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 说

“

书同文与

广方言
”

薛 英

《读书》一 九九二 年十月号载《书同

文与广方言》 (周振鹤 )一文
,

介绍了杨勋

的《英宇指南》
。

此书除了光绪五年本外
,

还有一种光绪二
.

十三 年丁酉 (一八 九七

年)上海复古书斋以五 年本做底本的石

印本
,

是前乎
“

增广本
”

的一种
,

时在第

一次刊印后十八年
,

这也可以算作该书

适应较广的证明吧 ! 所见石 印本保存了

杨 氏五年 自序及武进易斋余思治
、

南汇

梅卿程祖伊
、

古皮颂周曹镐序
。

均题光

绪五 年
。

广东巡抚刘瑞芬的序却不见了
,

或者是在流传过程中散掉
。

光绪五 年本

卜

则为上海美华书馆铅印刊行
。

唐廷枢的《英语集全》
,

是一部奇特的木版书
。

与一般的刻书相比
,

有

很多不 同之处
。

因为在木版上刻英文字
,

是与刻汉字根本不同的
,

刻工 的

技术水平很高
,

刻出的英文字从书写的角度肴非常流畅
,

这在同类的书中

也是绝无仅有的
。

另外
,

这本书的目录均标明了正 文的页码起讫
,

便于翻

检
,

与现代印书完全相同
,

这事虽小
,

而在我国版印书籍中是从没有过的
。

或许竟是第一部如此编排目录的刻版书
。

这本书在序吉中还有个名字叫《华

英音释》
,

英文的名字是
: “

T h e C h in e s e an d E n
gl is l、 in et r u e to s ” 。

(( 英语集

全》则拼写做
“

Y in g 0 T ar p T s如
” 。

这种拼音法似是拉丁化的做法
,

现在

当然是不用了
。

我的姓
“

薛
”

字老师就告诉我是
“
H se u h ” 。

以前有的字典也是

如此
。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标音
。

用粤音是没有问题的
。

如
: 日一 Y A T一 S un

一新
。

顺序泥
:

汉字
、

汉字的广东读音
、

英文
、

英文的读音— 当然是粤

音
。

这样看来
,

大体上也具有
“

双语词典
”

的一 些作用
。

既是以粤音标 出
,

我

们知道
,

粤语中是有入声字的
,

而粤语的入声字收尾又有
“
K T P

”

之别
。

这

在标音中也叨确地表示 出来了
。

《英语集全》是一部
“

汉英分类词汇集
” 。

它刻成于同治元年 (一八六 二

年)
。

用这种分类的办法编辑塞本词汇供国人学习
,

在
“

集全
”

出版的前后是

有一些的
。

也是流行的作法吧 , 咸丰八年 (一八五 八年 )就是
“

集成
”

出版的

甫四年
,

广州还刻了一种名叫《华番贸易官语通晓》的书
。

书共二卷
,

下卷

是
“

句子 ,
,

上卷是词汇
,

就分成了
:

数 目门
、

助 (斤 ) 两丈尺门… …等等
,

也

是用粤音标音
。

与
“

集全
”

不同的是只有汉 字而没有英文
。

例如
:

一 (温 )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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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

前者是汉字
,

后是英文的广东读音
,

不见原文
,

用汉字来学外语
,

也

是一种办法
。

虽然不 一定是个好的办法
。

比较起来
,

与唐书之编辑质 t 则

相距甚远了
。

对于《英字入门》一 书
,

周先生颇疑是《英字指南》
,

又说
“

或许被周氏误

记
” 。

其实是不 必怀疑的
,

也不是周越然的误记
,

而是《英字入门》确有其书
。

著者是
“

海上曹骤润助氏
” 。

给《英字指南》写序的是
“

古虞颂周曹镐
” ,

那是

另一个人
。

周越然说的曹氏当然是曹嚷
,

因只说了一个
“

姓
”

而未道
“

名
” ,

所

以引起了怀疑也是不足为怪的
。

《英字入 门》的作者是上海人
,

因见广东人

用粤语标音不便上海人学习
,

所以用沪语标音 以便上海人去读
。

见到的是

清光绪三十年 (一九 O 四年)上海文英书局铅印本
。

这是它的重印本了
。

第

一 次印刷出版是在同治十三年 (一八七四年)
,

这有两条证据
。

重印本有作

者的自序即署同治十三年这是一
。

根据序文所说可以断定在这一年出版
。

第

二是书后附有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十六 日上海《 申报》及二十三 日《集报》 的

两条报道
,

介绍了该书及作者情况
。

因此
,

《英字入门》的出版是在《英字指

南》之前
。

序中讲到当时学外国语文的情况
,

并提到了
:

唐廷枢之《英语集

全》
、

邝容阶之《字典集成》和浙宁冯泽夫之《英语注解》三 书
。

这样
,

我们就

可以完全消除怀疑了
。

但不 管如何
,

仍可以算作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吧!

文 中还提到了研究
“

语言接触
”

问题
。

晚清时
,

中外的政治
、

经济
、

文

化交流 日趋频繁
,

中国人学外文
,

外国人学中文
,

这种现象是时代现象
。

有

中国人学外文的书籍
,

同时也有外国人在中国学习中文的书籍
。

中国人学

外文的书籍以上有了简单的说明
。

外国人在中国学习中文所用的书籍
,

有

的是在中国刻印或抄写的
,

如《学字问答》
、

《 一望而知》等书
。

有的则是在

本国出版
。

如一八 四五年 (道光二十五年) 在法国巴黎出版的《 汉字橄要》 , 一

八九六年在河内出版的《千字解音歌习图》等书
。

愈大利
、
日本等国也有过

出版
。

现在看其内容可能幼稚些
,

但如果把这种动作放在当时特定的环境

中去观察
,

恐怕是值得深思的了
。

对于研究这种
“

语言接触
”

现象的书
,

我

们 出版得不多
,

如果把范围扩大一些
,

方豪教授的《拉丁文传入中国考》一

书
,

不知可算得否?

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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