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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河北方言的文字化尝试

———晚清方言民俗教材《汉语入门》底本考论

卢梦雅

　　摘　要：近年来，晚清耶稣会教材《汉语入门》因其突出的河北方言特征为我国学者所重视，
陆续从语言学、语法学和文学语体等角度研究该作，却未曾彻底考察其中文底本，难以剖窥其蕴

藏的民间性 内 在 价 值。通 过 文 字 化 方 言 的 逆 向 考 证，可 断 定 该 作 由 耶 稣 会 士 戴 遂 良（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１８５６－１９３３）与当地文人合作，真实记录了直隶东南教区的民间话语和习俗，具有鲜明

的风俗志特征，并使用法文和河北方言翻译了晚清 民 间 流 行 的 劝 善 训 诫 类 通 俗 读 物，实 为 近 代

河北方言文字化的最早实践。这部富有民间性的西人教科书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民间文化基础，
连接了中国民间、天主教会与西方学界，在洞悉其全部底本之后，值得我们从不同角度继续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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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晚清天主教汉语文献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开始关注曾获法国汉学最高荣誉

“儒莲奖”① 的耶稣会教材《汉语入门》（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ｐａｒｌｅｒｃｈｉｎｏｉｓ，１８９２－１８９５）。《汉语入门》是

《汉语汉文入门》系列教程② 的口语部分，共六卷。第一卷《汉语口语手册》③，为方言语法、词汇和交

际例句部分；第二、三卷《要理问答》和《布道要义》，为天主教义④；第四卷《民间道德与风俗》⑤ 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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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齐，法兰西文学院的官方报道是“５卷本《汉语口语入门》（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ｐａｒｌｅｒ　ｃｈｉｎｏｉｓ）获奖”，因第５、６卷合为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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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８年陆续出版。戴遂良的生平和著述情况详见［美］魏若望：《在中国从事汉学研究：戴遂良著 述 回 顾》，杨 煦 生 等 主 编：《世 界

汉学》２００９年秋季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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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介绍》和《河间府方言》（Ｄｉａｌｅｃｔｅ　ｄｅ　Ｈｏ－Ｋｉｅｎ－Ｆｏｕ）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经过多次增订再版最终名为《汉语口语手 册（北 方 官

话，非北京话）》（Ｃｈｉｎｏｉｓ　ｐａｒｌéｍａｎｕｅｌ，Ｋｏａｎ－ｈｕａ　ｄｕ　ｄｕ　Ｎｏｒｄ，ｎｏｎ－ｐéｋｉｎｏｉｓ，Ｈｏ　Ｋｉｅｎ　ｆｕ：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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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卷（合一册）《民间叙事》①，为方言阅读部分，内容饱含民间观念与文化。其中，除天主教义两

卷可能出于对天主的敬意，行文简洁且少见地方性表达外②，其他各卷均为河北方言的口语表达。

由于作者通篇未标明选材出处，加之方言改写较为彻底，学界已有研究未能全窥其底本，具体

分为三种情况：１．以第１卷语音、词法、句法部分为对象的语言学研究，不曾涉及底本内容③；２．从耶

稣会传教策略角度分析和介绍了该教材，对底本来源一无所知④；３．出于研究明清小说的目的，考察

出部分底本为《家宝二集》《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等近代通俗白话作品⑤。底本信息的缺失导致学

者难以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这部教材的历史语境和内在价值，更难以对该作开展他项研究。

笔者通过文字化方言的逆向考证，认为作者戴遂良所依据的中文底本不止于已知的通俗白话

作品，还包括晚清民间流行的劝善训诫作品和对民间话语的真实记录。因此，该教材的方言写作

与中国“五四”白话运动或以欧化文法改写古代文学作品没有直接关系⑥，仅仅是把当地中国助手⑦

的方言翻译和当地的民间话语直接记录下来的结果，是近代河北方言文字化的一次大型实践。

一、晚清河北民间话语的原始记录

作为对外汉语教材，《汉 语 入 门》的 编 写 目 的 是 让 新 进 教 士 学 习 河 北 当 地 教 区 的 民 间 口 头 表

达，方便在当地传教。因此作者收集了大量极具当地特色的语料，很多文字实为对民间话语的实

录，如今成为学界研究河北地方语言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以第一卷为例，该卷实际上是按照西方语法体系编写的一部《汉语口语手册》，在语法讲解中

给出大量地道的方言例句。如“的”字若干用法中的例句：“叫他拿的家去”（动词后接地点）；“拾掇

这个的弄那个的，就搬了家”（列举）；“他把我救了，又给的我盘缠”（代替“了”）；“人这身子的能耐

全是从父母教养来的”（代替“之”），等等。该卷的每项语法讲解对应了多篇长短不一的交际用语，

构成《手册》的主体部分“用语”（Ｐｈｒａｓéｏｌｏｇｉｅ），使得该卷篇幅逾千页，全无文学底本，均为作者按

照当地人的发音所写下的、当时尚未有固定写法的土话，如“夜来”“黑下”“后晌”“漆糢黑的”“乍生

不熟的”“这饽饽棒硬的”“饿叱喽的”“楞不吃的”“吓了个多半死”“淋了个精湿”“没个歇心的空儿”
“有的时候合人谝富”“他净搡打人”“一刮风，窗户就鼓打鼓打的”等。作者使用这些在河北当地搜

集到的生活常用语作为例句，是因为“将这种生动活泼的语言用文字写下来，要比平淡沉闷的官话

更加实用”⑧，而其意义在于第一次将河北地区的“土谈”纳入了文字领域和学术范畴。

戴遂良对教程的规划 不 只 是 一 部 语 法 书，他 在 第 五 卷 序 言 中 写 道：“本 卷 编 写 具 有 双 重 目 的

……除了语言，这些故事将告诉大家很多中国的事情，包括确切的个人生活、家庭习惯、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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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３年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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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遂良的汉学工作应当是与一位当地文人助手合作的结果，参见戴遂良与 助 手 的 合 影，参 见 耶 稣 会 刊 物《中 国 记 述：江 南》中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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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行为方式的基本知识。”①渴望向学界靠拢的戴遂良做了大量的人类学工作，在收集民间话语

的同时，还收录了当地的很多仪式和惯俗。例如在《民间叙事》第４９篇的结尾描写了鬼节的城隍拜

祭仪式；在第５２篇中讲述了若干关于狐狸作怪的传说故事和当地听闻等。他指出：“本卷里没有任

何现代文人或者环球旅行者的主观臆断。布道者不是某个乘船路过的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广

东或上海这些大城市里被仆人服侍着，自以为是的旁观和猎奇是行不通的。”②尤其在第四卷《民间

道德风俗》中，作者将当地通行的 主 要 习 俗 仪 式 编 写 成 近 二 百 页 的 风 俗 部 分，分 为“节 日”“婚 礼”

“收养”“葬礼”四篇课文，细致描写了这些仪式的来龙去脉。

在“节日”中，作者从一进腊月写到正月、寒食、清明、端午、入伏、鬼节、中秋、九月九、十月一，

包括节日里的传说、穿戴、饮食、行为、俗语等；在“婚礼”中展示了媒人和主家之间的讲究，请八字、

择时、谢媒、写合帖、定亲帖、冥婚、童养媳、同姓不婚以及结婚当天的诸多程序：送帖、贴对子、送嫁

妆、夜娶、压轿、投帖、陪绸、翻桌、上轿、帮轿、送小饭、下轿、冠带、上拜、插戴、赒礼、道喜、回门住等

等；“收养办法”介绍了过继、抱养、认干亲等，以及如何防小孩夭折，如何拜盟兄弟、发黄表等；“葬

礼”部分同样是介绍各种步骤及其用语，如将咽气、装裹、倒头饭、献食罐子、照尸灯、吊左钱、破孝、

报庙找魂、抱香、送盘缠、抬 信 车、垫 背 钱、入 殓、封 灵、看 风 水、买 地、点 主、祀 土、礼 教、搭 棚、糊 纸

扎、跑马、上刀山、开灵、拔 坟，以 及 出 殡 的 诸 多 程 序：抬 重、打 旙、摔 瓦、穿 孝、圆 坟、烧 纸、忌 晌 等。

作者不仅用河北方言书 写 了 各 个 仪 式 过 程，还 穿 插 了 许 多 俗 谚、对 话，真 实 生 动，全 无 说 教 口 吻。

以“节日”中的立春之日为例：

　　赶到了立春头一天，各州县衙门里，都着黄纸糊个牛，叫“春牛”。再糊一个纸人拿着一把

鞭子，叫“要吗”，在这牛后边（儿）赶着……赶官（儿）一出衙门，有个差人骑着马，在衙门外头

截着，就忙喇慌的下了马，在官（儿）跟前跪下，说：“报！”跟班的就问：“报什么？”那各人（儿）就

说：“报老爷新春大喜！”跟班的拿着个红纸包，包着钱（儿），有个百十个子，就望着那各人（儿）

一扔，说：“赏。”那各人就又急忙上了马，又上头里去截着。赶官（儿）到了，又慌忙下了马，跪

下，说：“报！”跟班的又问：“报什么？”那各人说：“报老爷高升一品！”跟班的就又扔一 包 子 钱，

说：“赏。”那各人又急 忙 上 了 马，在 东 城 门 着 等 着。官（儿）一 出 城，他 就 又 下 了 马，跪 下，说：

“报！”跟班的又问：“报什么？”他就说：“报老爷指日高升！”跟班的就又扔一包子钱，说：“赏。”

连报三回赏三回……赶第二天，差人们拿鞭子，把这个春牛打烂了，就完了事（儿）。这就叫打

春。这一天，庄稼人们 看 天 道 阴 晴。若 是 晴 天，就 主 着 好 年 头；若 是 阴 天，就 主 着 年 景 不 济。

有这么句俗话说：“打春难得一日晴。”③

纵观《汉语入门》的语言特征，与近代白话运动中的欧化文法不同④，仅是作者将老百姓的土语

直接记录下来的行为。戴遂良的编写初衷是“给出正宗汉语口语的范例，包括短语、措辞、语气和

表达技巧”，使得教材“从头至尾都是地道的中国人的语言，毫无引用‘先生们’的文字”⑤。从田野

调查中提取鲜活的方言对话，把当地人的话语写成文字，从“书斋文献”转向“田野实录”，使得这部

教材受到法国学术界的信任和重视。２０世纪初，古恒（Ｍａｕｒｉｃｅ　Ｃｏｕｒａｎ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引用了教材

中对孩童的教育说明晚清的教育制度改革问题⑥，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１８８４－１９４０）在论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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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Ｐｒéｆａｃｅ”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５　ｅｔ　６．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ｕｌｇａｉｒｅｓ，１９０３．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Ｐｒéｆａｃｅ”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５　ｅｔ　６．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ｕｌｇａｉｒｅｓ，１９０３．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　４：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ｕｓａｇ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ｐｐ．３７２－３７６．
欧化文法的特征，可参见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六章“欧化的语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Ｐｒéｆａｃｅ”，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５　ｅｔ　６．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ｕｌｇａｉｒｅｓ，１９０３．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Ｃｏｕｒａｎｔ，“Ｌａ　ｒéｆｏｒｍｅ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ｐéｄａｇｏｇｉｑｕｅ，ｔｏｍｅ　４８，Ｊａｎｖｉｅｒ－Ｊｕｉｎ　１９０６．ｐｐ．５４８－５７３．



与死：中国古代的观念和信仰》中参考了教材中的“鬼节”习俗①。自１８７５年设立“儒莲奖”至此时，

法兰西学院将该奖颁给过不少具有风俗志特征的著作，如外交官罗舍的《中国云南省志》②、耶稣会

士方殿华的《古 今 南 京》③、汉 学 家 高 延 的《中 国 宗 教 系 统》④和 耶 稣 会 士 禄 是 遒 的《中 国 民 间 崇

拜》⑤。《汉语入门》斩获该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填补了晚清时期河北地区田野调查的空白，并致

力于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两种语言（口语、文言）以及中国的人和事”⑥。法国教育部专员对该

教材评论道：“如此的民间故事、如此的对话、如此的中国叙事，对我而言是这一民族心理的一大亮

点。”⑦法兰西学院表示：“这套书不仅让欧洲人了解中国人的口语，还带来了远东当代的民间信仰

和观念。”⑧

二、明清通俗读物的河北方言版本和法译本

然而，如果真像作者宣称的那样：“只是把笔杆交给我喜爱并与之生活的人们手中，是他们讲

述和描绘了这些既朴素又生动的 故 事”⑨，未 免 言 过 其 实。其 文 化 阅 读 部 分 即《民 间 道 德 风 俗》与

《民间叙事》三卷，表面看来尽是民间观念、信仰和习俗，实际上大多依据明清通俗读物改编而来。

《民间道德风俗》共二十篇，除上文言及的“习俗”内容外，“观念”部分又分为儒家观点、民间杂

观、道家观点和佛家观点。其中，《儒家观点》百余页十一篇，笔者对比了晚清时期西人普遍关注的

民间通俗读物《圣谕广训》和《传家宝集》，发现此十一篇可与十二条《圣谕广训》对应，与九条《传家

宝初集·俚言》相合（见表１）。瑏瑠

表１

《民间道德风俗·儒家观点》 《圣谕十六条》 《传家宝初集·俚言》

孝敬长辈 敦孝悌以重人伦 事亲

敬重兄弟 笃宗族以昭雍睦 敬上

和睦乡亲 和乡党以息争讼 待人

典家立业 重农桑以足衣食／务本业以定民志 治家／安分

勤俭节约 尚节俭以惜财用

爱惜性命 解雠忿以重身命

念书修德 隆学校以端士习 重儒

７４１近代河北方言的文字化尝试———晚清方言民俗教材《汉语入门》底本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Ｌａ　ｖｉｅ　ｅｔ　ｌａ　ｍｏｒｔ：ｃｒｏｙａｎｃｅｓ　ｅ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ｄｅ　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ｄｅｓ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ｓ　ｐｏｕｒ　ｌｅｘｅｒｃｉｃｅ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ｄｅ　ｌ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ｌＥ．Ｐ．Ｈ．Ｅ．，ｐ．１８，ｎｏｔｅ　３．
Ｅｍｉｌｅ　Ｒｏｃｈｅｒ，Ｌ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ｄｕ　Ｙｕｎ－Ｎａｎ，２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ａｒｉｓ：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１８７９－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获奖。

Ｌｏｕｉｓ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Ｎａｎｋｉｎ　ｄａｌｏｒｓ　ｅｔ　ｄ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àｌｏｒｐｈｅｌｉｎａｔ　ｄｅ　Ｔｏｕ－ｓé－ｗé，

１９０１－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获奖。

Ｊ．Ｊ．Ｍ．ｄｅ　Ｇｒｏｏｔ，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Ｉ－ＩＩＩ，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８９２－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获奖。

Ｈｅｎｒｉ　Ｄｏｒé，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ｓ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àｌｏｒｐｈｅｌｉｎａｔ　ｄｅ　Ｔｏｕ－ｓé－
ｗé，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获奖。

参见 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ｍéｔｈｏｄｉｑｕｅ　ｄｅｓｕｖｒｅｓ　ｄｕ　ｐèｒｅ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ｐｐ．３３３－３３４．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ｃｒｏｙａｎｃ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ｓ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Ｈｏ　Ｋｉｅｎ　ｆｕ：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Ｈｉｅｎ－ｈｉｅｎ，

１９２２，“Ａｐｐｒé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７９６．
Ｍａｘｉｍｅ　Ｃｏｌｌｉｇｎ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ｕ　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ｔ，ｓé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ａｎｎｕｅｌｌｅ”，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ｄｅｓ　ｓéａｎｃｅｓ　ｄｅ　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Ｂｅｌｌｅｓ－Ｌｅｔｔｒｅｓ，４９（６），１９０５．ｐ．６４３．
ＬéｏｎＷｉｅｇｅｒ，“Ｐｒéｆａｃｅ”，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５　ｅｔ　６．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ｕｌｇａｉｒｅｓ，１９０３．
本文所引《民间道德风俗》内容为１９０５年第二版。所引《圣谕广训》内容，参考 周 振 鹤《〈圣 谕 广 训〉集 解 与 研 究》（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所引《传家宝》内容参考石成金编著《传家宝全集（一）》（线装书局，２００８年）。



　　续表

《民间道德风俗·儒家观点》 《圣谕十六条》 《传家宝初集·俚言》

教导晚辈 训子弟以禁非为 教子

风俗人伦 明礼让以厚风俗 行善

教派信仰 黜异端以崇正学 戒恶

税收钱粮 完钱粮以省催科

《圣谕广训》中的“讲法律以儆愚顽”“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联保甲以弭盗贼”

在《汉语入门》中无明显体现，概因此四条与大清律法密切相关，作为天主教会布道文自然要免去。

雍正将康熙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作万字《圣谕广训》加以推衍解释，以扩大“圣教”的影响，化育

万民。为了方便清政府在民间宣讲，各地官绅又推行了多种通俗注本，包括《广训衍》《广训直解》，

民间也出现了各种方言解释、故事衍义等。清代石成金编写的《传家宝初集·俚言》或是各衍本的

其中一例，而《民间道德风俗·儒家观点》是另一例。

在诸多衍本中，流传最广的是《广训衍》和《广训直解》。虽然二者有很多相像之处，但是《儒家

观点》第一篇引用曾子之言，见于《直解·敦孝悌以重人伦》，不见于《广训衍》；第八篇劝戒赌博的

文字见于《直解·训子弟以禁非为》，不见于《广训衍》；《直解》和《儒家观点》中也没有《广训衍》中

不提倡愚孝的内容。可见，戴遂良主要依据的是《广训直解》。但是，戴遂良又不止于翻译《广训直

解》，还进行了较大改编。比如，删去《黜异端以崇正学》中对天主教的不利文字①；删去《大清律》各

条，概因其体现了现世报的思想。试对比《广训直解》和《儒家观点》第一篇的相关内容：

　　《广训直解》：你在怀抱的时候，饥了呢自己不会吃饭，冷了呢自己不会穿衣，你的爹娘看

着你的脸儿，听着你的声儿，你笑呢就喜欢，你哭呢就忧愁，你走动呢就步步跟着你，你若是略

略有些病儿，就愁的了不得了，茶饭都吃不上口，不怨儿子难养，反怨自己失错，恨不得将身替

代，只等你的身子好了，心才放下……古人说得好：“养子方知父母恩。”既然知道爹娘的恩了，

为什么不孝顺呢？②

《儒家观点》：你在怀抱（儿）里的时候，饿了呢，光会张着嘴（儿）哭，自己也不会吃；你没有

饿死，也是爹娘恩养的；冷了呢，光会抖抖摗摗的，自己也不会穿；你没有冻死，也是爹娘结记

你。你那爹娘黑下白日巴着眼（儿）瞅着你，侧着耳朵听着你。你笑呢，他就欢喜；你哭呢，他

就快着哄你。赶你大些（儿），刚会走了，就在旁边（儿）扯着你的手，一步步的领着你，怕你摔

着，又怕你碰着。不光这个。你若略薄的有点病（儿），你爹娘就心里不痛快，连觉也睡不着，

饭也吃不下去。他们不说是这孩子娇气，反倒谩怨自己不小心，拿着孩子不当事（儿），恨不得

自己把那病替那孩子生了，只等的你好了这才放心……你若不懂得这个理（儿），我有句俗话

再跟你说说罢：“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③

《儒家观点》的改编不止于方言翻译和衍写，还在结尾处删去了惩罚不孝子孙的律例，加入了

劝阻火葬父母的内容，并代之以《传家宝初集·俚言》第一篇的结尾，对比两者结尾处的语句，极为

相似（见表２，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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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广训直解》“黜异端以崇正学”中的一段：“就是那天主教，谈天说地，无影无形，也不是正道，只因他们通晓天文、会算历法，所

以朝廷用他造历，并不重他的教，你们断 不 可 信 他。”参 见 周 振 鹤：《〈圣 谕 广 训〉集 解 与 研 究》，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５
页。

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５页。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　４：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ｕｓａｇ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ｐ．４．



表２

《传家宝初集·俚言》① 《民间道德风俗·孝敬父母》

父母亡后。 若是爹娘死了。

乘时埋葬。 总该按着时候发丧。

祭奠自有当尽的理。 这丧事该尽心竭力的办。

全要一点至诚哀慕的真心，不在外边摆布的体面。
光弄个虚脸（儿）假排场，在 相 亲 眼 里 要 个 好 看（儿），把 那

哀痛的大事一点（儿）不做，这也不算行孝。

春秋祭扫，虔诚叩拜，或不时照看。 什么逢年遇节，老的（儿）的忌晌（儿），该烧钱挂纸。

只要常常思念父母，事死如事生，才是真孝。

赶埋了以后，还 得 要 时 时 刻 刻 的 想 念，不 可 轻 易 的 忘 了。

……虽然老（儿）的不吃不喝了，在小（儿）的那心里变模样

（儿），活像活着的时候要吃要喝一样。

因此，我们可将戴遂良教材的《儒家观点》视为《圣谕广训》的一个衍本。实际上，首部获得“儒

莲奖”的《中国文化教程》（Ｃｕｒｓｕｓ　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ｅ，１８７９－１８８３），第一卷《通俗语言》②也翻译

了《圣谕广训》和９篇《传家宝》。不过，该教材保留了白话原貌，其余底本多为历史故事和才子佳人

小说，目的在于提升教会学生的语言文学修养，而不是作为教士布道活动的辅助，故缺乏实用性和

民间性。据周振鹤研究，已知的《圣谕广训》方言版本有吴语、嘉兴方言、满文、蒙文等，由于尚未有

人考证过《汉语入门》第四卷的底本，学界对这个河北方言版本不曾知晓。另外，《圣谕广训》及其

衍本通俗易懂，民间影响力极大，受到晚清来华西人的关注：伦敦会士米怜（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ｌｎｅ）、内地

会士鲍康宁（Ｆ．Ｗ．Ｂａｌｌｅｒ）分别将《广训衍》和《广训直解》译成英文，耶稣会士晁德莅（Ａｎｇｅｌｏ　Ｚｏｔ－
ｔｏｌｉ）在汉语教材中将《广训 直 解》译 成 拉 丁 文，大 清 邮 政 总 办 帛 黎（Ａ．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Ｐｉｒｙ）将《圣 谕 广

训》译成法文。③ 由于戴遂良的教材为中法文对照，初版于１８９４的《民间道德风俗·儒家观点》应

是１９世纪的最后一个西文译本。

除《儒家观点》外，第四卷其他课文的底本情况如下：“民间杂观”六篇，内容同样取材于《传家

宝集》④；“道家观点”一篇，宣扬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的道家思想，文中提及了《太上感应篇》⑤，文本

内容与道家“三经”及注本颇为相似；“佛家观点”一篇，主要讲述“地狱十殿”，形塑了近世国人的地

狱观念，宣传佛家思想，内容应出自《玉历至宝钞传》。
《民间叙事》是该教材的五、六两卷，分短、中、长三种篇幅课文，根据情节、人名、地名等线索基

本上可以找到各篇出处。其中，短篇课文基本取自《传家宝集》，包括《传家宝初集》之《笑得好》⑥、

９４１近代河北方言的文字化尝试———晚清方言民俗教材《汉语入门》底本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石成金：《传家宝全集（一）》，线装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６页。

Ａｎｇｅｌｏ　Ｚｏｔｔｏｌｉ，Ｃｕｒｓｕｓ　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ｕ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ｅ，ｖｏｌｕｍｅｎ　ｐｒｉｍｕｍ　ｐｒｏ　ｉｎｆｉｍａ　ｃｌａｓｓｅ：Ｌｉｎｇｕ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àｌｏｒｐｈｅｌｉｎａｔ　ｄｅ　Ｔｏｕ－ｓé－ｗé，１８７９．
参见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１６－６１７页。

但是并非照搬原文。如《和美妻子》与《传家宝初集·俚言·和妻》相合，而《三样 要 紧 事》（敬 惜 字 纸、爱 惜 粮 食、不 杀 生 害 命）的

内容散见于《传家宝集》中的《惜字》《敬字》《字是至宝》《敬惜五谷》《抛弃五谷》《救雀》《渡蚁》等 篇 目 中，可 能 是 作 者 在 方 言 改 编

时整合了这些内容。
“我劝你们，把《感应篇》念的熟熟的。别说这本（儿）上的话浅薄。文字（儿）浅，这里头的意思可深奥的多呀！”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Ｒｕ－
ｄｉｍｅｎｔｓ　４：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ｕｓａｇ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ｐ．２９６．
分别是《不肯下剪》《出气》《让鼠蜂》《疽痛》《剩个穷花子与我》《死错了人》《溺水》《兄弟合买靴》《兄弟合种田》。



《传家宝二集》之《笑得好二集》①《时习事》②以及若干篇《笑府》③《笑林广记》④等集子中的笑话和民

间故事，中篇课文取自《聊斋志异》⑤和《今古奇观》⑥，长篇课文全部取材自《今古奇观》⑦。尽管这

些文集自１９世纪初一直为来华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所重视，但是戴遂良从中选取的均是惩恶扬善

的故事，意在作为布道 文 的 同 时 劝 诫 化 育 当 地 百 姓，因 此 改 写 了 其 中 的 文 学 修 辞，删 去 了 女 色 描

写⑧，又在改编时为文言叙事加入对话。例如，第５７篇出自《聊斋志异·任秀》，改编后的故事更加

真实生动，富有情景感，试比较：

　　《聊斋志异》：母愤泣不食，秀惭惧，对母自矢。于是闭户年馀，遂以优等食饩……舟主利

其盆头，转贷他舟，得百余千。⑨

《民间叙事》：他娘也气的吃不下东 西（儿）的。他 又 臊 的 慌，又 怕 他 娘 气 的 好 哎 歹（儿）的

了，就给他娘跪下，央恳 着 说：“小 儿 从 今 以 后 改 邪 归 正，再 也 不 着 娘 生 气 了。”他 娘 就 着 他 起

来，发落了他会子。打这（儿）就用开了苦工夫了。又到了岁考的时候，他取了个一等第一，就

补了廪了。……船家 也 没 现 钱 了。那 三（儿）人 还 想 着 使 银 子 下 注。他 就 说：“错 非 现 钱，不

玩。”那三（儿）人 急 躁 的 没 法 是 法 的。船 家 贪 着 打 头，就 说：“我 上 别 的 船 上，给 你 们 找 现 钱

的。”就立（儿）又在别的船上借了一百吊钱来。瑏瑠

为使经过方言翻译后的整篇故事风格统一，戴遂良删去了《今古奇观》等文学作品中由“有诗

为证”“正道是”引出的文言对句，改为由“常言说”“俗话说”引出的“纸糊的灯笼心（儿）里明呀”“人

着人死天不肯，天着人死有何难”“妻贤夫祸少呀”“听人劝，吃饱饭”“天无绝人之路呀”等俗谚，既

迎合了当地百姓的话语习惯，又使教材在传教活动中更具实用性。

还有一些故事与已知故事近似，但细节不尽相同。笔者通过比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相关研

究瑏瑡，可以推断戴遂良写下的是某些类型故事的河北当地异文。例如，“呆子学舌型”故事最早见于

北魏的学佛咒故事（《杂宝藏经》），后来改编为学话故事流行于全国南北各地，在各类故事集成中

收录有《傻子学话》《傻女婿学话》《学官话》等十分近似的故事瑏瑢，《民间叙事》的《学俏》和《南蛮子》

均属此类；又如，“聚宝盆型”的故事最早见于宋代《秘阁闲谈·青瓷碗》，明代《夜航船》、清代《坚瓠

集》均有此类故事，但是止于获取钱财，未有复制父亲的讥讽部分，而戴遂良版《聚宝盆》讲的是贪

官得聚宝盆结果复制出很多父亲的故事。在现代民间故事集成类书中，上海、四川、山西、黑龙江

和河北各卷都有生出父亲的宝盆故事，如《八十一个爹》《一个贪官一百个爷》《贪官的爸爸数不清》

等瑏瑣，《民间叙事》所记载的应是晚清献县教区的当地版本。可见，尽管《汉语口语入门》参考了大量

当时民间流行的通俗读物，却不止于一部“书斋”里的翻译作品。而该卷尽管大多改编自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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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分别是《瞌睡法》《粗月》《锯酒杯》《搬老君佛像》《醋招牌》《拳头好得很》《剪箭管》《拔毛》《忘记端午》《回债》《医 驼 背》《乡 人 看 靴

形》。

分别是《泣杖》《怀桔》《遥遵父命》《容灿笑》。

如《别字》《冥王访名医》。

如《问路》《取金》《瞎子吃鱼》。

分别是《考城隍》《崂山道士》《任秀》《赵城虎》和《狐嫁女》。

分别是《陈御史巧勘金钗细》《看财奴刁买冤家主》《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滕大尹鬼断家私》。

分别是《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怀私怨狠仆告主》。

如《崂山道士》中描写嫦娥下凡一段、《狐嫁女》中描写小姐出场一段等。

蒲松龄著、张式铭标点：《聊斋志异》，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７４页。

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５　ｅｔ　６．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ｕｌｇａｉｒｅｓ，Ｈｏ　Ｋｉｅｎ　ｆｕ：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０３，ｐｐ．３８８－３９０．
如［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威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河

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顾希佳《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等。

参见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４３－４４５页。

参见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２０－６２４页。



作品，却题为《民间叙事》，说明戴遂良认为《传家宝》《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等文集中的故事主题

来自民间采风，仅在笔法上进行了文人的创作。当他用民间土话再次讲述出来时，便还原了一个

个民间故事。大概这也是作者未言明选材出处的主要原因。

以上即是这套教科书的全部底本情况。

三、结　语

晚清时期已有不少西人教材使用元杂剧和白话小说作为底本，但《汉语入门》却是第一次对白

话作品（包括元杂剧、通俗小说、民间笑话）进行了方言改写而非直接摘录，说明作者认识到了这些

白话相对于通俗口语来说还不够彻底。该教程自１８９２年出版起，不断增订、再版各卷，几易卷名，

直到二 十 年 后 第 三 次 出 版 第 一 卷，为《汉 语 入 门》的 编 写 工 作 画 上 了 句 号。与 同 事 顾 赛 芬

（ＳéｒａｐｈｉｎＣｏｕｖｒｅｕｒ，１８３５－１９１９）一样①，戴遂良神父积极向学术界靠拢，其汉学工作极大超出了

培养教士布道能力的范围，砥志研思、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这套规模庞大的口语教材篇幅超过五

千页，几乎覆盖了当时在华各地教会出版物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方言手册、语法讲解、交际对话、通

俗读本等），在晚清基督教会的对外汉语教材中脱颖而出，终获法国汉学的最高荣誉，如今成为学

界研究河北方言的珍贵资料。

实际上，在史料价值外，这部方言民俗著述更为西方学界了解清末中国民间思想和文化提供

了客观依据，再证了西人汉语教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是传教士汉学史上的一抹亮彩。

在洞悉其全部底本之后，这一著作值得学界从不同侧面继续深入研究，以探讨西人关注中国民俗

文化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认识中国民间观念与习俗在中西沟通中的文化桥

梁意义。

［责任编辑　王加华］

１５１近代河北方言的文字化尝试———晚清方言民俗教材《汉语入门》底本考论

① 献县教区的另一位汉学家是顾赛芬，因翻译儒家典籍和编纂中法字典 而 著 名。戴 遂 良 和 顾 赛 芬 的 著 述 是 当 时 献 县 教 区 的 主 要

出版物。参见彭福英：《献县张庄天主堂印书馆印刷出版事略》，《文津学志》编 委 会 编：《文 津 学 志》第 六 辑，国 家 图 书 馆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８－２６８页；魏正如：《献县印书馆》，河北省献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献县文史资料》第３辑，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８－
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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