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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傳播和科學翻譯史上，譯者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原文本的第一讀

者，又是原文本進入譯入語語境的媒介。因此，譯者對於原文本的閱讀和闡釋，

不僅僅是翻譯家個人的活動，也表現為傳播上的一種公共行為，特別是在教科書

的編譯上其作用更為明顯。清末隨著近代西方教育體制的引入，中國也開始了新

式教材編譯、編撰的艱難起步。早期教材一般通過三個系統來構成，一是直接選

用西方原本教材，二是通過日本管道，三是中國學者的原創。晚清能夠直接閱讀

物理學原版教材的學生有限，而能生產理科專業教材的原創性學者亦屬鳳毛麟角，

而教會系統和官方譯書局所譯的讀本，不僅內容不夠全面，而且深淺不一，很難

作為學堂使用的合適教材。曾經任教於南洋公學的伍光建在 1904 至 1906 年間所

編譯的一套《最新中學物理教科書》，雖然在總體結構和核心內容方面，也屬西

方同類教材的仿寫，但通過物理學專業術語的翻譯，注意運用中國本土化的例證

進行有效解說，以及展示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重要成果等方面，開啟了中國學生

物理學知識建構的新格局。伍光建的《最新中學物理學教科書》無論是在門類齊

備，還是在內容豐瞻方面；無論是選材的周密性，還是容量的合理性方面，都超

過了同時代的其他書局的同類教科書。這一中學物理教科書在體系和內容方面，

提供了改變陳舊的知識眼界和狹窄的學術視野的一條捷徑，漸趨顯示出中國人自

編物理學教科書的一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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