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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对 #(*./* 一词的翻译

江- 南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011121）

- - 3114 年第 03 期《物理》上发表了 5 篇针对 6(*.7
/* 一词汉译质疑的短文［0 8 5］，读后觉得很有意思。

想想又觉得文中有些说法似乎并不合理，因此也想

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6(*./* 一词是由 9*,:/’); 在 0<32 年首先用于

描述辉光放电中的现象的。根据当时与 9*,:/’);
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员 =1 年后的回忆文章［=，>］，当初

9*,:/’); 采用 6(*./* 来描述气体放电中与鞘层相

对应的均匀放电区（ 我们现在称作等离子体的部

分）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0）6(*./* 一词当时已存在，在生物医学领域

被用于表示“动物血液中的有形成分（ 血细胞、血小

板等）被除去后的循环液体”（大英百科全书），它作

为基质携带血液中的其他成分（ 营养物质、代谢物、

功能细胞等）构成血液循环。9*,:/’); 当时显然考

虑了这样的类比，认为等离子体是一种由电子、离子

等自由电荷组成的均衡的基础物质，其中携带着大

量的中性物质（ 包括原子、分子等），虽然当时可能

还不是十分清楚到底都有哪些成分。

（3）6(*./* 一词是由拉丁语的 #(*..?), 转变来

的，其本意为 "@ /@(A，即浇注成型。当时的气体放

电是在玻璃泡中形成的，就像现在的霓虹灯管，等离

子体充满除鞘层以外的整个玻璃泡，像注塑一样。

随着科学的发展，#(*./* 一词的内涵已发生了

非常大的变化。翻开任何一本讲述等离子体物理的

教科书或现代百科全书，其中关于 #(*./*（电子学）

的解释大致如下：

（0）等离子体是物质在高温下的一种形态（ 物

质的第四态）；

（3）等离子体是带电粒子和中性粒子组成的表

现出集体行为的一种准中性气体。其主要特征是由

等量（或大体等量）的异号电荷组成，对外界呈准中

性，但是由于空间电荷的原因，这种物质既有自身的

相互作用，又受外加电磁场的作用。

现在来考虑 #(*./* 一词的汉译。上面提到的

三篇短文已经指出，该词的汉译主要有两个版本，台

湾学者译作“电浆”，大陆学者译作“ 等离子［ 体］”。

“电浆”可 能 由“ 血 浆”转 义 而 来，这 似 乎 更 接 近

9*,:/’); 采用这一词时的本意。但是本人以为最初

将 #(*./*（生物学）译作“ 血浆”本身就值得质疑。

中文的“浆”是指“较浓的液体”（ 新华字典）。普通

中国人看到“血浆”一词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浓缩的

血液”，其中包含了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等血液

中的所有物质，只是失去了部分水份。可见“ 望文

生义”要不得。西方人经常去献 #(*./*，我在法国时

的一位邻居每个月都要去献一次 #(*./*。他们认为

这样做对身体无损。可是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说去

献“血浆”，他们一定与西方人有不同的想法，这可

能也是为什么“ 献血浆”在中国还不那么流行。赵

凯华先生［3］认为科技名词的翻译“ 应回避日常用

语”，“浆”字可能就犯了这个忌。人们太熟悉这个

“浆”字了：泥浆，纸浆，糖浆，⋯⋯但是为什么赵先

生在“电浆”这个词上没有坚持自己提出的这个原

则？6(*./* 具有“ 某种物质中的基础介质”这一内

涵，虽然“浆”字可能有一点这样的意味，但是从“血

浆”和“电浆”中都还很难体会这样的内涵。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我们不知道“电浆”一词

出现于何时。在民国二十三年（0<5= 年）出版的《物

理学名词》以及民国二十九年（0<=1 年）出版的《 英

法德日中对照理化名词汇编》中还没有 #(*./* 的词

条。我们找到的最早有 #(*./* 词条的英汉词典是

0<>5 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订，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物理学名词》，其中采用了“ 等离子区”作为汉

译。我敬佩该词的译者（佚名）。虽然 6(*./*（电子

学）现在已被广泛应用，但在当时可能还很少能在

词典类书中找到。0<>5 年版的《 大英百科全书》在

解释辉光放电现象时提及 #(*./*，但是没有给予解

释或定义。0<>= 年，美国 B!? C!)"?D;)*;. 6;?.. 9"A
出版的《E F)+")@,*;G @D H+)?,+?》中还没有 6(*./* 词

条。在这样的背景下将 #(*./* 译作“等离子区”，译

者一定经过了深入的思考。这个翻译中的“ 等”字

非常好，反映了 #(*./* 的本质特征之一：等量的异

号电荷，而且“等”有“ 平衡”的含义，暗含等离子体

具有平衡态的特性。为何用“ 等离子”，突出离子

呢？我们认为，可能与当时人们对等离子体的认识

有关，等离子体是在气体电离时产生的。《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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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01(5》自 789: 年第 #7 卷才开始将 ).05;0 列入

检索词，7898 年第 #$ 卷第一次将 ).05;0 列入目录

时是将“ <=2/>0(/=2，?.05;0”列为一行的。可见在当

时人们的理解中离子在等离子体中的地位。

比较这两个汉译词，“电浆”更多地表达了 ).05@
;0 的宏观形态，并含有一些“ 基质”的意味；而“ 等

离子体”则更多地强调了 ).05;0 的微观特点，含有

“由荷电粒子组成的均衡体”之意。从现代科学意

义上来看，).05;0 的一个重要含义是“ 物质的第四

态”，而“ 电浆”就不合适了，它已有物质的第二态

———液体的含义；这方面“ 等离子体”就好多了，它

至少反映了物质第四态的微观特性。但是“ 等离子

体”也有一些不足，它首先违反了翻译学“ 信、达、

雅”原则中的“信”，与 ).05;0 的原始含义不符（这方

面“电浆”可能更好一些）；它过多地强调了离子，有

失对称和平衡；再一个是字多了，用起来不方便。

从翻译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人更喜欢意译，即由

字反映该词的含义。这是由于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

变而来之故。其实“ 电浆”和“ 等离子体”都是遵循

了这一原则的，只是看来做得不够好，使得有相当多

的学者对这两者都不满意。大家认为这两个汉译词

都不能忠实地表达原词的意思并且不便使用。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建议造一个新汉

字来表达呢？其实汉语作为世界上生存时间最悠久

的一种语言有着很强的造新词的能力。当然，造新

词需要非常谨慎，否则会使得原本已经非常大的汉

字库更加臃肿。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

些外来专业术语不用新字就很难将其正确地表达和

方便地使用。这是有先例的，如：熵（A2(6=)B），焓

（A2(’0.)B），以及众多的化学元素的名称。就 ).05;0
一词造新字我们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

（7）?.05;0 是物质的第四态，这是一个新概念，

它在科技领域的重要性不亚于“熵”的概念；

（$）两个现有的关于 ).05;0 的汉译词都不能精

确地反映 ).05;0 的本意，新字可以精确定义并方便

使用；

（"）“电浆”和“等离子体”这两个词已分别被广

泛应用于海峡两岸的科学文献（ 甚至日常生活）中，

很难统一于其中某一个词上。如果我们能组织两岸

和港澳以及海外华人学者一起讨论确定一个新词，

则可以首先统一该汉字在专业领域的使用，再逐步

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去。

我们不妨试着在此推荐一个新造汉字作为引玉

之砖。汉字的创造主要采用“ 像形”，“ 会意”，“ 假

借”，“形声”等方法。许慎在中国最早一本介绍汉

字来源的书《说文解字》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盖

依类像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大

意是说，用已有的像形文字（称“文”）通过形声的适

当组合构成新“字”。按照这个原则，我们试着造了

一个新字“火白”，建议读作“)C”（ 帕）。“ 火”字旁表

意，盖因 ).05;0 是物质在高温时的状态，属火。而

且“火”还是古希腊文化中物质四元素之一。“ 白”

表音，取自 ).05;0 的英文发音，且汉语拼音正好为

该英文字的首尾字母。

造字容易，而是否被大家接受则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这儿提出来只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如果有

更多的学者对“电浆”或“等离子体”这一汉译不满

意，则可以考虑换一个字来表达这个 ).05;0 了，“火白”

只是可能的候选之一。特别是如果海内外的华人科

学家都能用相同的汉字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则更是华

人科学界的幸事了。这里涉及的就不仅仅是 ).05;0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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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阎守胜注：非常高兴大家关

注 ).05;0 一词的中文定名，和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我参加 $%%# 年 7 月中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有关第 777 号元素中文定

名的讨论会上知道，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的规定，新造汉字门槛极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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