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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Ｆｏｓｓｉｌ”来源于拉丁文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最初用于指地中挖掘物。 中文“化石”一词初为矿物、岩石的总称，或
用作动词。 西文“ｆｏｓｓｉｌ”先后被汉译为塔形石、殭石等，汉语译名亦几经变化。 本文根据晚清西学译著、近代刊物及

教科书中关于化石的介绍，厘清了“ｆｏｓｓｉｌ”一词译名的演变，指出中文将“ ｆｏｓｓｉｌ”译为“化石”并用于指地中生物遗迹

的说法至 ２０ 世纪初方才确定。

关键词：ｆｏｓｓｉｌ； 化石； 汉译名； 地质学； 晚清

　 　 化石泛指因自然作用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地史

时期生物的遗体、遗迹，以及生物体分解后的有机物

残余（生物标志物、古 ＤＮＡ 残片等），分为实体化

石、遗迹化石、模铸化石、化学化石、分子化石等不同

保存类型（古生物名词审定委员会，２００９８）。 英文

“ｆｏｓｓｉｌ”最初来源于拉丁语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❶，用于指一切从

地中挖掘出的物体，后用于表示岩石中保存的生物

遗迹（包括动植物残骸、种子、孢子、花粉、足迹、粪
便等）。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一词很早即开始使用，但对化石的认

识过程却极其漫长。 古希腊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约公元前 ４８４～４２５）认为保存在埃及金字塔石灰岩

中的有孔虫化石是修筑金字塔的工人们的某种食

物。 中世纪，化石被认为是矿物的半成品。 １６ 世纪

初，达·芬奇（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ａ 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 ～ １５１９）提出

化石是曾经活着的动植物的遗体（中国大百科全书

总编辑委员会《地质学》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３２７６）。 欧

洲“矿物学之父” 阿格里柯拉 （ Ｇｅｏｒｇｉｕｓ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
１４９４～１５５５）❷使用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表示地下之物，包括地中

生物残骸、遗迹、矿石等（Ｗｈｉｔｅ，１９５７）。 １９ 世纪，化
石作为生物进化、地球气候变化的证据而受到生物

学家、古生物学家的注意（ Ｂｅｎｔｏｎ，１９６４６４９；Ｇｗｉｎｎ，
１９８０５５６），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１９７９～１８７５）用“ｆｏｓｓｉｌ”一词表示地中生物遗迹，此种

用法沿用至今（Ｌｙｅｌｌ， １８６５）。
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即有关于化石的记载，《山

海经》曾描述过鱼化石，宋代朱熹、沈括更将在山地

发现螺蚌类的化石作为海陆变迁的依据。 我国虽对

于化石描述较早，但初时并不称作“化石”，如鱼化



石叫“石鱼”，民国初年，民间还将脊椎动物的骨骼、
牙齿化石称作“龙骨”❸。 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

后，详细介绍化石，科学解释化石成因的著作出现。
而将“ｆｏｓｓｉｌ”译作“化石”，并用于指地中生物遗迹的

说法是清末。

图 １ 《点石斋画报》“火星化石”

晚清，“化石”一词多为地中矿物的总称。 另有

词组 “化石”，指某物 “化而为石”，即石化。 １８９５
年，《点石斋画报》曾讲述奇特现象“火星化石”：某
人家夜晚看到天空有物体着火，坠落附近空旷之地，
翌日发现着火之物已冷却凝固，化而为石（实则为

陨石）（金蟾香，１８９５）。 《益闻录》等近代刊物亦将

陨石称为“化石”。 １９０８ 年，《农工商报》介绍工业

制炼“化石”的方法，即将黏土烧制成“化石” （坚硬

石块）用于工业建筑。
近代最早介绍化石的西学译著当属英国伦敦会

传教士慕维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ｕｉｒｈｅａｄ，１８２２ ～ １９００）编译

《地理全志》。 《地理全志》由墨海书馆出版，分上、
下两编。 上编出版于 １８５３ 年，体例借鉴徐继畬《瀛
寰志略》及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并参考米尔纳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ｉｌｎｅｒ， １８０８ ～ 约 １８８３） 《通用地理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下编刊于 １８５４ 年秋，译自

米尔纳 《 自然 地 理 图 集 》 （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８５０），里德（Ｈｕｇｏ Ｒｅｉｄ， １８１１ ～
１８５２）《自然地理纲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８５０）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

“科学女皇” 萨 默 维 尔 （ Ｍａｒｙ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１７８０ ～ １８７２ ） 的 《 自 然 地 理 学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８５１）。 该书 １８８０、１８８３ 年再版，
１８８３ 版收录于《西学大成》、《小方壶斋舆地

丛钞》，部分内容曾连载于《遐迩贯珍》、《六
合丛谈》等早期近代刊物。 《地理全志》下编

首次使用“地质”一词，其中“磐石海陆变迁

论”有关于化石成因的介绍：石头受水流冲

刷作用腐蚀为大小、轻重不一的石块，其中

“轻者为泥沙，荡漾水中，流入湖海，而沉于

其底，排列层累；其所沉之质，载飞潜动植之

迹甚多，与之俱沉”，“上古时，石质未坚凝之

先，飞潜动物之迹，埋于其中，今尚见之，如
塔石形”（慕威廉，１８５４，下编，卷 １，３ 页），即
化石（实为水成岩中的化石）❹。

科学、全面、系统介绍化石形态、成因、
种类的译著则有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

著， 美 国 医 生 玛 高 温 （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ｅｒｏｍｅ
Ｍａｃｇｏｗａｎ， １８１４～１８９３）口述、华蘅芳笔译的

《地学浅释》 （江南制造局，１８７１）❺。 《地学

浅释》为中国第一本有关近代地质学的专

书，在晚清影响极大，其所据底本为莱伊尔

《地质学纲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伦敦，
１８６５）第六版，全书 ３８ 卷，详细介绍了岩石

分类、石中生物、海陆变迁、地层学、古生物

学等知识。 徐维则《增版东西学目录》评价

此书“透发至理，言浅事显，各有实得，且译

笔雅洁，堪称善本” （徐维则，２００３２３），梁启

超认为其“精善完备” （梁启超，２００５，１１２６
页）。 该书作为学堂教材流行了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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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曾抄录此书（艾素珍，
１９９８）。

《地学浅释》译“ ｆｏｓｓｉｌ”一词为“殭石”，“殭石”
为石中生物遗迹，根据殭石形态、种类及发现地点可

判定从前地域属于淡水或咸水区域。 因生物之遗体

暴露于空气中易腐烂，故殭石形成条件极为特别，需
生物埋于地中，有机体变化而骨骼不变，如今所见的

殭石，“不过其肉腐烂而已，而其壳无恙也” （华蘅

芳，玛高温，１８７３，卷 ４，７ 页）；若非如此，则古生物遗

迹经腐蚀作用后则形成矿石、煤等。 通过殭石种类，
可判定地层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地学浅释》已有

关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在德国索伦霍芬发现的始祖鸟

（Ａｒｃｈａｅｏｐｔｅｒｙｘ ｍａｃｒｕｒａ）化石的介绍：“苏伦苛分灰

石中，遇一飞禽类形迹，其尾之羽形俱全，其形与今

之鸟类不同，如图为古鸟尾之形，与今鸟尾之形相

比，此古禽名矮几恶不的立斯马克罗伦” （华蘅芳，
玛高温，１８７３，卷 ２０，１３ 页），严敦杰先生据此考证

《地学浅释》底本❻。

图 ２ 《地学浅释》始祖鸟化石图片

日文教科书中将“ ｆｏｓｓｉｌ”译作“化石”，１９ 世纪

中后期，日文教科书已用“化石”表示地中生物遗

迹。 甲午战后，中国大量翻译日文书籍，许多科技词

汇直接取用相同的日文汉字，用于指石中生物的

“化石”一词在中国逐渐通用。 １９０２ 年，虞和钦、虞
和寅译《地质学简易教科书》使用“化石”一词，说明

化石为石中生物遗迹，研究化石及地层可知地球发

育历史（虞和钦，虞和寅，１９０２）。 日本地质学家横

山又次郎著、叶瀚译的《地质学教科书》定义“化石”
为埋于地层中的“前世界之动植物”，据化石之种类

及特征岩石可以将地层分为四大界：太古界（老连

志亚纪、比宇鲁尼亚纪）、古生界（寒武利亚纪、志留

利亚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中生界（三叠纪、
侏罗纪、白垩纪）、新生界（第三纪、第四纪） （叶瀚，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 陈文哲、陈荣境编译的《地质学教科

书》则对化石有更为明确的定义：前世界动植物之

遗骸、介壳、足趾等，悉埋没于地层中，变化如石，今
日而尤得认其形状者，称曰化石（陈文哲， 陈荣境，
１９０６１３２）。

１９１１ 年《中国青年学粹》第一期刊登“化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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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对化石有着科学、详细的介绍：化石，西名

ｆｏｓｓｉｌ，初指凡自地中掘出之矿物，地质学中则专指

“生物遗骸之埋于岩石者（遗骸中包括介壳及足迹

之印于岩石者）”。 地层中某时代特有化石称为标

准化石，用于确定岩层之位置及时代，如志留纪特有

化石为笔石，寒武纪特有化石为三叶虫等。 化石的

形成需要特定的条件，海生生物因不易受阳光、空气

等腐蚀作用，较陆生生物更容易形成化石。 学术上

则用化石指示地理之变迁、气候之变化及用于划分

地质时代。 （弱者，１９１１）
综上所述，中文“化石”一词初用于指地中矿

物。 伴随晚清西学东渐，近代地质学知识传入，代指

地中生物残骸的英文词语“ｆｏｓｓｉｌ”先后被译作“塔形

石”、“殭石”。 １９ 世纪中后期日文将“ ｆｏｓｓｉｌ”译作

“化石”，１９ 世纪末，汉语直接采用相同的日文汉字，
亦将“ｆｏｓｓｉｌ”译为“化石”。 ２０ 世纪初，“化石”用于

指地中生物遗迹的说法方得确定。

注　 释　 ／ 　 Ｎｏｔｅｓ

❶ 也有说法认为 “ｆｏｓｓｉｌ”来源于拉丁文动词 ｆｏｄｅｒｅ，即“被挖掘”之意

（Ｂｅｎｔｏｎ，１９６４），因 ｆｏｓｓｉｌ 现多作为名词使用，故本文采用来源于

拉丁语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的说法。
❷ 阿格里柯拉为德国著名冶金化学家学家，著作《矿冶全书》（Ｄｅ ｒｅ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ａ）被誉为西方矿物学经典之作，出版后一直是欧洲采矿业

教科书。 全书凡 １２ 卷，讲述开矿、选矿、以及从矿石中冶炼、分离

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 Ｊｏｈａｎｎｅ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 １５９１～１６６６）将其翻译为中文，名为《坤舆格

致》。
❸ 同治年间，张德彝奉命游历欧洲，在瑞典参观过“积骨楼” （即化

石馆）。 其描述如下：又至积骨楼，所储骨兽，皆以铁条支起，其状

如生。 有大头鱼长丈许，兽腿骨亦有长丈余者，亦有生于石内者。
盖此骨皆自山壑海隅间寻出者。 或云古多巨兽，其形亦奇，死于

山内海边，久则化为石矣，古树亦然。 其鸟骨皆以铜丝支之，有小

鸟骨不敷一寸，有鸟骨大于象骨者。 其虫鱼之骨，大小不一。 （张
德彝，２００８５４５）

❹ 化石形成于水成岩中的说法直至清末依然存在，清末出版的日语

借名本术语集《新尔雅》一书解释化石为：“水成岩中所含有之有

机体遗迹，谓之化石”。 见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 （上海明

权社发行，１９０３ 年），第 １１５ 页；参加沈国威编著，《新尔雅（附题

解 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❺《地学浅释》之前，二人曾合作翻译《金石识别》。 《金石识别》译

自美国著名矿物学家代那（ Ｊａｍｅｓ Ｄｗｉｇｈｔ Ｄａｎａ， １８１３ ～ １８９５）的

《矿 物 学 手 册 》 （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１８５７ ） （ 龙 村 倪，
１９９６３７４～３８４），为中国第一部矿物学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

矿物学知识，１８７２、１８８３、１８９６、１８９９、１９０１ 年再版 ，影响极大。 晚

清徐维则和顾燮光辑《增版东西学书录》认为“所译金石家诸书，

以此为最有用”（徐维则，２００３２３）。 《金石识别》出版后，两位作者

意识到“金石与地学必互相表里，地之层累不明，则无从查金石之

脉络”（《地学浅释》序），故再次合作翻译《地学浅释》。
❻ 据严敦杰先生考证，《地质学纲要》 （包括《普通地质学教科书》、

《学生用地质学纲要》） 共八版 （ １８３８、 １８４１、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
１８７１、１８７４），《地学浅释》卷二十七介绍古生物化石发现时期，其
中禽鸟类已提及始祖鸟之发现（１８６３ 年），又《地学浅释》出版于

１８７１ 年，故底本为第六版（王渝生，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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