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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論述中文言到白話的過渡 
--以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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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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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科學需要語言表達，近來諸多研究 (如

Fang, 2006)開始注意到語言對科學學習的

重 要 性 ， 若 忽 略 語 言 在 科 學 教 育 中 的 角

色，有時將很難看得出學生學習科學之困

難所在。此處舉例的 Fang 發現不同文體會

影響孩童的學習，當孩童從低、中年級進

入到高年級時，科學教科書也會從故事性

的敘述內容，改變為以解釋為主的說明。

這種語體的轉變並非學生所熟悉，因此容

易在四升五年級造成一個學習障礙。  

華文世界則是另一個語言體系，或許

有另外的語言文字特徵有待發掘。本研究

鑒於對華人而言科學為一外來的文化，西

方科學藉著翻譯傳進中國，此時知識的載

體——中文本身也歷經白話文運動，在這

一百多年間起了巨大的變化。若以科學論

述當做定位參考，藉由一個在西方早已發

展 定 型 的 科 學 概 念 — — 牛 頓 第 一 運 動 定

律，在這一百年來在中文教科書所呈現的

方式，探討科學論述中文言到白話的過渡

情況，或許有助於了解科學教科書的用字

特色。本研究目的希望檢視自嚴復翻譯開  

* 為本文通訊作者  

始，教科書的科學論述中，文言到白話的

演化軌跡。  

由 於 以 往 這 方 面 的 探 討 多 從 文 體 對

立之立場來看，鮮少從其功能來了解，為

此 本 研 究 先 對 相 關 歷 史 背 景 與 功 能 做 介

紹，由此引導出本研究的目的，再分析百

年來牛頓第一運動定律中的中文論述「文

言用字比例」與「對仗情況」二方面內容，

最後則提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歷史背景 

(一 ) 傳統教育  

中國幅員廣大，古代為了方便政

令流通，遂有科舉取士之制，選取各

郡 縣 可 堪 造 就 的 少 年 送 到 京 師 讀

書，畢業後補「文學掌故」缺，再放

任 到 外 地 協 助 政 府 頒 布 的 詔 書 律 令

貫 徹 執 行 到 民 間 (胡 適 ， 1969)。 之 後

此發展越來越制度化，考試的相關規

定也越來越嚴，自明朝起明定科舉考

試的內容均出自四書五經，並採用朱

熹的集註，而格式亦有制式的要求，

每段須遵從適當的發語詞、轉折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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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詞等規定，其中有部分細分成八

股，要求嚴謹的對仗，此為「八股取

士」的名稱由來，此制度維持了五百

年之久 (王凱符，2002)。  

漢語單字單音，字音又有平上去

入之別，若詞語搭配得好，就會產生

疾 徐 快 慢 的 節 奏 和 抑 揚 頓 挫 的 聲 音

之美，散文如此，詩賦、駢文更是如

此。八股文的排偶便是吸收了古代詩

文 的 特 點 制 定 而 來 (王 凱 符 ， 2002)。

即 使 連 胡 適 (1975a) 也 認 為 排 偶 是 人

類語言的特性，在先秦諸文即可見，

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等自然

對仗。古籍的這些排偶句，多是根據

表情達意的需要，自然成對，無斧鑿

痕跡。然西漢以後作者僅在重修辭，

排 偶 句 式 大 興 ， 發 展 了 漢 語 的 形 式

美，但也忽視文章內容而逐漸空洞，

到唐宋曾有古文運動，希望恢復樸實

文風，然其雖反對駢文，但不排斥對

仗 (王凱符，2002)。  

由上可知，八股文的內容是傳統

儒學的產物，其形式吸收了古文的美

學特點，講究對偶，另有發語詞、轉

折詞、與結語詞等規定用於強化內部

聯繫，襯托出嚴謹的邏輯關係。八股

文雖也有佳作，但經五百年來的模仿

抄襲，就內容遂有「天下文章一大抄」

的陳濫之譏，就形式更囿於平仄諧韻

有 嚴 格 的 要 求 (王 凱 符 ， 2002)， 發 展

到 清 末 僅 存 僵 古 難 化 之 空 殼 與 細 微

纖巧的枝節，面對西學東漸與日趨複

雜的環境發展，二千年前的聖人之言

似有不足之處，當代能文的迂儒更顯

無用，因此有識之士皆欲思索改變振

奮的契機。  

(二 ) 廢除科舉與教育改革  

前 述 科 舉 制 度 皇 帝 只 消 一 道 命

令，全國廣開學堂，蜂擁送子弟去讀

古 書 ， 學 做 科 舉 文 章 (胡 適 ， 1969)。

從 明 清 學 童 的 啟 蒙 書 通 篇 駢 偶 押

韻、對仗工整，便可知其影響之深。

這些如果當作兒歌消遣，自有其樂趣

韻味；但若以此當作整個國家的選官

標準與民族精神，恐大有問題。歷年

來有不少人批評八股取士的問題，連

始 作 俑 者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都 曾 感 嘆 科

舉選士的人才不符其初衷。至清聖祖

康熙也思廢八股，他曾與朝臣討論終

日，卻無人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

因 此 沿 用 (曾 重 凱 ， 2007)。 民 間 雖 也

有反省之聲，諷刺的是文章寫來卻多

也八股味十足 (王凱符，2002)。  

然而時代不同了，當中國人還在

勤寫八股不知如何跳出窠臼時，西方

人 夾 著 船 堅 砲 利 開 始 積 極 敲 開 中 國

的 大 門 。 此 時 民 間 西 式 學 堂 陸 續 興

起 ， 翻 譯 書 也 大 量 印 售 ( 樊 洪 業 ，

2009)，但科舉考試不廢，多數人仍走

傳統士大夫之路，僅有極少的人會接

觸西學，更遑論精學貫通。清廷直到

1905 年 才 在 內 外 交 逼 下 不 得 已 廢 止

科舉，並希望以西式學堂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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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拔 擢 符 合 新 時 代 需 求 的 人 才 (曾 重

凱，2007)。  

中 國 第 一 所 自 設 的 西 式 學 堂 是

同 治 元 年 (1862)的 京 師 同 文 館 ， 其 後

又 有 上 海 同 文 館 (1864)、 福 建 船 政 學

堂 (1867) 等 陸 續 成 立 ， 教 授 學 員 外

文、算學以及其他相關的科學技術專

業課課程，但規模不大。直到光緒 27

年 (1901)慈 禧 諭 令 各 省 所 有 傳 統 書 院

皆 改 為 西 式 學 堂 ，「教法以四書五經

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

治藝學為輔」， 正 式 宣 告 傳 統 書 院 走

入尾聲，西式學堂在政府鼓勵下大量

出 現 (曾 重 凱 ， 2007)。 廢 科 舉 之 後 ，

學堂不再以四書五經為基本，而以修

身和識字課為始，後續再習算數、科

學等內容。傳統儒學被簡化納入眾科

之中，雖暫列第一，但意義已大不相

同，此代表知識分子學習結構的改變

(樊洪業，2000)。  

(三 ) 白話文的興起  

秦始皇下令「書同文」後，使得中國

文字不僅在形態上統一，也在官方文

件的語法上統一，這種形式雖經千年

但因科舉考試而少變動，成為「文言

文」的主體；但語言則在各地有不同

的方言，同時也隨時間而變異，一般

稱 之 為 「 語 體 文 」， 或 者 近 代 稱 之 為

「 白 話 文 」 (胡 適 ， 1969)。 古 代 讀 書

人為了要做官因此會學習文言文，除

了用在正式的官方文件外，傳統讀書

人 也 認 為 唯 有 文 言 文 才 足 以 表 達 思

想，鮮少使用語體文來寫文章，除了

少 數 的 小 說 以 及 部 分 的 佛 教 經 典

外，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文字大多

屬 文 言 文 (黃 溫 良 ， 2005； 羅 秀 美 ，

2004)。  

文 言 文 的 特 色 與 古 代 書 寫 環 境 有

關，由於古代書寫不易，故為文尚精

簡 且 習 用 對 仗 押 韻 以 利 傳 誦 ( 陳 獨

秀，1975)；又由於沒有標點符號，因

此 須 用 特 別 的 詞 彙 來 表 示 一 個 句 子

的開始、停頓與結束。這些條件與限

制在說話的時候並不存在，因此會加

深古代「言文分離」的鴻溝。另外漢

字 不 像 歐 洲 文 字 可 藉 著 形 態 的 調 整

改變詞性，漢語是利用語序與虛字來

達 到 詞 性 變 化 的 功 能 ( 胡 珮 琪 ，

2008)。當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時，傳

統的詞語不夠使用，諸多書寫上的限

制也隨著文明輸入而消失，許多學者

還會視文法為文明的肇始、科學的初

步，相較之下文言文在當時並未如西

方有文法明確的規範，因此從同治年

間 黃 遵 憲 開 始 (1868)，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應該廢除文言，提倡「我手寫我口」

的白話文，期使文章容易為人理解，

方能普及教育、開發民智、符合時代

潮流，並期能建立合乎文法的白話語

文 規 範 ( 詹 玉 娟 ， 2005 ； 羅 秀 美 ，

2004)。  

這 股 風 氣 於 清 末 就 已 經 在 報 界 獲 得

廣 大 迴 響 ， 從 光 緒 廿 四 年 (1898)我 國

第 一 份 白 話 報 紙 《 無 錫 白 話 報 》 開



科學論述中文言到白話的過渡--以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為例 

 

- 23 - 

始，許多白話報紙出現並大受歡迎，

到民國初年已經有十餘種。此熱潮逐

漸 席 捲 到 教 育 界 ， 光 緒 卅 二 年 (1906)

前後，上海出版了《繪圖中國白話地

理 》 等 用 白 話 文 寫 的 教 學 用 書 (詹 玉

娟 ， 2005)。 進 入 民 國 之 後 又 有 胡 適

(1975a, 1975b)、陳獨秀 (1975)等人發

起的白話文運動，民國 7 年短短的幾

個月內先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

〈文學改良芻議〉等多篇文章，對白

話文起了莫大鼓舞。在這一波改革浪

潮中，改革者心中文言與白話的最大

差別可從胡適 (1975a)的「八不」看出

來 ， 其 內 容 分 別 是 一 、「 須言之有

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

求文法」； 四 、「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

七 、「不講對仗」； 八 、「不避俗字俗

語」。 他 自 己 也 在 大 學 中 率 先 用 白 話

文 編 寫 講 義 ， 鼓 勵 學 者 用 白 話 文 創

作，後來甚至完成《白話文學史》一

書，將白話文學奉為中國文學正統，

刻意排斥仿古、駢文、官書等內容，

並 以 漢 朝 名 臣 公 孫 弘 的 一 篇 奏 章 (大

意為朝廷頒布詔書律令，雖然非常照

顧百姓，但文字典雅艱深，一般的小

官都看不懂了，怎麼能執行並向下宣

達呢？ )，斷然宣布古文早在漢朝就已

死亡，而看好小說、樂府、戲曲等內

容  (胡適，1969)。  

在這種氣氛中，民國 9 年北洋政府則

正 式 明 令 廢 止 初 等 小 學 的 文 言 文 教

材。然而命令易下，但當時符合小學

階段的白話文章並不多，因此國語教

科書中或者仍沿用文言，或者雖用白

話 但 卻 缺 少 內 涵 與 美 感 ( 詹 玉 娟 ，

2005)。檢討起來，有的學者認為這是

文 言 過 渡 到 白 話 的 文 學 進 化 過 程 (羅

秀美，2004)，有的學者則認為這代表

了 傳 統 文 化 的 斷 層 (詹 玉 娟 )。 但 無 論

學者如何評價，現今各級學校的教科

書，除了國文還有幾篇文言文之外，

其他主要都是使用「白話文」。  

 

二、學術論述的文白決擇   

以上為歷史背景概述，本單元針對西

學引進的翻譯或論述，再作聚焦。  

清 末 一 連 串 的 戰 敗 引 起 取 法 西 方 的

聲音，但許多僅是皮毛。然而教育轉向還

是募得人才進入西式學堂學習，真正有深

度的西方學術翻譯還得靠這些人才留洋學

習富強之道，有深切體悟回國服務開始。

但清廷對於人才的培育規畫不夠全面，未

替西式學堂或留學回國者留出路，因此這

些 人 通 常 無 法 在 重 要 職 務 上 擔 任 一 官 半

職，例如留英的嚴復雖然對西方自然科學

與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觀察與研究，但回國

後僅擔任類似現在的海軍官校的教員，頂

多到校長，人微言輕 (Swartz, 1969，沈文

隆譯，1977)。  

官場中的嚴復發展受壓抑，但文化上

的嚴復則是一個開拓者。他觀察到當時京

師官紳的膚淺作為，了解當時的自強運動

僅是器物技能模仿必定不會成功。甲午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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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失敗更讓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並激

發起捨我其誰的心理，開始為文介紹西方

思想，同時也著手翻譯西方學術文獻。《天

演論》是他的第一部譯著，付梓於 1898。

他在中國是西方學術翻譯第一人，因此所

面 臨 的 困 難 是 後 人 難 以 想 像 的 ， 在 該 書

〈序〉中，嚴復自述斟酌用詞的艱辛，往

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而其嚴謹的態

度以及固有的國學底子，所做的文言文譯

本在讀書人之間頗受好評，當時不只年輕

的學生愛讀，連桐城耆老吳汝綸搖頭晃腦

讀起來，也醉心於其中的音調鏗鏘，認為

「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沈蘇儒，2000)。 

嚴復除翻譯多本著作外，也為翻譯建

立「信達雅」三準則，要求翻譯須忠於原

文 ， 表 達 流 暢 ， 並 講 究 修 辭 與 文 采 (沈 蘇

儒，2000)。相較下，嚴復的師友吳汝綸則

持「與其傷潔，無寧失真」的態度，充分

表達出傳統讀書人在雅潔與求真難以兩全

下 ， 寧 可 放 棄 信 實 而 重 雅 潔 的 原 則 (張 達

聰，1979)。至今仍有詩人以「中文有時會

犧牲邏輯，成全美學」的角度來帶領大家

欣賞慣用成語「千山萬水」與「紅男綠女」

的「平平仄仄」之音律美感，並且認為這

是 中 華 文 化 獨 特 的 遺 產 (徐 如 宜 ， 2010)。

綜上而論，「中文求美」與「科學求真」的

基本差異讓人好奇，是否科學論述者也會

受此傳統影響？  

另論及文體的選擇，嚴復當年因為希

望在學術界發生影響，故採文言文，但後

來社會上的白話文運動，鼓勵用白話文寫

教科書，因此學術譯書也朝白話文演進 (沈

蘇儒，2000)。對於譯文該使用哪種文體，

現 今 不 大 有 人 會 爭 執 ， 例 如 思 果 (2003)即

認為翻譯最重要的工作是表達思想，文言

白 話 哪 種 好 用 就 用 哪 種 ， 只 要 能 調 和 即

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人所稱的「文

言」未必是漢朝以前的古文，而是一種簡

化後的應用文，用詞精練、簡潔高雅，多

用在行政法律方面；白話文雖較普遍，適

合現代需求，表達較清晰確切，但也有用

字較多的問題。譯者如果能充分利用這二

工具，兼採其優點，將可增加詞彙，俾敷

應 用 (張 達 聰 ，1979)， 也 有 行 家 建 議 一 般

而言書名與篇名即可考慮用文言 (思果 )。  

 

三、小結 

本 單 元 介 紹 了 華 文 發 展 的 相 關 歷 史

背景，希望能藉此了解傳統的語文資源與

功能，以及文白對立的一番歷程，期能有

助於後面的分析討論。  

 

參、研究設計  

一、標的文本 

學 論 述 的 內 容 相 當 多 ， 本 研 究 選 擇

1898-2008 年間，中學物理教科書中的「牛

頓第一運動定律」來分析，其中包括嚴復

在《天演論‧序》中所翻譯的內容，共 181

則，其中初／國中有 65 則，高中有 115

則，另加嚴復翻譯。  

嚴 復 翻 譯 出 書 時 國 內 學 制 並 不 嚴

謹，例如胡適 1906 年就讀上海的「澄衷學

堂」就是一所中小學混合的學校，而根據

胡 適 的 《 四 十 自 述 》， 天 演 論 一 出 風 行 全



科學論述中文言到白話的過渡--以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為例 

 

- 25 - 

國，成為中學生的讀物 (引自李敖，1968)，

因此將之納入分析是符合本研究的目的，

但不宜歸類為初／國中或高中。  

 

二、研究分析 

關於文言、白話過渡的特性，過去並

無相關研究可參考。比較有條理的區分如

胡適，他把白話文放到極大，強調白話有

三 種 層 面 的 意 義 (胡 適 ， 1969)： 一 是 是 戲

台上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

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

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但這

並無一套客觀的語文標準，純然從內容上

去看，極易與他人看法不同。例如《史記》

描述漢高祖言行的白描寫法，胡適認為有

平民野味，故屬白話；但一般人會將《史

記》視為文言。因此本研究須有另行的標

準。本研究以「文言用字比例」與「對仗

形式」兩個面向為探討範圍，由於「文言

用字」是以語言學的理論為基礎，因此在

此略做介紹。  

中文的詞可分為兩大類：凡本身能表

示一種概念者為「實詞」；凡本身不能表示

一種概念，但為語言結構的工具者，叫做

「虛詞」。實詞的分類，當以概念的種類為

根據；虛詞的分類，當以其在句中的職務

為 根 據 ， 然 而 實 詞 與 虛 詞 的 界 線 是 相 對

的。一般而言，名詞、形容詞、動詞、量

詞會被畫入實詞的範圍，而連結詞、語氣

詞則屬虛詞，副詞、代詞、繫詞則介於實

詞 與 虛 詞 之 間 (無 名 氏 ， 1971)， 此 處 根 據

陳 霞 村 (1992)的 說 法 ， 將 副 詞 等 也 畫 入 虛

詞範圍，而虛詞有以下四種作用。  

1. 稱代作用：如人稱代詞能夠分別指稱說

者和聽者 (汝、吾 )，指示代詞能夠分別

指 稱 遠 近 不 同 範 圍 的 人 或 事 物 ( 此 、

彼 )，疑問代詞能夠指稱未知或虛擬的

客體 (孰 )，範圍副詞能夠表示全部或總

括 (皆、俱、凡、總 )，語氣助詞除了表

示某種語氣外，也有指代的作用。  

2. 關聯作用：如介詞能夠引進跟謂語有關

的時間、處所、方式、工具、條件、原

因、對象、範圍等；連詞能夠連接詞與

詞、短語語短語、分句與分句、句子與

句子、語段與語段，表示各種關係；有

些副詞單獨使用 (如「才」、「乃」、「蓋」、

「唯」等 )或者與其他的詞配合使用 (如

「既……且……」、「非……不……」 )

也具有關連的作用；結構助詞 (之、其、

是 )等各自在主謂結構、偏正結構、動

賓結構中具有連接作用。  

3. 限 制 作 用 ： 代 詞 做 定 語 ， 副 詞 作 狀 語

等，都有某種限制作用。  

4. 語氣作用：可用以表示應答、呼喚。  

本文實詞的判斷標準有二，一是根據

張 達 聰 (1979)的 看 法 ， 如 果 用 詞 精 練 簡 潔

則 將 之 視 為 文 言 ； 其 次 是 根 據 思 果

(2003)，某些詞文言與白話有特殊的對應。 

基於此，本研究文言詞彙的判斷標準

如表 1。分析時將根據文言用字的標準，

找出標的文本中每句的文言用字比例，在

此略舉如表 2。至於對仗形式的分析，則

分為二類，一是工整對仗，一是稍事對仗，

舉例如表 3 與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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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研究的文言用字判斷標準  

詞類  意義  次類  舉例  

虛詞  

沒有實義，或

者意義比較虛

泛，多數不能

單獨充當句子

成分  

代詞  此、者、之 (泛指代詞 )、其、或、所  

副詞  凡、非、當、必、恒、常、皆、總  

助詞  必、之(表領屬關係的結構助詞)、當、是也 (句末助詞 ) 

連詞  然、則、倘、故、因、若、而、倘 

介詞  以 (引進方法 )、於 (引進方法 ) 

實詞  

意 義 比 較 實

在，能夠單獨

充當句子成分

文 白 有 不

同對應詞

「為」、「乃」、「即」，皆「是」義；「亦然」代表「也

是如此」。  

用字簡潔

「物」表達「物體」；「原」表達「原本」、「原來」；「止」

或「靜」表達「靜止」；「動」表達「運動」；「依」表

達「依照」；「時」表達「時候」；「受」表達「受到」；

「等速」表達「等速度／率」。  

 

表 2、文言用字分析舉例  

年代  書名  出版  論述內容  文言比例  

1898 嚴復天演論序
慎 始 基

齋本  

靜 者 不 自 動 ， 動 者 不 自 止 ； 動 路 必

直，速率必均。……至於全力不增減

之說，則有自強不息為之先；  

30/36=83.33% 

1905 
新 撰 物 理 學 教

科書  

上 海 群

益初版  

然非自外有力之作用。則靜止之物

體。始終靜止於其位置。運動之物

體。以等速度進行於一直線。此名曰

運動之第一要則。或曰慣性之法則。 

19/55=34.55% 

1921 

中 學 師 範 學 校

新 制 物 理 學 教

本全 1 冊  

上 海 中

華 11 版  

第一定律曰。物體非受外力之作用。

當 為 靜 止 。 或 於 一 定 方 向 為 等 速 運

動。即所謂恆性是也。  

15/35=42.86% 

2003 高中基物  
龍 騰 第

七版  

物體若不受外力作用，則靜者恆靜，

動者恆沿直線做等速度運動，這稱為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11/37=29.73% 

註：灰底字為符合本研究之「文言用字」，文言比例為灰底字數除以全部字數（不含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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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工整對仗分析舉例  

年代  書名  版本  論述內容  

1898  嚴復天演論序  
慎始基齋

本  

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

均。……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強不息為

之先；……  

1925  
新中學初級混合

理科第 5 冊   

上海中華

19 版  

凡物無外力及之，靜者恒靜，動者恒動，動者必

依原速度，進行原方向中。故改動或制動之力，

需可及之時而後達。  

1930  
初中自然科學教

本第 4 冊  

上海世界

再版  
靜的物不能自己動，動的物不能自己靜。  

1933  
朱氏初中物理學

全 1 冊  

上海世界

書局 3 版  

物體不受外力作用時，靜止的常靜止，運動的常

運動，並且常在一直線上作相等速度的運動呢。  

1956  
初級中學理化第

1 冊  

臺灣中華

修訂 1 版  

一切物體，如不受外力的作用，靜止的永遠靜止，

運動的永遠運動且不改變其快慢和方向。這個關

系稱為慣性定律，又稱牛頓的運動第一定律，這

種性質稱為慣性。  
註：粗體灰底字為「工整對仗」。  

 

表 4、稍事對仗分析舉例  

年代  書名  版本  論述內容  

1924  
中學校用共和國

教科書物理學  

上海商務印書

館改訂 22 版  

靜止之物體，非受力之作用，不能運動；運動

之物體，非受力之作用，不能改變其速度或其

方向。  

1932  
民國新教科書物

理學  

上海商務印書

館國難後第 1

版  

凡物體若無外力以擾之。則靜者恆靜。而動者

恆依直線之路。等速進行。永無止境。  

1932  初中物理學  北平文化 3 版
物體不受外力作用時，靜止者恆靜止，運動者

恆沿一直線作等速運動。  

1956  
初級中學理化第

1 冊  

正中書局臺改

編 1 版  

凡靜止的物體不受外力時，永遠靜止；運動的

物體不受外力時，永遠在一直線上做快慢不變

的運動。這就是牛頓慣性定律。  

1985  國中物裡第三冊

國立編譯館國

民中學物理科

教科書編審委

員會 11 版  

一切物體如果不受外力作用，則靜止的物體永

遠靜止，運動中的物體永遠作等速度運動。  

註：粗體灰底字為「稍事對仗」中對稱的部分，灰底字為「稍事對仗」中沒有對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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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文言用字比例 

標的文本的 181 則論述中，文言用字

的比例以嚴復的翻譯最高，達 83.33%，之

後隨著年代有遞減的趨勢 (圖 1)，但是即使

進入了 21 世紀，各版本仍然維持著 5~30%

的文言用字，而詞彙多為「靜者」、「恆」、

「動者」、「沿」、「若」，實詞與虛詞都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言崇尚簡潔的用法

產生了「等速」一詞，讓人不知道所敘述

為「等速度」或「等速率」，容易令讀者混

淆。  

圖 1 看起來高中教科書的文言比例似

乎高於初／國中，經由統計初／國中的文

言 用 字 比 例 平 均 為 19.50% ， 高 中 則 為

21.31%，二者差異並未達顯著 (p>.05)。然

而從資料中可以發現，這是因為樣本在早

期 (1930 年以前 )僅有初中教科書，沒有高

中教科書，而當時的趨勢文言用字比例較

高。因此應該改採同時期二者文本都充分

的 情 況 做 比 較 ， 遂 改 採 取 政 府 遷 台 1949

年以後的版本來分析，此時可見初／國中

的文言用字比例平均為 11.72%，高中則為

21.06%，二者差異達顯著 (p<.05)。因此可

知，到現在的科學教科書有學習的層次越

高文言用字的比例會越高的趨勢。  

 

圖 1、中學教科書中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的文言比例與年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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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現 今 的 物 理 教 科 書 通 篇 文 章 而

言不算文言文，但適時地採取文言用字應

是教育界默會的，而且年級越高文言用字

比例也隨之增加，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的「靜

者恆靜」最為代表，由於此句簡潔易記，

因此至今仍為教科書所採納，而此也的確

為許多人離開校園許久之後仍可清晰可憶

之內容。此外高中教科書中的文言用字比

例高於初／國中，似乎反應著越歷經教化

的科學語言，越有可能某些程度上會採用

文言用字。一般也可見到正式論文若提到

類似「希望能探討○○特性，以及它的應

用」的句子，可能許多人會認為還不如「盼

能探討○○特性及其應用」，這些無形之中

也是以文言用字來使文句更加簡潔有力，

具學術性。  

 

二、對仗形式 

在 181 則敘述當中，有工整對仗句子

的計有 7 則，其中嚴復的翻譯還有兩組對

仗，最晚的版本則是到了 1956 年；而稍事

對仗的有 96 則，最晚的版本則是到 2008。

工整對仗的內容請見表 3，從這些句子中

可以看到幾個特點：  

1. 有的敘述似乎為了對仗，而讓運動中的

物 體 之 敘 述 更 加 繁 複 ， 例 如 上 海 中 華

1925 年出版的《新中學初級混合理科

第 5 冊》，先說完「動者恒動」，再說「動

者必依原速度，進行原方向中」，以及

上海世界書局 1933 年出版的《朱氏初

中物理學全 1 冊》先說完「運動的常運

動」，再說「並且常在一直線上作相等

速度的運動呢」，二者均十分累贅。其

中前者的文言用字比例高 (75.00%)，但

在 這 方 面 的 敘 述 反 而 與 文 言 簡 潔 的 原

則相違背。  

2. 有 的 敘 述 句 型 以 白 話 為 主 ， 但 對 仗 工

整，言不及義，例如上海世界 1930 年

出版的《初中自然科學第 4 冊》，文言

用字比例僅 25.00%。  

在稍事對仗中 (請見表 4)，則打破了中

文字字相對的傾向，採用更直接、適當與

簡潔的描述方式，在研究標的中有超過一

半 的比 例 (53.04%)是 採 這 樣 的敘 述 方 式 ，

這一方面可以看到中文習慣採用詞語對仗

的遺跡，同時也可看到對此窠臼的突破。  

 

三、小結 

藉 由 本 研 究 對 科 學 論 述 中 的 語 言 特

性分析來看，從清末到現在，科學論述中

的文言比例逐漸降低，也不會拘泥一定要

對仗工整，但即使到現在文言文並未完全

從教科書中消失，而是以虛詞的方式或採

文言精簡的精神而存在。這些說明了文言

文 在 我 們 生 活 中 是 以 化 整 為 零 的 方 式 呈

現，如果現在回頭檢視胡適的「八不」主

張，其實該聲明並不代表文言與白話的分

野，而是寫作的態度。特別的是，即使連

胡適後來出任駐美大使，打電報回國也因

為 要 省 錢 而 採 文 言 文 (賀 家 寶 ， 1998)， 今

日許多論文也有字數的限制，善用文言特

性或許更有機會得以在有限字數內充分表

達意義。  

    至於中文犧牲邏輯、成全美學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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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也略見一二，但強求對仗形式

卻有可能更加繁複或語焉不詳，同時也無

文字美感，僅能說是從文言過渡到白話時

不算成功的嘗試。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的翻譯，以嚴復的翻

譯文言用字比例最高，之後初／國中與

高中的論述中，文言比例降低。然時至

今日，仍有一定比例的文言用字，其中

又以高中教科書的比例較國中高。這顯

示在現代教育中，即使是科學領域，文

言用字仍為人所使用，而學術層級越高

採用的比例似也有增加的趨勢。  

2. 在不影響字義理解的情況下，文言用字

可以讓文句更為精練簡潔，但若簡化後

易生混淆，則應不避繁複，務必表達清

楚。例如本研究中的「等速」一詞無法

讓讀者區辨出究竟為「等速度」或「等

速率」，而要靠其他線索去詮釋，這在

學習上可能容易造成混淆，應予避免。 

3. 從本研究的文句中可見，撰寫這些教科

書 的 人 有 些 會 以 對 仗 的 方 式 來 描 述 不

受力作用之物體的運動狀態，然而此狀

態 的 描 述 對 動 靜 物 體 而 言 有 很 大 的 不

同，強求對仗會讓文字累贅，或言不及

義，此與文言或白話的形式關係不大。 

4. 文言和對仗雖令文字美潔易誦，但若為

雅潔而犧牲邏輯、敘述不真，或強求對

仗而增繁複，實非科學教育之所願。  

5. 在文白過渡中還曾出現既繁複、又無意

義的敘述，這顯示並非所有反舊改革都

是好的。如果抓不住要旨精神，白話文

仍可能會面臨內容空洞的危機。  

 

二、建議 

1. 本 研 究 僅 發 現 高 中 科 學 教 科 書 中 文 言

用字的比例高於初／國中，但不知此是

否會對學生的學習科學產生影響，未來

或許可再加以探討。  

2. 文言白話之爭並非水火不容，二者實有

調和的可能，但須要對各自的特性深入

研究才能提出中懇的建議。本文從「文

言用字比例」及「對仗形式」在物理教

科書做初步探討，期能拋磚引玉，未來

能 有 更 多 學 者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了 解 其 他

領域是否也有此特點。或許可帶領學生

重新認識文言與白話的特點，將二者優

點發揮，避開傳統文人寫作的缺點，相

信華人將可擁有更多的寫作用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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