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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被称为
“

实业兴邦第一人
”
的唐廷枢是晚清洋务运动活动

家
,

他编写的藏英语集全 》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教科
书和词典

,

为培养英语实用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
。

唐廷枢 英语实用人才 洋务运 动

唐廷冰欧 序建杰 曾用名唐杰 号镜心
、

景星 广东

省香山县唐家丰议今珠海市唐家湾镇 人 清代晚期洋务运动活动

家 洋务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
。

唐廷枢在四十岁之前 读过六年的教

会学校 从教会学校中学习到了许多英语语言知识 之后担任过十

年的英语翻译人员筋拿过十年的洋行买办 后来参加了李鸿章的轮

船招商局改组工作 对于洋务派的官僚企业进行官督商办 成为洋

务派的重要活动家
、

洋务派实业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
“

实业兴邦第

一人 叽 唐廷枢的教会学习
、

莱语翻译以及洋人买办的特殊经历让

他掌握了地道的英语 并且熟悉外国人 是在西方的文化浸透中逐

步成长起来的洋务运动活动家
叭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外各种科技和实

用技术 唐廷枢认为国人只有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前提下才能
“

师夷

长技
”

唐廷枢为此编写了《英语集全 》便于国人学习英语 对晚清

莱语实用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

一
、

唐廷枢的英语学习生涯

年 由于唐廷枢的父亲对于英语知识的重视
、

对子女教育

的重视 八岁的唐廷枢得以在马礼逊学校免费读书 其中一项重要

的学习内容是学习英语和西方国家经济
、

政治
、

地理等概况 和唐廷

枢一同免费就读的还有唐廷枢白勺兄长唐廷植和其弟庸廷庚 以及他

们共同的同学容阂等人 容闲后来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留学

美国的学生被称为 中国留学生之宋
” 。

容闲后来认为他们在马礼

逊学校学习的内容层次为
“
小学水平

”

由此可知他们在校学习期间

的内容应该为初级英语层次和水平 但是 唐廷枢等人在学校学习

期间
”
全天候

护

和外籍教师相处 并且部分著名的传教士亦常到学校

开展教学活动
,

使唐廷枢等人在日常生活中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口

语
二

并且 唐廷枢等人在学校学习期间 阅读了全英文本的成圣经抓

纯英文本的教科书 所以在马礼逊学校学习期向掌握的英语知识是

较为扎实的这为后来唐廷枢英语实用能力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

翻 年在马礼逊学校求学十年之后 庸廷枢转到另外一所教

会学校继续学习 毕业后留在香港发展乒尸
、

二
、

唐廷枢的英语翻译生涯

由于在马礼逊学习的经历庸黝区自小就熟练掌握了一口流利

的英语 将
“

英语口语
妇

作为其谋生的技能 先是在香港的一家拍卖

行做助手 后来转行到香港政府的巡理厅担任翻译一职
。

因为唐廷

枢的英语翻潮乍常流畅和准确两年之后担任了巡理厅 正翻译
'

一

职 之后又转到大审院担任正酬辛
。

除了担任翻译之外 唐廷枢的经

营才干在此期间得到了展示 在当铺入股 展示出经商才干 痛廷枢

的经商才千得到了英国人李泰国的欣赏
、

李泰国是当时有名的
“

中

国通
州

在 年到 日之年间担任香港政府的粤语翻译 和唐廷枢

共事
。

唐廷枢熟练的英语翻译水平 以及超常的商业头脑 始李泰国

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乡年 李奉国到上海海茉税务司担任要

职 邀请唐廷枢也到上海海关任职 唐廷枢欣然应邀到上海海关工

作 先后担任了海关副大写
、

正大写和总翻译等职

三
、

镶英语集全 》与唐廷枢对晚清英语实用人才的培养

关于唐廷枢编写肴英语集全 》的目白够口背景 护理香山协副将弓长

玉堂在为《茱语集剑所作的序中作出了解释 锐庸廷枢在年少的时
候就灵敏机智

、

享赋异常努力学习英语
,

由于对时务较为关注 他

立志编写英语学习的书藉便于人们和外国材丁交道进行通商
。

但

是 如果对这些外语知识分门别类编辑 刚十分的繁杂 井不是一时

之间就可以完成的
、

唐黝区观察到 户国人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脂误

百出 并不能学习到点子上 但是如果自己对莱语学习者一一进行

教授是不可能的所以立志编写英语学习的书籍通过两年的时间

终于编辑成书
。

关千 《英语集全 》的编写自的 唐廷枢本人在该书的

自序中也进行了说明
、

唐廷枢到福建
、

江浙一带诸多省份的洋务企

业中许多人来向他请教英语知识 户国人非常缺乏英语知识
。

他发

现 由于中国人不通晓莱语而在生意场上吃亏 外国商人由于中国

人不懂得英语而在商场上蜘两中国人 甚至部分中国人由于不通晓

英语而受到外国人的凌辱
、

欺负所以编辑 《英语集全 》供国人学习

英语之用
。

概而言之 唐廷枢编写镶英语集全 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

人学习英语
、

便于和外国人经商打交道的需要
、

当时的广东人学习英语较为困难 斯谓的 洋乒圣派英语
”

中有许

多错误的地方
。

为了人们更好地掌握英语的发音 唐廷枢在编写侠
语集全 》的时候用广东话对英语单词澎于注音和翻译

。

以中国的语

言和文字对英语单词进行注音 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较为奇特

和错误的做法 但是在当时 并不是一种荒谬的做法 启能够迅速提

升中国人听和说茱语的能力
。

以口在 白 年到 勺如 年期间的官

洲十三行时代 肖时有一本著名的截鬼话争也是用广州话对英语单

词注音 上咖 将
“

叫砂
'

注音为
“

土缈
'

将场
旧汀

,

注音为
“
曼

” 。

在唐

廷枢的搽语集全眨前也有一本较为流行的英语学习读物镶华英通
语》该书对英语的注音同样是广州话 但是已经考虑拚音的问题

,

比如 将 飞而
从

注音为
`或

非未
”

表示必测留非
妞

和
`亡

夫
,

两个字连起来

读
。

将
“

甘
'

注音为日日剖 并且注音的时侧各把
“

特
”

字写得比目尸

字小表示
“

特
“
要轻读

。

唐街区同样来用了通过汉字和拼音对英语
进行注音的方法 是符合当时我国民众茱语的学习现状的

。

实际上 肖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也是通过

同样的方法进行的
。

如美国著名的传教士丁题良于 劝年奔赴宁

波传教的时候 途经广州 在广州码头登岸的时候听不懂中国话 后

来到达了宁波之后就通过英文注音的方法学习宁波方言
,

半年之

后 丁匙良就能用宁波话进行传道了
二

后来 丁匙良在中国又进行了

五年的汉语学习
谬

熟读四书五经 并且能够将西方国家的书籍翻译

为中文
。

由此可见 此种注音认字的方法是当时中外均共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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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罗小涛

摘 要

关键词

胡元谈是我国著名 的教育家
,

他坚持教育救国论
,

革新学

制
,

建立独特教育体系
,

矢志以人才培养和民族复兴为 己

任
,

为 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
。

胡元谈 教育思想 实践研究 磨血办学

世纪初 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肚会

上出现了私学兴办的高潮
。

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明德学堂 就是湖

南私学中的佼佼者
。

一
、

胡元谈其人概述

胡元谈 湖南湘潭人 祖父曾任广东南海知县 父

亲曾师从著名学者陈澄 爱家学熏陶 少时立下
“

从来经天纬地业
,

旨在躬行实践身
”

的志向
。

民族危机破灭了胡元谈的科举梦 他东渡

日本求学归来后 成为一名教育救国论者 并于 年创办了明德

学堂
,

以培养新式人才为宗旨 聘请名师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式 使明德学堂教学规模
、

教学质量在全国私学中名列前茅 为 明德

学堂赢得了
“

南有明德 北有南开
, '

的美誉
。

胡元谈生活清苦 为办学

四处奔波
,

呕心沥血 后因操劳过度 于 年逝世
,

有 《修身约

言 》
、

《耐庵言志 》传世阳
。

二
、

胡元谈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儒家思想及湖湘文化的熏陶
。

胡元谈出生书香门第之家 从

小接受了完善的家庭教育 儒家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

的进取思想

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使他从小就有了
“

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 '

的

社会责任感
。

胡元谈与大多数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 始终将修

身视为平天下的前提 而在他看来 教育是建国之本
、

为政之先 是

修身的直接途径 这是促使他一生致力于民办教育的主要原因
。

严重的民族危机
。

年 二青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签订

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使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

义

和团运动和康梁变法运动失败后
,

胡元谈意识到只有提高国民素

质 才能救亡图存 于是 他树立了终身办学的目标 抉定通过创办

新式教育来培养实用型人才
。

留日期间 胡元谈见识了明治维新给

日本社会带来的变化 更加坚定了创办新式学堂的信心
。

新学制的颁布
。

光绪二十三年 徉务派官僚盛宣怀在上海创

办了南洋公学 拉开了近代教育的序幕
。

清政府在戊戌变法后推行

新政 颁布了 《钦定学堂章程 》淮许各地书院兴办大小学堂 这一学

制促进了民国以后教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体

有效的学习外语的方法
。

唐廷枢在编写 《英语集全 》的过程中得到了

其弟弟唐廷庚的帮助 在唐廷庚的参与下 唐廷枢花费了较长时间
、

较多精力才编写成书
。

同时 蔗英语集全 》的编写也得到了唐廷枢的

兄长唐廷植的帮助 唐廷植在香港毕业之后到美国工作 在美国旧

金山工作期间不断学习英语 使自己的英语达到了较高水平 并于

年从美国旧金山辗转到上海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于 年

在上海海关担任翻译
。

在此期间 唐廷枢刚刚编写好《英语集全 》唐

廷植为 《英语集全 》六卷进行了认真
、

细致的校对
、

修改
。

《英语集全 》是当时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重要书籍 并被后人认为

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教科书和词典 这并不是说我国在 《英

语集全 》之前没有其他的学习英语的书籍 比如 《鬼话 》
、

《华英通语》

等学习英语的书籍的编写时间均在 《英语集全 》之前 而是因为 《英

语集全 》一书首次使
“

英语
, '

这个词在我国的书籍中面世 不再称之

为
“

英话
, '

或者
“

鬼话
, '

并且 《英语集全 》中的英语会话已经完全脱离

了当时的
“

广东英语
, '

的狭小范畴
,

完全符合了英语的语法规则
。

年 蔗英语集全 》六卷在广州出版
,

以唐廷枢的住所
“

纬经堂
”

的

堂号发行 蔗英语集全 》的编写和出版虽然得到了唐廷植
、

唐廷庚的

帮忙支持 但仍然主要是由唐廷枢进行编纂
、

印刷和销售
。

四
、

支持
“

英华学馆
” 、 “

格致书院
, '

的办学

英国著名传教士傅兰雅于 年来到中国 曾经担任香港圣保

罗书院院长一职 在此期间 傅兰雅为了更好地在中国进行传教 从

真学习了广州话
。

傅兰雅于 年担任北京同文馆的教习 在此期

间认真学习北京话
。

年 傅兰雅决定在上海举办
“

英华学馆
, ' ,

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通商时语言文字方面的需

要
。

傅兰雅成立了
“

英华学馆
, '

之后担任该校校长
。

唐廷枢非常赞同傅

兰雅的主张 赞同其通过办学的方式让中国人学习英语
。

原因是 唐

廷枢从其个人的经历当中就深有体会
,

自己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跟外

籍教师学习英语 取得良好的效果 而其他中国人通过 《英语集全》学

习英语无疑受到较多的制约
,

通过广州话的注音学习英语肯定影响

学习效果 尤其是容易导致读音不准确
。

唐舀区认识到 通过《英语集

全 》学习英语毕竟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学习方法 英语学习最好的方法

还是自小就进入到学校进行学习
,

如果能够有机会跟随外籍教师学

习则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

为此 唐廷枢对傅兰雅举办
“

英华学馆
, '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为学校提供了不少资助
。 “

英华学馆
, '

为了便于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 还专门将学生分为日班和夜班 夜班也为我国培养

了许多英语实用人才 比如后来成为著名的买办资本家且撰写 《盛世

危言》的郑观应就曾经在
“

英华学馆
, '

的夜班学习
。

除了支持
“

英华学馆
, '

的办学之外 唐廷枢还支持
“

格致书院
, '

的

办学
。 “

格致书院
, '

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并且以学习自然科学

为主的学校 但学校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仍然是教习中国学生学

习英语 扩
`

格致书院
, '

同样培养出大量的英语实用人才
。

当时 唐廷枢

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 不仅为
“

格致书院
, '

的办学出力 而且提

供了大量的资助
,

同时通过个人的威望向有关机构筹集办学资金

在其劝说下 直隶总督李鸿章
、

两江总督李宗羲
、

上海道台冯俊光等

人也对
“

格致书院
, '

的办学进行了捐助
。

由此可见 唐廷枢在晚清英

语实用人才的培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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