，而 不 修 饰 阳 根 （如 Ｐ２Ｏ５ 命 名 为 “五 养 化

磷”）；一些化学元素、化学名称与术语，叙述比较

混乱，对同一物质或元素，有的地方用日译名，有

的地方用当时或是作者新创的汉译名 （详见表２和

表３）。

表２　 《化学命名法》中部分元素日译名、汉译名与现名对照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ｍｅ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元素符号 Ｏ　 Ｈ　 Ｃｌ　 Ａｓ　 Ｂｒ　 Ｉ　 Ｆ　 Ｎ

日译名 酸素 水素 盐素 格鲁儿冒罗谟 诙度 弗铝阿儿 窒素 －

汉译名 养 轻 绿 砒 溴 碘 弗 淡

现　名 氧 氢 氯 砷 溴 碘 氟 氮

元素符号 Ｐ　 Ｋ　 Ｆｅ　 Ｃａ　 Ｂｉ　 Ｎａ　 Ｍｇ　 Ｐｔ

日译名 － 加　谟 铁 加尔叟谟 苍铅 那笃谟 麻倔湼叟谟 白金

文中汉译名 磷 钾 鐡 钙 铋 钠 镁 铂

现名 磷 钾 铁 钙 铋 钠 镁 铂

表３　 《化学命名法》中部分化学术语、化学名称与现名对照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ｍｅ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文中名 根基／残基 酸化 水 （酸）化 盐化 原素 盐基 亲和价 化合体 里低暮司纸

现名 基／根 氧化 氢氧化 氯化 元素 碱 化合价 化合物 石蕊试纸

２　《化学定名表》与 “某化某式”命名法的

推广
《化学命名法》发表后，虞和钦即在后来编译

的化学书籍和化学文章中使用 “某化某式”的命名

法。例如，１９０２年８月 出 版 的 译 著 《化 学 实 用 分

析术》，在第一编第三节 《重要化合物之名称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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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明确写道：“中国旧译本俱以记号作化学名称，
但近日既用新式，觉如前仍用记号，甚不妥便，今

从东书中 酌 定 如 左。”［６］这 里 所 谓 的 新 式 命 名 就 是

“某化某 式”法，如 出 现 溴 化 轻 （ＨＢｒ）、盐 化 镁

（ＭｇＣｌ２）、酸化钠 （Ｎａ２Ｏ）等名词。１９０２年１０月

发表在 《政 艺 通 报》上 的 《有 机 化 学 沿 革 说》一

文，也 已 见 硫 化 水 银 （ＨｇＳ）、硫 化 铁 （ＦｅＳ）等

名词。不过，虞和钦推广无机物 “某化某式”命名

法最为得力之作则是发表在 《科学世界》上的 《化
学定名表》。１９０３年４月始，虞和钦编制的 《化学

定名表》陆续在其主编的 《科学世界》上发表，其

中给出了大量中文无机物名词。关于撰写此文的目

的，虞和钦在篇首写道：“自同治初年迄今日，我

国已译化学书虽不多，然名目参差百出，专业者既

费参考，续译者又无所适从，且我国旧译本多无化

学名称，俱以记号 （“记号”有元素符号和汉字２
种表示 形 式。如 硫 的 记 号 为 “Ｓ”，硫 酸 的 记 号 为

“轻二硫养四”———笔者注）当之。在昔用旧式时，
尚便记臆。今日既用新式，觉如前仍用记号，必无

是理。略之固不成名；全列之，更冗长难读。而近

时译者，又多未识旧名，译以东语，其字 音 杂 凑，
虽寻常原质，专门学家，犹难猝解。”因此，“依东

西各国化学名例，撰以今名”［７］。故文中所 列 的 元

素译名、物质的化学 名 称，已 难 觅 《化 学 命 名 法》
中的日 译 名 踪 迹，如 酸 素、水 素、盐 素 等 的 日 译

名，已统一 使 用 养、轻、绿 等 汉 译 名。关 于 这 一

点，虞和钦在后来也有提及：“用日本汉名，如水

素、酸素、盐素等，亦与我国原质名概用一字之例

不合……译书诸君，如不弃鄙言，深希此 后 译 书，
仍用旧译原质名，并参观拙著 《化学定名表》 （见

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之 《科学世界》
中）、王君季点 《无机化学命名法私议》（见光绪三

十二年东 京 中 国 学 生 工 业 研 究 会 出 版 之 《工 业 会

志》第一册）、家 弟 和 寅 近 译 《近 世 化 学 教 科 书》
（今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可也。”［８］

《化学定名表》涉及７９３个化学名词，分 别 列

出它们的中文定名、英文名、化学式，方便读者查

对。如果说 《化学命名法》是 “某化某式”命名系

统一般法则的介绍，那么 《化学定名表》中的中文

定名则是该法则的具体运用，且具有一定引领无机

化学名词划一的意义。

３　 “某化某式”命名法的影响

虞和钦介绍的 “某化某式”命名法尽管存在一

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其简明、分类清

晰、能直接传达物质组成信息的特点还是显而易见

的，故在１９０８年我国最早的官定术语标准 《化学

语汇》问世之前，就有不少学者 （如王季烈、尤金

铺等）在编译实践中采纳了这种方法。更为重要的

是，虞和钦的 “某化某式”命名法，对后来我国无

机化合物命名规则的制定，也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

作用。１９０７年 清 朝 学 部 在 审 定 《化 学 语 汇》时，
就采用 “某化某式”的 无 机 物 命 名 方 法。民 国 后，
这种化学名词命法不仅受到官方的支持，而且很多

学术团体，如博医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

药学会、科学名词审查会 （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１５年

的医学名词审查会，由博医协会、中华医学会、中

华民国医药学会和江苏省教育会组合而成。医学名

词审查会于１９１７年开始编审化学名词，鉴于化学

名词杂乱无章等原因，医学名词审查会在１９１８年

１２月扩大 并 改 名 为 科 学 名 词 审 查 会）等，一 些 具

有影响力的学者，如郑贞文、吴承洛、梁 国 常 等，
或出版机构，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也认同这种命名

方式，使得它在民国初期几次统一中文化学名词、
术语的尝试中，也备受青睐，即１９１５年陈 文 哲 拟

定、教育部颁布的 《无机化学命名草案》，１９１８年

科学名词审 查 会 制 订、教 育 部 审 定 的 《无 机 化 合

物》名词，１９２０年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郑 贞 文 所 著 的

《无机化 学 命 名 草 案》，都 采 纳 了 “某 化 某 式”命

名。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 《化

学命名原则》中，无机物的 “某化某式”命名法同

样被采用，如二元化合物的命名方法为：“仅以一

种之化合价结合者，称为某化某或某化亚某，阴性

之名居前，阳性居后……以二种之化合价结合时，
较高者称为某化某，较低者称为某化亚某，亦可从

分子式命名，称为若干化若干某。”［９］ 《化学命名原

则》于１９３３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

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它，因

而该原则成为化学名词真正的全国性标准，从而使

虞和钦引介的 “某化某式”命名法被广泛地传播，
并沿用到今天。

关于虞和钦引介的这种 “某化某式”命名法能

够被多数学者接受，并最终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
除它本身具有形象、简捷、弹性大、包容性强等优

点外，台湾科学史学者张澔的分析，不失为一种别

样的解读。他指出，“化”字本身，对中国人来说

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 “在学习西方化学的时

候，例 如，在 描 述 和 理 解 无 机 化 合 理 论 的 时 候，
‘化’字所蕴含的意义会提供中国人很多思考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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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空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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