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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

《北京官括伊稣普喻言》成书的多文化因素

王周明

中田敬义根据渡部温日译本《通俗伊薪普物语》翻译而成的《北京官括伊妹普

喻言》有其独特的成书背景和翻译过程 。 留学北京期间，中田敬义一边使用《语

言自避集》跟从母语者学习北京官话， 一边解读渡部温及其《通俗伊薪普物韶》，

包括理解渡部温为何及如何将西方寓言与 日本江户时期特有的咄本（短篇笑话集）

形式融为一体的崭新尝试。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已有的汉文和唐话能力，活用

中日通俗文学形式，以北京官话为主，揉合古文和俚语的词语及表达方式，完成

汉译工作，并形成了一种特殊且少见的说书式文体风格。因此，我们认为《北京官

话伊萄普喻言》是一个综合了西 日中多文化因素、通过传承和变容才得以问世的近

代化产物，了解它的意义不应只局限千它的教科书功能。

关键词：伊索寓言，多文化因素，近代化

1. 序言

汉语教科书，顾名思义，就是跟汉语教育有关。而始于明治时期的近代 日本

的汉语教育，尤其是处于学校教育环境中的汉语教育，就其必须顺应国情需求这

个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为国家命运所左右。 特别是在日本下意识地在

东亚地区扩大本国势力的野心逐步以战争和侵略的形式付诸千行动的大背景之下，

日本的汉语教育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浓厚且敏感的政治色彩，其性质亦大大扭曲 。

大概正是因为如此，迄今为止除了在相关的历史研究领域以外，近代日本的汉语

教育几乎从未被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注目过；而在进行相关的历史研究时，这一

时期的汉语教科书也仅仅停留于作为辅助性的参考资料，其自身尚未被真正分析

考察过。

中田敬义的《北京官括伊妹普喻言》 1878 年（明治 11 年）完成千中国北京，

1879 年（明治 12 年） 4 月刊行于日本东京。目前已知的是，它是日本明治时期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汉语教科书 。 然而，作为一本汉语教科书，它却相当特殊。首先，

它的语言形式是中国的，并且书名中关于“北京官话”的这一提法，是目前能够

在文献资料里找到的第一例I; 其次，它并不是一本原创书， 而是译本， 即内容上

是西洋的 ； 最后，作为它的翻译底本的是渡部温的日译本《通俗伊睬普物捂》。换

言之，《北京官括伊薪普喻言》（ 以下简称为中田译本）是综合了多文化因素才得以

成书的 。

本论文旨在改变目前相关研究的停滞状态，从分析中田译本的语言特色入手，

I 2018 年 11 月日本中国语学会第 66 回全国大会第一天的专题讨论会＜域外资料办

它近代口言吾左向 5 文献言晤学仍挑戟七踝题＞上，于叶谦悟的＜域外资料亿上

石官括研究＞报告内容里也提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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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明治前期2学校教育中跟汉语教育有关的诸般情况来考察中田译本的成书，重

新审视中田译本在包括其作为汉语教科书在内 的传承和变容方面的价值。

2. 明治前期对汉语教育的形势需要与新的汉语教科书

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始千 1871 年 （ 明治 4 年）外务省所设置的汉语学所。 明

治前期，最初仅以培养实用口译人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中的汉语教育， 一方面沿

袭着唐通事以来的唐话稽古传统， 一方面又不得不去适应包括日清外交在内的社

会形势的转变。 到了 1876 年（明治 9 年）这个分水岭，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汉语科

不得不面临着将一直以来的南京官话教育切换为北京官话教育这一问题 。

为了配合学校教育中的这一大转变 ， 1867 年初版的 《言吾言自遗集》成为当时

日本国内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唯一选择 。 千是，通过紧急安排，这本书终千赶上 1876

年 9 月 的新学年开学，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汉语科匆匆登场。尽管《言吾言 自遗集》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尚不为人所知 ， 却对从此以后的近代日本的汉语教科书产生了

巨大影响 。 例如，其中最早的一本当属 1879 年（明治 12 年） 6 月刊行的广部精所

编的《亚细亚言韶集支那官话部》，即以 《言吾言 自迥集》为底本，在整个明治时期

广为利用 。 而在明治以后， 此类教科书更是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从时间上来看，近代 日本的汉语教育在切换成北京官话之后，由

日本人编写的第一本汉语教科书 ， 实际上指的并非上面列举的 《言吾言自迵集》系

列的第一本一一《亚细亚言韶集支那官活部》，而是走了完全另外一条路线的，千

1879 年（明治 1 2 年） 4 月发行的中田译本 。 该书在整个明治时代 ， 除了使用北京

官话这一点以外 ， 可以说是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同一时代《言吾言自避集》系列

大相径庭的极为罕见的一种汉语教科书 。

然而受限于其在整个明治时期都被定位于作为汉语教科书来利用的性质，中

田译本的流通范围仅限千日本，领域也止于汉语教育，几乎不与在中国境内进行

的其他伊索寓言的汉译工作发生任何事实上的交集。 因此即使理应视之为近现代

中国的伊索寓言汉译成果之一 ， 也是知之者少之又少 。

3. 中田译本的语言特色及其与译者汉语学习简历、翻译流程的关系

2 本研究中对明治前期的区分，是着眼于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史，指的是从始于继

承近世唐话的 1871 年汉语学所的设置，到意味着唐括继承终焉的 1885 年 （ 明治

18 年）束京外国语学校废校这一峙期 。
3 根据六角恒广 1989, 汉语学所于 1873 年（明治 5 年）划归文部省管辖，同一年

东京外国语学校设立，汉语学所变成该学校的汉语科。

4 此处所谓的《韶言 自遗集》系列 ， 指的是包括了《亚细亚言韶集支那官括部》在

内，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 ＜散语＞ 、 ＜ 问答＞ 、 ＜谈论＞等《语言自迩集》 所固有的
形式内容制作而成的一系列汉语教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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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学习者理解和利用，中田敬义在中田译本中加入了“日本文例言”

和“支那文例言“，即中文例言和日文例言，后者使用的是典型的汉文训读体。其

中的的日文例言 3 中对汉译时使用的语言情况作了如下说明 。

支那陪二/,、文括、官括、俗括等丿锺姐了 U 于、稍力 差别了 9 、我倩丿通

常愿苔辨脸又心二常于八、多夕官言舌可用 7, 然µ 卜壬、此害丿如斗＾、雅

用y于以于借束挪西二便又、

中文例言中没有相应内容，由此可以判断这一说明是为日本学习者准备的。

而通过上述说明，我们可以明白中田敬义很清楚汉语分成了文言、官话、俗语等

几种，相互之间是稍有区别的；但汉译时为了方便起见，却是有意识地在官话里

混用了文言、俗语等等。

那么在具体汉译时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其中一则较有代表

性的寓言故事＜屈日比力＞——即众所周知的＜北风和太阳＞的个案分析来大致观察

一下中田译本的语言特色。

3.1. 个案分析所体现的中田译本的说书风格

＜胤日比力＞

有峙候兄、太隔和胤伯孚强、辦誰不休、脱、那磨、舆其追棣空誰、能叫那

现在路上走的行客、脱下雨衣来的、就算是力强、胤伯就施展本事、刮起暴

胤来、那行客、怕雨衣被夙刮了去、紧紧的裹在身上、就在追峙、太隔徙霖

中射出来、放朋灼灼大光、消霸除寒、那行客、晒得很舒服、越晒越熟、到

了兄忍不住了、自然而然的、把雨衣脱下来了、所以太隔羸了、

用强暴成事、以势力座人、倒不如柔和勘教解人心绪的、好、

＜胤日比力＞由叙述部分和会话部分构成，整体的语言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

好似一位说书人用讲述故事一般的语调而毫无停滞感地妮妮道来；会话部分像实

际面对面对话一样，说话口气极为自然流畅；叙述部分亦如喂喂不休地说话一样，

行云流水般地使用浅显通俗的语句一贯到底。

之所以能够这么认为，理由有二：其一，从故事的前后衔接方式来看，以“有

峙候兄“开头的闲聊风格的开场臼，会话部分用“那磨”来开头的转换方式，用

”就在迼峙”之类的表达来增强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者加强对新变化的期待，通过

”所以“来明确引导出结果，通过“倒不如“来传达转折语气等等，这些使得整

个故事流畅一体。

其二，除了通过对场面精心描写来进一步增强北风的急躁鲁莽和太阳的胸有

成竹、不紧不慢之间的对比效果之外，还熟用“辦谕不休／消霹除寒／自然而然”

等成语，并注意改成语“以势座人”为“以势力座人“，促成与“用强暴成事”的

对偶形式，多用“胤伯／行客／ 力强 ／刮夙”等颇具俚语特色的说法，等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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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语言方面的细节处理十分灵活到位，既体现出了表达的多样化， 增强了韵律感，

又加强了夸张效果，使得故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屈日比力 ＞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田译本对寓言故事的语

言处理，整体上注重口语风格；这也是为了方便口口相传的口头传承文学的共同

点。这种风格严格说来并不属于传统慈义上的文章， 反而更接近明清以后广为一

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式说书，所以可称之为说书风格。

3 . 2中田敬义的汉语学习简历以及中田译本的翻译流程大概

中田译本是译者中田敬义在北京一边勤奋学习语言一边协助口译工作的过程

中完成的一部兼为汉译本的汉语教科书，“明治仍峙代在通匕飞清国捂仍教科害 七

L飞使用岂机左" 5 。 它能够作为唯一一本具有说书风格的汉语版伊索寓言而得以

顺利完成 ， 不仅要归功千译者一心关注北京官话的执着动机，更是得力千他的汉

语学习经历和较为特殊的翻译流程。

3.2.1. 中田敬义的汉语学习简历

中田敬义的经历在六角恒广 1999 的＜中田敬羲——1',/ 、'/ 7 · 物晤夺北京官括

亿 ＞这一章节里有详细介绍 。 这里参考该章节，只回顾中田敬义至中田译本刊行为

止的汉语学习简历 。

1870 年（明治 3 年）， 13 岁的中田敬义为了学习汉语通过了选拔考试，离开

故乡金泽求学东京 。 在此之前，他 8 岁就读完四书五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汉文

能力。翌年 1871 年汉语学所开设， 他成为首期学生，直至 1876 年派遣留学北京，

在此处勤学了六年的南京官话。“生来仍勉强千寺上熟心芒忆加之t豆贞仍回帜屯上

办勹左仍飞、心勹也成稹忱上位在占虳飞贮左。 毛们心底亿阰，二们漠晤夺自分

(J) 屯仍七 Lt心二 5 匕寸石氨概妒冼勹左办它飞冼石 II 6 。 1876 年中田敬义 19 岁

时，适逢日本北京公使馆要求本国增派北京官话的翻译人手，于是他与另外两位

同学一起被选拔出来派往北京留学。离开日本前夕，接受了渡部温汉译《通俗伊

稣普物活》的请求 。

这时，在北京当地，威妥玛 （英文名 ： Thomas Francis Wade ) 的《语言自遣

集》是唯一的北京官话教科书，是以价格昂贵。千是中田敬义借了公使馆的这套

书，让当地人眷写其中作为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第一册，通过雇佣教师一对一地听

发音和解说困难词旬的方式来学习。换言之，在北京，根本没有学校那种学习环

境。”中田 <l)t 归习匕京官括左教免飞芭产{J)凡满州旗入m祒古英继勹支门英祒

古飞、主~L飞『晤言自遁集』在曹写: L n乙屯仍左使勹左。 子 L飞『伊稣普物捂』

(J)翻职左藷学仍勉强在办扫飞指遵 L fc(J) 过、英祒古幻次子幻恩禄飞冼石" 7 0 

可以想象，中田敬义在留学北京之前就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汉语能力。虽然

5 六角恒广 1999: p99 。

6 六角恒广 1999: p94 。

7 六角恒广 1999: p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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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田译本完成为止 ， 中田敬义的北京官话学习时间也远不及南京官话长久，但

是由千一方面已有了南京官话的一定功底， 一方面又大大增加了实地的实践机会，

是以他的北京官话进步飞速，得以逐步在他人的协助下完成中田译本这一结果也

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

3.2.2. 中田译本的翻译流程大概
中田译本的日文例言 l 记录了该书的翻译流程大概 。

余日本言吾歹将于支那韶二蟠牒只）V 刁卜、此番歹以于始卜焉久、故二此害 7

言睾久儿二方 1) 于七、其娱嘐十午歹要 1/ 、反覆丁窜、先、y 自歹底稿歹起夕、

大意歹言睾久丿V 一遏、俊北京人恩禄十 Jv者歹聘 1/ 、 一次／斧鳖于加八、 一次

／刑色于重木 、 更二妥顺沛身麓十）V 歹欲夕、耶稣教牧卸北京人英绍古十几

者二校朋歹乞匕、妥歹欠夕毛／八删于妥二就午、稳力十歹廿丿丿毛／八改又

于稳力二十夕、然Jv彶僅二稿歹脱只、

字里行间透露着译者慎重严谨的翻译态度，从中我们还可以大致了解到至该

书完成为止，每一次翻译都至少经过以下五个步骤才定下稿来。

第一步：消化并琢磨日语原书——中田敬义

第二步：译成汉语草稿——中田敬义

第三步：由母语者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恩禄

第四步 ： 由同一母语者进一步进行小幅度的修改——恩禄

第五步：由不同母语者进行校阅——英绍古

或许是因为中田敬义赴华之前已有相当汉语功底，所以并没有留下类似于合

译的有关记录 。 但是，上述步骤明确意味着中田译本名义上是中田敬义的译作，

英绍古父子亦功不可没。 恩禄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方面，其父英绍古则不

然 。 既然中田敬义特意强调了后者的耶稣教牧师这一身份，显然在最后的校阅阶

段，英绍古在语言形式和西洋内容的整合统一上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

4. 中田译本与渡部温及其《通俗伊薛普物晤》的传承关系

如果没有渡部温和他的《通俗伊菇普物捂》，毫无疑问，中田敬义的《北京官

话伊蛛普喻言》也就一定不会存在。 在此意义上，究明渡部温是如何将《通俗伊蛛

普物捂》托付汉译的想法付诸行动这格过程，对考察 《北京官括伊袜普喻言》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

4.1. 渡部温的相关态度和行动

渡部温这位人物，从江尸末期到明治时代，终其一生都从未从事直接与汉语

教育相关的工作，但拥有作为英美研究专家．教育家．实业家等丰富经历，从而

受到了很高评价。 自 1875 年 7 月至 1877 年 1 月担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这一职

务期间，托付中田敬义将自己翻译的《通俗伊薪普物韶》翻译成汉语。 具体的托

付时间虽然没有明确记录可以参考，但曾被提及是在中田敬义即将离开日本前往

北京公派留学前夕 。 根据此后中田敬义抵达北京为止的移动路线来推算，托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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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约发生在 1876 年 3 、 4 月之间8 。 换言之 ， 在时间上，这次托付不偏不倚正好

发生在《言吾言自避集》登陆日本前夕，从而证明了渡部温在对待汉语教科书的问

题上确实有先见之明 。 此事的三年之后一一1879 年 4 月，作为出版发行人将花费

两年半完成的《北京官括伊稣普喻言》加以刊行的也正是两年前结束东京外国语学

校校长任期，已经离开教育岗位的渡部温。

作为汉译的提倡者兼支持者，渡部温的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可谓颇具

先驱意义。因为正视缺少汉语教科书这一问题时，他并不局限于只盯着这一个问

题，而是站在外语教育的立场来摸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表露出来的是一种必

须增加适合日本的更为有用的汉语教科书的胆识，或者亦可称之为决心 。

4.2. 《通俗伊薛普物捂》被选定的理由

《通俗伊殊普物誰》的 日译背景当中，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提，那就是在明治

以后的外语教育里，英语教育通常较之其他语种的教育处于优势，在方法论方面

也更为进步 。 渡部温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既为英美研究专家又身兼英语教员 。

《通俗伊味普物眙》的主要底本——Aesop's Fables 就曾是渡部温所教授的英语教

科书 。 为此，渡部温自发地将这本英语教科书译成日语，刊行了《通俗伊稣普物

韶》 。 单从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出渡部温在英语教育方面有着卓越见识，思考着将

西洋文学与英语教育结合起来，从实践和理论层面均能够正确理解如此銡合的重

大意义 。

因此，我们认为《通俗伊稣普物活》是渡部温有意识地将西洋文学的启蒙内

容与日本江尸后期开始的咄本形式（参照 4.4 ) 融合起来，成为了一部史无前例的

同时具有近代因素和日本因素的独一无二的日译文学作品 。 而且这本书不仅停留

千作为一个活用了英美研究和英语教育经验的副产品，还作为一本面向日本人的

国语教科书等发挥了良好的社会作用 。 根据谷川惠- 2001, 该书先是在刊行后不

久就被刚刚起步的小学教育选为教科书，后来又被入选修身教科书，广为一般民

众熟悉 。 如此客观的社会勀果更加说明了《通俗伊薪普物韶》的日译是一次有意

义且成功的尝试，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了渡部温除了具有语学才能以外，同时也拥

有教育家的远见卓识。

而同一时期依然沿袭着唐话稽古传统做法的汉语教育，在当时身为外国语学

校校长的渡部温的眼里是如何看待的呢？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远远落后于同时期

的英语教育， 看不到近代化的进步节奏等等 ， 答案极有可能是不容乐观的 。 千是，

渡部温萌生了借助自己所积累下来的英美研究和英语教育的见识来解决问题的想

8 根据六角恒广 1999 的记述内容，中田敬义前往北京的日程如下：中 田敬义前往

北京公使馆的派遣令 1874 年 3 月发出，于是他先乘船前往上海更新服装等等，

然后再次乘船前往天津，最后从天津换乘马车进入北京，大约五月初抵达日本公
使馆 。 文字中明确记录了中田敬义离开日本之前，在向校长渡部温辞行时被请求

了翻译工作一事，因此我们推测渡部温是在 3 月或者 4 月时请求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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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最终摸索到的是将《通俗伊蔡普物韶》的日译经验推广活用至汉译的做法。

通过这一做法，追求与旧式中国教科书划清界限的新式教科书，“涣晤学科仍生徒

忆将来使扣廿上 5 上考克左办它飞冼勹左" 0 。《通俗伊妹普物韶》本身兼具文学

作品和教科书的性质，内容形式的结合也体现出了近代化过程中所要求的洋日融

合的特色。综合渡部温的这种想法和《通俗伊薪普物语》的这种特征来看，我们

认为渡部温选择《通俗伊稣普物韶》来作为汉译原本的判断，千他而言无疑就是

最佳决定。

4.3. 中田译本与《通俗伊稣普物晤》之间的传承关系

《通俗伊稣普物韶》所体现的渡部温的日译语言特色，明显包含了源千英美研

究或者英语的相关理念。关千该书的语体，谷川患一 2001: pp.289-290 曾做过如

下评论 。

本害忱、峪体cL飞「公架」忆向办勹飞「扫七 L团左 L,(J)夺 5 左＜乞上

5 」飞言吾它机t二言舌左咄本幻椋式亿圭七劝石归｀汁反梢幻上忆成立 L飞扫

U 、二仍二上东本害们文体在决定今讨飞贮石 。 本害们文体懦、江尸彶期亿

出版岂机左咄本上呼店机石笑括集忆众归＼、平易众文晤体幻地幻文亿軞妙

左口捂体仍会括文妇钺 0 达儿飞1,, \ <巳吵屯仍飞冼石。 上~!]于歹夕一 (J)

高心諒者在屯瘦得寸石左劝、多＜幻漠晤在用 1,,\左漠字办左交 ~(J)本文忆左

0"(\;\g 坏、文体仍基本忆扣伈T忱本害曰咄本上忱同一飞花石。茫加、

「 1,,\0 忱 l击力寸） 左它OL屯仍」力屯「言者君子」主飞在刘象七寸石上 5

亿咄本(J)文体左掠张匕「公架」向 iti-:=.tt ,己 5c才石二七忆上勹飞、咄本

祁持勹飞飞＼左笑贮忱芭机伈忆失扣机飞 L圭 5 。 万人力汽只:: L< 笑 5 左艺上

贮 5 二上过毛屯毛屯冼门 之众贮办它记加、二 5L飞出现 Lt乙、心扣店笑之

f忑贮咄本七飞趴勺～岂新t口众文体加本害幻文体飞冼勹产。

如果打个比方，把“公众”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比作播种的话，那么《通俗

伊稣普物语》所体现出来的“平易左文捂体切地(J)文忆睦妙左口 i酐本(J)会祜文在

峨 D 达儿飞v 飞”这种咄本JI)式的崭新语体就是播种的收获之一。

将中田译本的＜胤日比力＞与《通俗伊蒜普物捂》的價从: El 翰 (J) 括＞稍作比较，

彼此之间的酷似性质一目了然，从而也充分证明了两书之间的传承关系 。

婕乱七日翰幻括＞

或晇日翰七胤七仍同忆。贮今扣心力办强办它儿七仍廿儿芒＜有飞。 争眙果

飞 L左 L。 岂它店上加 5 云儿上 U 。 今兹亿通 U 办办石旅人忆雨衣在心妒廿

左它儿加t二。 力膀机门上定劝儿上 。 夙主刁衔在施 L飞。 寒＜忱厅 L 芭胤左

9 六角恒广 1999 : p96 。

10 笔者注 ： 日本的短篇笑话集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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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廿店。 脓人 I主办t二＜雨衣左扫岂＾。 吹岂取机匕上身亿撇.,....__~ 。 其晇日输

雪阴上门出飞。 赫女左石和光在放乞。 露夺私D寒夺除讨店。 旅人忱暖氨在

愉快七 L。 日 0)主寸主寸照寸忆徙D。 遂忆熟岂忆堪加扫飞。 觉干雨衣左脱

寸飞t二 ~C: 。 毛二飞日输0)方膀t勹 。

暴夺以飞事夺遂厅。 威在以飞人在伏廿儿上 U 。 物柔办忆切誰 L飞。 人 0)心

猪在解 <f二 L办于。

从句子构成到整个故事的语言表现，无一不是口语风格这一点完全一致。 连＜

凰日比力＞中出现的“有峙候兄／雨衣／放阱灼灼大光”，这些从汉语角度看来很

不自然的语词表现，都可以很容易地在＜展匕日帷勿括＞里的”或峙／雨衣／赫勺

忙石和光仓放朽“找到相匹配的答案 。 因为中田敬义的汉译的第一个步骤正是解

读渡部温和《通俗伊味普物韶》。 关于这一点，中田译本的日文例言 2 做了如下说

明 。

原害丿例言二云八心如夕 、 捍害／、原文丿面目 7 改又廿Jvo/ 尊、〉卜只、且、；；

支那晤八西洋捂卜迥二、我园藷二近午二卜、甚夕多、汃故二此番丿霹述

＾、矜钗于原藷丿借二乖戾唉雕七廿Jv7欲汃其本意可金昔y'7 廿心以上八、

脊1/夕原捂可直朦只、且云西洋害幡朦／如午丿、、要卜只几所口概术理毅二在

lJ 于、言晤二在歹又、故二言晤丿差池二隅七只、惟女其意可取儿刁旨卜又、

支那晤二至于＾、然歹又、固卜言吾皋者丿参考二供又、因于捂辟丿吻合7兼术

要只、

正是因为能够如此深刻领会，两本书之间的继承关系才能达到酷似这种程度 。

换言之，即使中田敬义年龄上不过二十出头，还难以完全理解渡部温的翻译理念，

本着尊重渡部温日译的意愿，充分发挥自己的汉语能力，再加上得到了北京官话

母语者的全力支持，做到尽可能忠实的直译这一点，估计也并非难事 。

4. 4. 中田译本的青出千蓝与与中国因素
另一方面在“上 v) 1) 于歹 'S/~(f)高心院者在屯瘦得寸石左劝、多< (f)漠捂

在用贮左漠字办农交 v) (f)本文亿众勹飞贮石”《通俗伊妹普物晤》中，渡部温有意

识地多用汉字，多用源自汉语的词语及其他表现，以获得更多识字阶层的读者的

这种努力，在摆脱了假名约束的中田译本里以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 除了来自西

洋的地名、人名 、 诸眒名等专有名祠以外，正如中田敬义后来一言带过“原晤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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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音了北京捂亿字{T)~釭寸汉）加多＜、子仍左劝忆字在新 L-< 作勹左＂ 目的种种想

法设法，中田译本的中文例言 3 的记录更将详细。

支那韶中、知音未知字者、匪鲜、就裨史小脱、考睹、亦熊定律、故是害或

假他字羲相近者充之、或因其音、编造一字以足用、而此等字、皆揭之鳖

硕、下必注音、或羲、

千是，在付出辛劳的同时，受惠千其身处北京和汉字的语言环境，中田敬义

在汉译时，遵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语言习惯，较之底本《通俗伊薪普物韶》，至少

在以下两点做到了青出千蓝而胜千蓝。

试比较以下同一则寓言故事的日汉版本 。

＜一双幻壺仍括＞

或河亿一双幻壺流杠下石 。 其一 、y 忱陶忆 L飞其一 、y 忱唐铜左 9 。 唐铜彶上

D 声在加讨。 「才才陶妇v一寸御待众。 同伴亿参 0 主甘 5 。 成丈分佷lj .r--.... 御

寄 D 左邑＼。私水保嗖飞上石力屯」七 \z \.r--..._ 店。寸克「夫忱雌有。匕办 L毛

机妒私亿忱一番们禁物飞御座心主寸。 汝沪遠芒办勹飞居飞岂＾下岂机团。

私忱熙雌飞下 9 主寸妒。屯 L汝汃近＜上勹飞。 铮然匕飞屯扫夺儿众岂石

七 。 私过直忆破减飞仕舞主寸

余勺弓蚕 l;\者幻近迈亿厄居它心妒 J:: 伈。何办七劝妒出来石七伈勹飞屯弱方沪

负祀。

＜铜瓷雨罐＞

一道河、冲来雨佪罐子 、 一佪是瓷的、一佪是铜的、铜的在俊颉、野瓷的

諒、瓷先生等一等兄、 －瑰兄走器、挨著我、我可以保謹你、瓷的脱、多谢

多谢、但迼是我最忌諒的、若是你遠着我、我就熊炎雌、若是你贴近我、喀

嗦的给一整、我就结了、

不在遏强的人的左右焉美、生出是非来、常是弱的败、

其一，中田译本不时地对《通俗伊薪普物语》中的日文词语或表现进行适当

修正。例如，《通俗伊蛛普物韶》中的“陶＂，傍训时，第一次作“夺含屯 {T) " I 

第二次时作“寸~(岂儿） "'带有调侃的意味。 中田译本则注意到虽然陶器和

瓷器大致同属一类，但二者的表面光滑程度不同，并从“陶＂的傍训“寸~~ 儿”

得到启发，一改“陶”为“瓷＂。千是，文中诞生了“瓷先生”这一刚进口到中

国本土没多久的西洋式称呼，在原本的“寸～岂儿”的通俗幽默之上更添了一股

戏剧性的嘲讽意味。另如，中田译本将《通俗伊苏普物捂》里的＂纾然上飞屯扣

夺儿左芒石上 。 私过直亿破诚飞仕舞主寸“汉译成“喀嗦的给一整、我就銡了“这

种极为直截俗气的口语，恐怕比原来的咄本式语气更能戳中笑点，从容应对时的

那种干净利落、丝毫不见拖泥带水的态度就这么跃然纸上 。

］］六角恒广 1999 :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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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田译本舍弃《通俗伊味普物韶》的小标题＜…勿括＞做法，模仿中国“每

劓、撮其大意、短缀四字焉题、以便誧记" 1 2的习惯，为每则故事都冠以四字小标

题。四字标题的创作，既需要不错的汉语功底，也要求较好的逻辑概括能力；而

中体译本的四字小标题，例如＜胤日比力＞ 、 ＜铜瓷雨罐＞等所表露出来的，与故事

本身略有不同，言辞上不求优美精深，但求通俗意明，几乎个个都达到了令人仅

看小标题就能对故事大概猜出几分的效果。在伊索寓言的的各种汉译本中，关注

小标题制作的译本看似不少，可真正完整地做到了四字小标题的却只有中田译本

一种 。

5. 结语

通过考察中田译本的成书环境和过程，将同时期日本国内的汉语教育情形扩

展至整个外语教育情形纳入观察视野，重新思考相关的多文化因素及其意义，该

书的所带来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特别是作为上述诸种情况中的重要一环——渡部

温及《通俗伊袜普物韶》，通过揭示他们与中田敬义及中田译本之间的传承关系，

发端千渡部温与近代化同步的外语教育构想，中田译本实际上成为了集中并继承

西洋、 日本和中国等多文化因素，又经过消化变容而诞生的产物 。 其中，中国因

素主要反映在了该书的汉译语言特征方面，西洋和 日本因素则更为广义地引导并

促成了该书的完成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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