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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的口語性相關間題試探l

王周明

要旨：本稿以《北京尹話伊蘇普嗆言》 m口語性問題匕涪目 L, 先寸乙九主弋匕余 0 硏究各九弋 V 丶

左心，寓話話 L (J) 開始部分(J)定.不定問題'亻個体量詞 (l)使用；丨阅兄時間類語旬匕擬態才疑声語

句 (J)多樣性奎考察 Lt..:o 次戶本文(l)欄外匕付汁 6 札 t..:1辟字(l)注积茫検討 L弋毛 (J) 口語的意義

在 6 明 5 办匕 L左。各 5 匕，先人 (J)研究成果全《北扇官話伊蘇普喻言》 i= ;13 甘忍用例奎用 V 、 t動

的匕検証 L. 補足主允辻訂正在行？尤。最後仁，三0(/)序文(J) 間仁北京官話A..(/)認識 (l)差異方

存在才忍仁 6 拘和 5才，中田敬義方漢訳作業在通 C. 北京官話匕心 5 名林空固持 L尤理由這

北方官話亭北方土話匕比較才忍 (J)'t''i上含〈，南京官話方 G(J)転換 H 的仁志？尤匕改旳弋認識 L

允。

關鍵詞：北京官話，寓言，口語性

1. 序言

《北京'i"fii舌伊蘇普喻言》是日本明治時期一本頗有影響力的漢語教科書，正文總共 81 頁（一頁

包括正反兩面），收錄了 237則寓言故事。它由譯者中田敬義（以下：中田）在滿洲旗人英紹古、

恩祿父子的協助下費時兩年漢譯渡部温的日譯本《通俗伊蘇普物語》， 1878 年（明治 11 年）完成

於清末的中國北京， 1879年（明治 12年） 4 月刊行於日本東京。作為第一本由日本人編譯的北京官

話教科書，它的價伯不僅限於教科書功能．還體現在了作為一個漢譯本，它是一個綜合了西日中

多文化因素的近代化產物 西，即它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具有西洋文學作品的性質；日，因為它

的翻譯底本是 H本的，中，不僅因為它的語言形式是中國的，而且見於書名、即作為正式書名一

部分的｀北京官話＂，更是我們目前能郇在各種文獻資料里找到的關於這一說法的首例書面記錄。

即使是較《北京霨舌伊蘇普喻言》早了十二年， 1867年間世並產生廣汎且深遠影響的［英］威

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語言自邇集》，雖被後人公認為 19世紀中期北京官話的代表課本，

但威妥瑪本人卻不曾留下使用過｀北京官話＂這一説法的相關記錄，而是多次提及｀京話＂并提

倡京話教育。

根據千葉謙悟2019,'地名十官話＂這種詞形始於明治日本．漢語教學和漢語教科書為其產

1) 本文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巽，某盤研究 (B) "垛文化理解匕.Bit ,SJ 外囯晶教,r,:同!=(!)役訓—中囯晶，口 :,,7 晶．悄

鮮語全対象匕 L 弋—" (課題編躺 19H01282) 研究成果的 部分。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尚存間題概由什者負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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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主要使用領域之一；｀｀北京官話＂這一說法至晚亦於 1870 年代末出現，佐證即為《北杲官話伊

蘇普喻言》，而中國本土對這一說法的使用則基本上出現在了 1920年代以後。那麼，《北京霨舌伊蘇

普嗆言》所慾展示的北京官話2) 面貌如何呢？迄今為止，雖然不少關注早期北京官話的研究者都

承認《北京冧；；舌伊蘇普喻言》作為語言資料的重要性，但是對它的語言研究卻始終沒能真正展開。

之所以出現了這種情況，或許跟《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由於綜合了西日中多文化因素，尤其是其

中的西洋因素，使得它從形式內容到非純粹課本功能皆異於前後時期的其他北京官話教科書3) 這

一特殊性不無關係吧。

楊杏紅2014; plO 強調《北京冧；；舌伊蘇普喻言》｀和其他口語課本相比，語言較為書面化＂，將其

排除在了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口語課本的考察對象以外。不過，關於《北杲官晶伊蘇普喻言》，－

方面是由於它的所謂課文正是237則彼此獨立的寓言故事，而寓言故事有其本身獨特的寓言體裁，

往往在語體上體現為敘事加對話：另一方面由於中田在漠譯時極力忠實于日譯本｀｀平易在文語体

(J)地 (J)文仁庫執少在口語体(J)佘話文全織。迏lv-C心〈］的新式咄本\吾體＇而咄本這種庶民文學

形式原本就與明末《笑府》等白話短篇故事淵源頗深，於是譯本最終體現出了一種變相繼承明清

白話小說的中國式說書風格的語體。因此可以認為，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北昂官晶伊蘇普嗆言》的

特殊性亦可視為其他口語課本所沒有的優勢。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對《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語言特色的考察，除了以寓言故事的正文為對

象來討論一些前人研究中較少涉及、或雖然涉及到了卻由於種種原因以至於有所欠缺遺漏的語

用· 語法．詞彙· 語音等方面的問題，還將結合中田對正文框外所列生僻字的注釋以及中田以外

所作的三篇序文進行分析，試圖勾勒出該書所使用的語言的一個眞實側面。

2 寓言故事正文中所見的一些語言特點

2.1 故事開頭部分的有定和無定問題

一則故事可能以多種方式開頭，而這些方式又可以匾分為有定形式和肌定形式。例如：

一個賊、要偷東西。＜家犬吠賊＞

有一個土大夫、氬治一個病。＜庸醫送喪＞

這兩則故事均以出場人物開頭，一般認為前者的｀＇一個賊＂為無定形式，後者的｀有一個土

大夫＂為有定形式。

2) 為 f論述｝」使，本稿也暫時遵從｀北京官話＂這說法。

3) 《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前後時期的共他北京官話教科·乩形式內谷）」血，無論參考《語己自暹集》編寫血成的，遠是獅

立緄著的，課本儘例都跟《晶言目遠集》一致．作為教科書方面，｀｀總的看來，日本明治時期的北皐HJ印丨晶課本中的晶

口共有實用性、 II」非性、時效性。＂（轉引自腸杏紅 2014: pl4) 

4) 谷川忠~2001: p289。人心為｀｀將輕妙的 11晶體的會晶郃分緄織進平易的書面請儘的記敘品分中去＂（筆者，，翠）。

5) 筆者注 日本的炟篇笑晶集，主要流行於江戶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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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有（一個）人找你＂的語用上的有定和無定

｀｀有（一個）人找你。＂是現代漢語普通話的一個普通句子。它可以轉換成｀｀外面／剛才有（－

個）人找你。＇＼可是一般情況下不能變成｀｀（一個）人找你。"。

" (一個）人找你＂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為在用漢語的 svo 來陳述一個動作行為，這個動作

的施事一般要求是已知信息，即有定的；而光杆的｀人＂或者｀數詞十量詞十名詞＂的｀一個人＂

一般被認為是無定的，作為新信息是不宜充當 svo 的主語的。而｀有（一個）人找你＂之所以沒

有問題，是因為動詞｀有＂加在｀（一個）人＂前面，通過｀嶋有（一個）人＂的組合先將原本無定

的｀＇（一個）人＂變為有定，從而讓它作為已知信息｀＇這個人＂來跟｀找＂發生施事和動作的關

係，完成對找人這件事的陳述。而｀嶋有＂是一個存在動詞，既鯛需施事主語，地點和時間對它而

言也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所以轉換成｀外面／喇才有（一個）人找你",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

影響。

另外，｀（一個）人找你"不成立，可是｀｀（一個）老師找你"成立：因為｀｀老師"的[+職

業］特征可以幫助它擺脫無定走向有定。

換言之，省略了屯心名詞的｀｀有一個＂和｀｀一個＂的匾別，也同樣在於有定和無定的匾別。

2.1 .2 敘事開頭部分的有定和無定

絕大多數早期的漠語口語課文普遍傾向於選擇間答形式或者談話形式，亦偶見獨白形式，是

以一般很難從這些語體的具體篇章中觀察到開頭部分的有定和不定間題。《北京祐活伊蘇普嗆言》

卻正好可以彌補這－遺憾。

寓言的體裁決定了它首先是一種敘事，即講述一個事件。敘事常常包含著六個要素 时

囘、地意、出場對象、起因、経辻和結果。六個要素中，作為事件背景的时圓和地意、作為事件

主幹的出場對象這三個要素，常常相對於整個敘事結構先行。於是一則故事的開頭內容大致就按

照這三個要素分成三類：出場對象、發生時間和發生地點。

《北杲官晶伊蘇普喻言》的故事開頭也是分成了這三類。即使相當程度上是根據寓言本身敘事

模式的需要并受到日譯底本的影響．中田也還是在語言表達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主體作用。

2.1.2.1 各類使用情況的統計結果

各類使用情況的統計結果如表[ I] 。

表 [1]

分類 形式 例數 例子

出場對象 有(+一）十量詞十有生名詞 80 見2 1 2 3 

152例 一十量詞十有生名詞 61 同上

有些個..…· 1 有些個餓狗、……＜犬飲水死＞

有兩隻..…· 1 有兩隻公鷄、……＜凱歌引敵＞

（複雜）定語十有生名詞＂ 4 在柵子裡養活的鴿子、……＜鴿負族多＞／生在河岸上的

一個僵樹、……＜僵櫃怪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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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形式 例數 例子

出場對象 光杆有生名詞／光杆有生名詞 5 增福財神想、……＜－神降世＞

152例 的並列短語 石榴樹和林擒樹、各自誇俏。＜自大者臭＞

不定數量十有生名詞 I 幾個小孩子、……＜蛙說童子＞

出場時間 有時候（兒）、..…· 16 有時候、河伯和海若爭論。＜河海生隙＞

58 例 ……的時候兒／日子／時節 10 夏天的時候兒、有一隻鹿、要喝水。＜野鹿奔命＞

有一天、...... 6 有一天、狐狸請鶴吃飯。＜狐鶴相請＞

一天、...... 15 一天、公鷄給母鷄找吃的。＜癡鴉學鷲＞

當初（、） ...... 8 當初有一個地方、蝦蟯和耗子相厚。＜蛙謀害鼠＞

冬令／雪後一天、…… 3 冬令一天、太陽落的時候兒、……＜蛇甦忘恩＞

出現地點 某處／某地方有／住著…… 5 某地方住著一群斑鳩。＜鳶撲群鳩＞

9 例 （一個）地點名詞十方位詞十 4 野地裡有三隻野牛、彼此很有連屬。＜獅圖獲幫＞／一個曠
有...... 野的小房子裡、有五六個牧羊的人、……＜狼責牧奴＞

其他 18 古時候兒風俗、……＜鮮背負猿＞／人人都有兩本手錄。

18例 ＜二本手錄＞

即便其中有一些是由｀複雜定語十中心語＂構成的情況，這些開頭部分的表達也都盡量貼近

口語，少有書面語的拗口晦澀感。

2.1 .2.2 以地點或時間開頭的有定和無定

以地點開頭的，除了｀｀野地裡有三隻野牛", 使用了不定指示代詞｀｀某"的地點名詞短語和

使用｀｀一個＂的地點名詞短語，從結構形式上來看都是無定的。只是由於地點在整個敘事結構中，

是作為事件背景來補強敘事的完整性，而不是作為主幹，所以其皿定的性質不會影響敘事。

以時間開頭的，理論上它在敘事結構中的地位跟地點相差無幾，即使結構形式上皿定也沒有

問題。可是，我們發現，以時間開頭的，形式上無定的用例，即｀＇一天、……＂的大約只佔25%;

其餘75% 的用例，其中的一半以｀嶋有時候兒／有一天、......"的形式成為有定：另外一半， ｀嶋當

初＂以汎指從前或特指過去發生某件事情的時候實現有定，" ...... 的時候兒＂和｀＇冬令／雪後一

天＂則以通過定語的限定作用達成了有定。

2.1 .2.3 以出場對象開頭的有定和無定

如果不考慮有無｀｀有＂這個形式標準，以出場對象開頭的有定除了 61例的｀｀一十量；；ij +有生

名詞＂和 1 例的｀｀幾個小孩兒＂，總數上達到 90 例。

有定後的出場對象，在敘事結構中無論是作為事件主幹，或是作為非事件主幹，都是可行的。

這一點很好理解。

可是以無定形式出場的就不同了，因為如果不能通過其他方式達成有定，就皿法成為事件主

幹。筆者考察了62則以皿定出場對象開頭的故事，發現這些出場對象從無定變為有定的方式有兩

種。

一種方式是緊接著無定出場對象，在事件真正展開之前，交待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間，迅速

通過這兩個要素破除鯛定，實現有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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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孩童、獨自在土井傍邊兒頑兒的時候、……＜狡童騙賊＞

一個和尚在曠野的道兒上走的時候兒、……＜改惡移善＞

一隻小雞子、在園子裡找吃食的時候兒、……＜雞脫狐口＞

一匹馬、正在野地上吃草的時候、……＜狼被馬踢＞

29 

這些例子中，緊接著無定出場對象的地點和時間，讓｀一個孩童＂變成了｀獨自在土井邊兒

頑兒的孩童", 讓｀一個和尚＂變成了｀．在曠野的道兒上走的和尚＂，如此類推。先行於事件展開

的地點和時間很多時候只是提供一個切口，並不一定成為參與構成後來展開來的事件本身的有

機組成部分。例如：＜雞脫狐口＞裡，在園子裡找吃食的小雞子，後續的是它與一隻狐狸從最初

失利到最終取得勝利的鬥智鬥勇的故事；＜狼被馬踢＞裡，在野地上吃草的馬，後續的是它如何

與一頭心懷惡念的狼周旋直至成功懲罰對方的故事。

另一種方式是將事件經過的一部分提前作為一個小小故事前景化，通過把皿定出場對象帶入

小小故事這一環去除無定實現有定。例如．

一隻野豬在松樹梃上磨牙。＜豬豫磨牙＞

一個人買了一個黑奴。＜異黑摩體＞

一條狗、在馬槽裡臥著。＜犬臥馬槽＞

一個獵戶，多得了野獸。＜好新生厭＞

＜豬豫磨牙＞的故事本身說的就是野豬對狐狸解釋自己提前磨牙的意義，那麼磨牙這個環節

本身就是事件必不可少的有機糾成部分。＜異黒摩體＞說的是買了黑奴的人，為了洗去黒人膚色

中自帶的黑色而做蠢事害死黑奴的故事，那麼買得黑人這個環節為給黒人洗澡這一事件的展開做

了鋪墊成為了時間的有機組成部分。

而以有定出場對象開頭的以下這種平鋪直敘的敘事結構，在以無定出場對象開頭的故事裡是

沒有的。

有一個鷂鷹、落在房頂兒上、瞧見底下過的狼、就不住口的罵他。狼站住鬪、瞪著眼望上瞧

著說：哈、這個乏東西、別戲弄我了。並不是你真強，因為你占的地方兒好，就是了。＜狼

恕鳶鳥＞

由此可見，通常在敘事結構中先行的出場對象、發生時間和發生地點著三個要素，在故事開

頭部分出現時，對地點的有定要求較低；時間的有無定情況，雖然｀洧~一天、……＂的使用不足

｀一天、……＂的一半，但是其他的有定形式比較發達，所以最終還是有定形式從種類到數量都壓

過了鯛定形式；出場對象總體而言，即使允許在開頭部分鯛定，也要求在敘事結構的較早階段實

現有定，這一點也很好地說明了出場對象這個要素對整個敘事結構而言的重要性。《北原官晶伊蘇

普喻言》為了解這一時期使用北京官話來講故事時的敘事結構特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30 上周明

2.2 個體量詞的使用

麻愛民 2015: pl4綜合前人研究對個體量詞給出的定義是．個體量詞是與數詞或指示代詞組

合，用來稱量可以一一數出的或者認知上認為可以一一數出的事物，不起實際計量作用．只表示

名詞所屬範疇意義的一種量詞。楊杏紅 2014: p78將個體量詞區分出通用量詞｀＇個＂和專用量詞。

2.2.1 專用量詞的使用

如：

《北京霨舌伊蘇普喻言》中的專用量詞，一部分跟《語言自邇集》所提示的用法基本一致，例

～隻雞／小雞子／母雞／公雞／羊／山羊／綿羊／羊羔兒／鴨子／牛／野牛、～條狗／獵

狗、～頭驢、～匹馬／野馬／驢／～贏6)子、～尾魚／鰮魚、～棵樹、～眼井、～根大骨頭

／圓柱子／頭髮、～顆珍珠、～粒麥子、～盞油燈、～座大山、～道河、～本手緑、～件布

衫兒／事、～句話，等等

另有一部分是根據中田以前學習漢文和南方官話時掌握的，或是遵從《語言自邇集》所提示

的進行模仿類推的，例如：

～隻仙鶴／斑鳩／鷺鶯／海鷗／孔雀／鷂鷹／皂鵰／獅子／狐狸／狼／小狼兒／鹿／小豬兒

（大／小）船兒、～竺長蟲兒／大蟒／性命、～旦小豬兒、～星溝／東西、～笆神、～翌鐵

銼／斧子、～曌飯團兒／饅頭／酪乾兒／魚骨頭／石頭／乳香／鐵／～地／牧場、～墾羊皮、

～輛車、～片曠野，等等

總之，這些搭配用法中規中矩，與這些量詞共現的名詞所指稱的也絶大多數可算是當時北京

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或是可見可聞之物7)。其中跟動物名詞搭配的量詞，起碼有｀｀隻、條、頭、

匹、尾、口＂這些可供選擇。

2.2.2 通用量詞｀｀個＂的使用

可是遇到了以主要以各種動物為主角的伊索寓言，除了熟悉的動物名詞，還有為數不少的不

熟悉的動物名詞和指稱對象雖熟悉卻從未被進行過稱量考慮的動物名詞，它們應該搭配哪個專用

量詞？這個問題顯然現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非但一般漠語課本里沒有相關內容，就是以前的

漠語文獻里也極少出現相關記錄；而英文和 H 文在這方面的表達往往是可以不用專用量詞的｀＇數

詞十名詞＂，因此要琢磨出正確的答案也是不容易的。於是，《北京霨舌伊蘇普嗆言》中出現了大量

6) "騾＂的基本字形。這裡屮川似乎有意迭古。

7) 小能排除海鷗、拌等個別 J,J語可能比敕陌1+或祈式，伊對於日本右川縣出身的屮 ITT和有基督教背景的英韶古父 f1(1j 己，

應該不成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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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個體量詞中使用頻次最高、適用範圍最廣的通用量詞瓘『＇＇與動物名詞搭配的現象。與｀｀個＂

共現的動物名詞如下9) : 

狐狸、獅子、狼、野豬、人熊、鹿、駱駝、長蟲、屯鼠、狗、哈巴狗兒、驢、小鳥兒、老鵠、

皂鵰、燕兒、斑鳩、錦雞、白翎、仙鶴、大雁、了鸛、猴兒、貓（兒）、兔兒、小雞子、刺

猬、耗子、江豬、鼉龍、海龜、蝦蟯、螃蟹、土龍兒、蜴子、簷蝙蝠、蚊子、括昞兒、蜜蜂

兒、野蜂兒、螞蟻、蒼蠅，等等

雖然這些動物名詞當中，有一部分也與專用量詞｀＇隻、條、頭＂共現（有時是以不同的詞彙

形式出現），例如｀＇驢＂就是習慣性地主要搭配量詞｀頭＂（共 10 例），偶爾才搭配｀＇個＂（僅 l

例）。但諸如｀｀狐狸、獅子、狼、蝦蟯、鼠、烏＂等等，他們與通用量詞的共現頻次就遠遠高於與

專用量詞的共現。而｀｀個＂的汎用正是口語體裡常見的現象。

2.2.3 "隻＂與｀｀個＂的比較

在漠語數量眾多的量詞當中，｀個＂和｀｀隻＂都屬於高頻個體量詞。《北杲官話伊蘇普喻言》里，

｀隻＂在各種量詞中的使用頻次僅次於｀｀個＂。二者都常與動物名詞搭配，筆者統計了書中二者使

用頻次在 5 次以上的搭配情況，列於下表[ 2] 。

表 [2]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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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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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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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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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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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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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
7

雞 131

5 

另外，未列入表中的使用頻次在 5 次以下的｀．個體量詞十動物名詞＂糾合中．｀猴兒" 4 例、

｀貓" 3 例、｀兔兒" 3 例 ｀｀蜜蜂兒／野蜂兒" 3 例都是只與｀｀個＂共現。很明顯的．《北原官晶伊

蘇普喻言》里對｀｀個＂和｀｀隻＂的使用傾向性不同：｀｀隻＂只在人們熟悉的家畜家禽類名詞｀｀羊、

牛、雞"處佔優勢：｀｀個＂則可以與除了牛羊以外的大部分動物名詞共現，這也說明了｀個＂的活

用通用範圍擴大、正在逐步汎化。

但是，歷史上｀｀隻＂的量詞用法曾經非常發達。麻愛民 2015: pl61 指出｀｀元、明時期用｀隻'

稱量動物的用法非常活躍． ｀隻＇成為稱量動物使用頻次最多，稱量範圍最廣的量詞．大部分動物

都可以用隻＇＂，｀明代甚至可以稱量水產品＼｀．到明代為止， 隻＇稱量範圍之廣、使用頻次之

8) 有的地力也寫竹｀｀箇", 本文屮小做1墳別，統 晶竹｀｀個＂。

9) 相比有些名研」帶 f定語的情況，光杆名研」明顯地佔倓勢，所以列舉時只列光杆形式。

10) 烏類名 ,µJ囚名稠各畏為 0」使統計，統晶竹｀｀烏＂。

II) 羊的 ,µJ葉形式 山羊 8 例，羊 2 例，綿羊 l 例，羊羔兒 l 例，小羊兒 l 例。

12) 牛的洞承形式野牛 4 例，牛 l 例，耕牛 l 例。

13) 雞的洞品形式 小雞子 3 例（乜括｀｀一個小雞子＂），雞 l 例，母雞 l 例，公雞 l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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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經同現代漢語基本相同了。＂所舉例子當中，六朝時期至唐代常見的是稱量鳥禽，唐宋時期擴

展到稱量｀龍、象、兔、狗、虎、牛＂等獸畜類，元明時期又增加了｀麒麟、獅子、駱駝、驢、

豹、鹿、羊、貓、蝦螟、蝦、蟹"等。不過隨後, p165乂指出｀近代漢語中隻＇曾經一度汎化

比較嚴重，有走向蓮用性量詞的趨勢某種程度上可以同循「比肩，但在循「與隻；．

的競爭屯 個＇最終成為現代漢語的通用型量詞．而屢f 的有些用法卻未能進入現代漢語．

雖然通過上述｀個＂與｀＇隻＂的簡單比較，我們在《北京冒；；舌伊蘇普喻言》｀個體量詞十動物

名詞＂的組合中看到的是｀＇個＂的強勢和｀隻＂的劣勢，而且很可能並不是偶然的。但是到了現

代漢語階段，｀隻＂即使最終沒能汎化成為｀＇個＂那樣的通用量詞，卻作為專用量詞，在與動物名

詞共現方面已經恢復到了明代活躍於能夠稱量大部分水陸空動物的高水平，包括當時在《北杲官晶

伊蘇普喻言》中沒有共現記錄的這一部分動物名詞，成功地填補了｀｀個＂汎化通用所產生的只表

個體概念、不兼表事物形體特征這一空白。

2.3 兩類詞語（詞句）表達構成上的多樣化

2.3.1 時間詞語（詞句）類

這一類由表示時間經過的和表示某個時間點的詞語（詞旬）構成，絕大多數口語性極強。

(1) 表示時間經過的

時間跨度不長：停一會兒、過一會兒、過了一會兒、不大會兒、待會兒、一會兒的功夫、不

大會兒的工夫、不多的工夫、不大的工夫、過了不大的工夫、一眨眼兒的工夫、打個澄兒、打了

個澄兒、撞一個眭兒的工夫、不多幾天、不上幾天、過了沒幾天

時間跨度較長：有會子、好一會子、多半天、好半天、好大的工夫、好一程子

(2) 表示某個時間點的

疑間訶：多咯、幾時間

這時／那時：這一個當兒、那一個當兒、當下、這工夫兒、此時

一般性：有時候兒、往後、後來、目下、今兒、明兒、今兒個、明兒個、夜黑天

以柑關事件為背景參照：……的時候兒（例如．在曠野的道兒上走的時候兒、獨自在土井傍

邊兒頑兒的時候兒）

以時間帶的自然特征為背景參照：黑朧朧的時候、擦黑兒的時候兒、挨晚兒的時候、雀迷脹

的時候兒

以某個時間段為背景參照：無心中、正在談笑得意之間、正打到熱鬧中間、正在躊躇之間、

彼此鬧饑荒的工夫、說東道西的工夫、吃食飽含著的工夫、正站著的工夫、這一程子

可兼表空間概念：頭裡、末後、到末後、到了兒、末末了兒

除了前人研究對｀｀今兒／明兒／今兒個／明兒個／頭裡＂等作為方言口語詞彙已有定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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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時間詞語（詞旬）在《北原官話伊蘇普喻言》裡的使用還體現出了以下規律和特征。

a) .. _工夫＂和｀｀～程子＂都可以既用於表示時間段乂用於表示時間點，不過，｀～工夫＂表

示時間跨度長短均可，｀～程子＂則只可表示時間跨度長。

b) .. _會兒＂表示時間跨度短，而｀～會子＂表示時間跨度長。

c) 詢問時間的｀什麼時候＂沒有出現，主要代之以｀多嚐', .. 幾時間＂亦偶有使用。

d) 表示｀這時／那時＂時，｀這一個當兒／那一個當兒＂十分常用。

e) ...... 的時候兒＂出現的很頻繁，可以出現在句首也可以出現在句中；｀嶋有時候兒＂只出

現在句首。

f) 藉助方位詞｀．中／之間／中間＇來表示的時間點，常常以進行體形式出現。

g) .. 後來＂不時地作為時間副詞｀｀以後.. 來使用。例如｀後來千萬不可辯嘴惹氣的呀／老人

家先救我罷、教訓、後來再說.. 等等。

2.3.2 擬態·擬聲詞語（詞句）類

與新式咄本一脈相承，為了寓教於樂，將文字部分更好地形象化可視化，《北昂官話伊蘇普嗆

言》在擬態詞語（詞旬）和擬聲詞語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1) 擬態詞語（詞句）

嚴格說來，漢語研究中并沒有關於擬態詞的分類。於是，本節將擬聲詞語以外用於形容事物、

動作或形象的狀態特徵、一般詞典上只能将其解釋成｀＇形容……的樣子＂的這些用法作為擬態詞

語（詞句） 14) 來進行考察。

擬態詞語（詞句）不僅涵蓋面廣，表達更是豐富多變。以下粗略地分成了 6 類並分別進行了

窮盡性列舉15) 。

語氣語調類：切切的教訓他說切切的戒喻他們說切切的說 哀哀的說哀哀切切的叫喚

哀哀切切的說小雞子悲悲慘慘的說 氣哼哼的對他說 氣吁吁的、小聲自言自語的說 氣昂

昂的間他說挨近的人跑了來、氣忿忿的說 動了很大的氣、疊着勁兒說 碰見了幾個帶着小孩

兒的娘兒們、黏叨叨的說涪話兒來

態度姿態類．昞括兒揚眉吐氣的回答說 羊恭恭敬敬的回答說 金龜子就對皂鵰懇懇切切的

求情說砍柴的控背躬身的說覆盆矮顛顛的回答說狗揚揚得意的說驕傲涪說從從容容的

說上帝從從容容的說顫巍巍的說嘴裡哪嚷着說驢帶緊不慢的回答說他戰戰競競的說了

這一遍 戰戰兢兢的仰視上帝虛心下氣的和他求賞 殷殷勤勤的欸待他 慇慇懃懃的招呼他

急急忙忙的跑回去了張三聽了、和他較真兒說 過於臉憨皮厚了罷就一口同音的說 口口聲聲

的都褒眨他 怎麼你還這麼有要鯛緊的呢蜂王細細的聽明了兩下裡的口供 這樣張誇得旁若鯛

人 自己極其樂樂喝喝的、在傍邊兒跟着走 兇兇狠狠闢在一處銳氣雄猛的進了去 他的媳婦

14) 因為其中的有此形式超出了訶晶祂圍，例如重魯形式和小旬形式，所以本節稱之為｀話］句"來加以搜集並進行考察。

15) 山於篇幅關係，各例省略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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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從頭裡就提心吊膽的

神情形容類：脹巴巴的等望 氣喘吁吁地的說 聲音爽朗的吩咐說 駱駝皿精打采的應酬說

翻着眼睛說 就哂嘴兒歎息涪、淒淒涼涼的走了把正驚顫的耗子搵住 眼淚汪汪的混在看熱鬧兒

的人群兒裡跟著他走 戰抖抖的走上前 金龜子戰抖抖的飛下來 你衝着那麼大的風、也要直挺

甦的、一點兒不活動 那兒子自自由由的回頭說 自自由由兒的走 自自由由兒的喝水驢從洞

里自自由由的走出來 一溜煙的跑到一個山崖 小白翎兒驚驚怕怕的把才所聽的話一一告訴他

倒着氣兒說 斜梭着眼睛、就過去了 斜着眼、瞧着他過去了 立刻面有德＝得色、毆着鼻子、

大步兒大步兒的走 瞧見一頭駄着重載、一步兒一步兒走的驢 只得用細長的嘴兒一點兒一點兒

的往上吸狐狸看見、面帶怪色說搭喪着回洞去了狼興興頭頭的說一邊切着羊腿喫、一邊

興興頭頭的說甚麼話兒 武士唬得顏色也變了、臉都青了、牙打起戰來滕眉搭眠兒的回家去了

那雞出息的溜光水滑的 乏倦得都酥軟了 腳夫吁吁帶喘的追上來 哭哭啼啼的很悲傷 禿的光

溜溜兒的、一根頭髮也沒有頭頸一帶禿光光的 眼睛賊滑刁狡的 不錯眼珠兒的瞧涪 空空兒

的逃回山裡去了

肢體動作類：跟跟蹌蹌的奔了來只管在水面上撲張一翅兒飛起去了 一翅飛上空去說

是烏龜早先到了、打了幾個哈什、伸了幾回懶腰了 支稜涪耳跺往裡聽 把草根兒都抖摟涪瞧

倒空着、閉着氣兒 見麥子熟得穗兒搭拉到地了 用力的措 自己不能調治自己的跩拉步兒只

好撓柷搖搖不言不語的走 團合着不敢出來有一個老皂鵰、正扎煞着翅膀兒、往下飛來抽冷

土想着說 一憨氣的飛來然後慢慢兒的循他那傷口 就一齊排着嘴兒喝起來沒輕沒重地亂蹶

移着腳歎海 靜悄悄的四在洞的觴角兒上藏着

情形情景類：東跑西顛的喊著說 一溜煙兒似的爬到一棵樹上去 就一溜煙似的逃起來了

二鼠唬得魂飛魄散、打桌子上帖轆下來 唬得魂滅膽消 唬得魂都冒了 那驢驚得魂飛膽裂、乂

苦得不覺一掙拔 那驢見這亂子、唬得魂不附體、不管他們三七二十一、自己跑了 看見猴兒在

水面上一冒一冒的沖涪走 叨嘮着往四下里航咯拉拳痛打抑出場外去了 都打着戰兒很害怕、

扎着猛子、藏在泥裡頭 爭闢了好半天、兩下裡精神也疲了、勁兒也鬧沒了、不能怎麼樣了、癱

化着倒在一塊兒 狼餐虎咽的、吃給狐狸瞧鴿了一個樹葉兒、不即不離兒的、扔在螞蟻漂着的

地方嚴嚴的叮了一身 他朋友、樂得憨不住了、笑出聲兒來 暗暗兒的偷涪看孤苦零丁的、

喘着一絲的氣息、泥沒成鰍的在地下躺着 好不驚怕、東驢西奔的、都逃迷了 有個兔兒樂得跳

舞着

氛圍情態類：孤孤另另的一個小耗子兒 這四條腿兒就胡亂的引涪我走了 我要是在這兒墊

妙靈靈的吹起笛來 個個兒鬪沈氣悶起來 渴得不成樣兒往後和和氣氣的勞動罷你們要和和

氣氣兒的過日子罷 冷咕叮的來了一個打烏兒的人齊齊全全的逃出去 這麼亂哄哄的 亂糟糟的

鬧着 砸水起浪的聲響兒很大正歇著、只聽攄鑼擂鼓的聲響悠悠揚揚的響起樂來一夥子壓

說笑笑、打着哈哈從集上回來的姑娘們 噴鼻兒的香 蜂王冷咕叮的發大聲兒、登時判決了 狼

打算要舒舒服服兒的過日子 聲如劈雷 因為那卸了事的老掌櫃的默三、往往兒的來說 又有那



實媽媽、幌幌兒看來說

(2) 擬聲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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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聲詞語按照對象不同可分以下 4 類。較之擬態詞語，雖然數量極為有限，但是不帶重複，

依然顯得生動而充滿個性。

人聲：嘻嘻的笑涪 嘿呀嘿呀的拉

動物鳴啡聲：（小耗子）唧唧叫了一聲 在牛腦袋周圍旺旺的轉着飛的蚊子

風聲：皇的一聲、屋門開了 一陣風、羣的一聲、就把假頭髮給颳跑了 一陣風颺颺的颳進來

物體碰擊聲：震得打網路噠一聲翻了 嘴尖兒嘎噠的一聲 看准了老天爺的波梭蓋兒話噠一

聲放下去 嗽柊嗽柊的一齊坐下

這些擬態．擬聲詞語，從成語形式、動詞的 ABAB 型、 A 著 B 型，到形容詞的 AA(兒）型、

AABB 型、 ABB 型、一 A一 A型、對偶成語型，更兼俗語加工，搭配靈活簡漯效果生動傳神。

例如關於描寫｀｀魂飛魄散", 就有｀｀魂飛魄散／魂滅膽消／魂都冒了／魂飛膽裂／魂不附體＂等 5

種不同表達，形容害怕的，氬括｀｀戰戰兢兢／戰抖抖／驚驚怕怕／打著戰兒／驚顫／顫巍巍／臉

都青了、牙打起戰來＂等各種形式，分門別類獨成一體的更是佔了絕大多數。因此，總而言之，

只能說這些擬態．擬聲詞語各有特色，對傳統文言、俗語兼容並蓄，不勝一一枚舉和分析。

3. 正文框外生僻字詞的音義注釋

正文框外，中田對生僻字詞一共做了 65 處的音義注釋。

在例言中，中田對正文框外生僻字的注釋是這樣做説明的：

支那語中、知音未知字者匪鮮、就稗史小説、考諸、亦無定律、故是書或假他字義相近者充

之、或因其音、編造一字以足用、而此等字、皆掲之鰲頭、下必註音或意，看者莫噱其拙。

3.1 音義注釋情況

這65處音義注釋屯單純注音的 35 處，注音并釋義的 23 處，單純釋義的 7 處。按照出現順

序列於下表[ 3] : 

表 [3]

昰 字詞 注釋 用例
現代漢語普通
話的對應字詞

01 驥 16) 上平、驤也。 驢蹤了半天＜狐駡葡萄＞ ＝躥

02 蹤 去聲、跳也。 驥蹤了半天＜同上＞ 。
03 搆 讀上平、以物及物也。 驢蹤了半天、總搆不着。＜同上＞ ＝夠

04 露 讀作漏。 單單的露着個腦袋＜同上＞ 。
16) I I 內圓為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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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fi 字詞 注釋 用例
現代漢語普通

序 話的對應字詞

05 鵠 音瓜。 有一個傻老鵠＜鴉粧孔雀＞ 。
06 撿 拾也。 私下皇了孔雀脫下來的翎毛＜同上＞ 。
07 尾 讀作倚。 插在自己的翅膀兒和尾巴上＜同上＞ （方言）

08 剪 讀作絞。 就豊去他的假翎毛＜同上＞ （方言）

09 鴿 音干、啄也。 大家一齊用嘴鴿着、趕出去了。＜同上＞ 。
10 * ，刃、 讀作娘。 曬着脊梁＜蟻誡鼻蟲＞ （方言）

11 落 讀作勞、去聲。 有一個鷂鷹、薑在房頂兒上。＜狼恕鳶鳥＞ 。
12 攫 讀作超。 於是昰盡了狐狸崽子＜狐怒報鷲＞ ＝抄

13 接 讀上聲、由也。 一個鄉下老兒、接莊稼地裡回家。＜蛇甦忘恩＞ ? 

14 褫 音揣、上平、懷也。 看着可憐、就抵了他回去＜同上＞ ＝揣

15 叨 音刁、噸也。 就那麼昱着、要過－道溝。＜貪犬失肉＞ 。
16 嘎啦兒 極隅也。 死命的逃跑、好容易纔藏在屋子嘎啦兒裡頭。 ＝吾兄兒

＜二鼠相請＞

17 飩 讀作躉。 一天、獅子在洞里打飩。＜鼠報獅恩＞ 。
18 搵 讀恩、去聲、按也。 把正驚顫的耗子搵住＜同上＞ ＝攄

19 躪 音采、踏也。 把一堆小蝦饃躪扁了。＜蛙學牛斃＞ ＝踩

20 匪 音崩、裂也。 把肚子蒯破了、就死了。＜同上＞ ＝迸（破）

21 撞 讀作充、去聲。 在壁一個眭兒的工夫＜兔龜較跑＞ （方言：瞭／衝

（眭兒））

22 哈什 呵欠也。 打了幾個哈什＜同上＞ ＝哈欠

23 拚 讀作貧、上平。 就喊着來來回回拚命似的求幫助。＜牧童頑戯＞ 。
24 爬 讀上平、伏也。 一隻雞病了、在窩裡昱着。＜貓問鷄病＞ ＝趴

25 嘿 音黒、口氣。 璽、看山的。＜狐被人追＞ 。
26 楞 音楞、去聲、呆也。 楞了半天＜鴉渴生計＞ 。
27 膝 音叉、耳語也。 剛纔那個人熊、跟你仿佛打膝膝兒似的。＜二客遇熊＞ （方言）

28 憨 讀上聲、忍也。 那個人憨着笑說＜同上＞ 。
29 眈賂 音學略、視察也。 叨嘮着往四下里叭賂＜鹿藏牛圈＞ （方言）

30 韁 讀作剛。 掙斷了韁繩＜遠驢近犬＞ （方言）

31 咬 吠也。 見着我們、又咬又罵＜狼巧欺羊＞ （方言）

32 擂 音轟、逐也。 就把狗擂開＜狼巧欺羊＞ ＝轟

33 陷 俗讀作旋。 車帖轆陷在泥坑子裡＜神諭車夫＞ 。
34 濘 讀作能、去聲。 泥濘的小道兒＜同上＞ 。
35 辯 讀作拌。 憂愁兒子們弟兄辯嘴。＜儈父訓子＞ ＝拌（嘴）

36 折 音舌。 照這樣折了他罷。＜同上＞ 。
37 獗 拗之意。 一獗就獗折了＜同上＞ ＝拗

38 掉 讀作科 像你這麼愛撒謊掉皮的人＜鮮背負猿＞ （方言）

39 慷 音處。 尋常啡人發攄的人＜病狼圖輾＞ ＝（發）忧／閱

40 旺 音扔、蚊聲也。 在牛腦袋周圍旺旺的轉着飛的蚊子＜蚊止牛角＞ （方言）

41 鑽 讀作上平。 就把身子璽在口袋裡、＜衰貓圖鼠＞ 。
42 爪 讀作抓、上聲。 露着腦袋和爪子、＜同上＞ 。
43 空 去聲、倒懸也。 倒空着、閉着氣兒。＜同上＞ ＝控

44 所 全也。 奴才這兩天傷風、鼻子匣不行。＜羊狼劣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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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字詞 注釋 用例

現代漢語普通
序 話的對應字詞

45 大 音待。 有一個土大夫＜庸醫送喪＞ 。
46 哼 畀卣立曰、 口氣。 「／＾ 哼、這是那兒的狗？＜客犬遭難＞ ＝哼

47 攤 音篩、鳴也。 攤鑼擂鼓的聲響＜老者禱死＞ （方言）

48 勒 讀作雷、上平。 把公雞給墊死了。＜婢惡主婦＞ 。
49 軛 讀作樣。 還是平常叫牛軛子磨脖子、算強啊。＜犢愚弄牛＞ （方言）

50 問訊 讀作悶性 道兒上的人、都跪着打問訊兒、極其尊敬。 ? 

＜驢駄佛像＞

51 蒼 讀作慘。 正在頭髮鬍子蒼白的光景＜一男二妻＞ 。
52 顧 讀作戶。 拉上來一瞧、是一個主顧。＜觀天落溝＞ （方言）

53 噉 音餓伊切。 嘅你幹甚麼呢？＜豬豫磨牙＞ =至"矢̂ 

54 喂咄 音狠、上平。音掇。 就在後面、擅作威福、喂咄着說：……＜乘馬叱驢＞ （方言）

55 脯 讀作僕。 胸脯子的樣兒＜狐謀得酪＞ 。
56 己 讀作昔。 撞見一群打着替己走來的老頭兒。＜父子賣驢＞ （方言）

57 撣 音摔，上平。 把身子挪的粉碎了、命就沒了。＜海龜學飛＞ ＝摔

58 磅 音傍上聲，誇也。 這個傻子、別混啼這樣的事了。＜鴿負族多＞ ＝榜：標榜

59 盪 讀作燙、次也。 一盪一盪的直來催。＜訟堂對質＞ ＝趟

60 抽 讀作秋。 世界上有打賊的抽豐的人。＜強中有強＞ ＝抽（風）

61 利巴兒17) 不熟藝業之人 不是被屠戶、是被利巴兒殺了。＜牛謀屠丁＞ （方言）

62 漆 作趣 照舊是漆黒。＜鴉羨鵠白＞ （方言）

63 剝 讀作八 給黒奴曌光了身子＜異黒摩體＞ ＝扒

64 成 讀作干。 孤苦零丁的、喘着一絲的氣息、泥沒成鰍的、在地 ? 

下躺着。＜衰獅罵驢＞

65 夥 立曰 lfl 才o 豎着腳歎悔。＜於止知止＞ ＝跺（腳）

3.2 多音字的讀音確認方式

之所以做了這些注釋，估計主要就是因為中田沒能從自己在留學北京之前學習過的南京官話

和當時正在學習的《語言自邇集》裡找到令人滿意的現成答案。而實際上，除了單純釋義的｀撿

／哈什／咬／獗／所／利巴兒＂這 6 處、中田自己補充或造字的｀｀蒯／賦咯／＇濾／噉／旺／哼／

軛／夥"的這 8 處、以及筆者尚未弄明白的｀｀問訊（＝悶性）／泥沒成鰍"這 2 處以外，其他47

處，被注釋的字詞或者用來做注釋的字詞大多存在著多音字的情況。有些（如表 [3] 中標注｀｀（方

言）＂處）後來被證明是只屬於氬括北京話在內的某些方言，並沒有正式得到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承

認並推廣。

通過與《語言自邇集》的北京話字音表做對比，我們發現《語言自邇集》裡對這些多音字都

已經提供了可選項，因此中田實際上所做的就是進一步地根據具體的上下文從這些可選項中確定

需要的答案。

中田確認多音字的讀音方式有以下 4 種，从表 [3] 中各舉 2 例注梓束説明如下：

17) "利巴兄＂是對英文 botcher 的，闆，，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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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單音字定音

04 的｀｀露": 《語言自邇集》收此字，注音為 lu/lou。亦收了單音字｀漏 (lou)" 。於是

注釋為｀｀讀作漏"0

35 的｀辯＂：《語言自邇集》收此字．注音為 bian/區n。亦收單音字｀拌（區n)" 。於是

注釋為｀嶋讀作拌"。

(2) 借多音字擇一定音

26 的..楞＂：《語言自邇集》收此字．注音為 Ieng。亦收了多音字..楞 (Ieng/ Ieng)" 。於

是注釋為｀音楞、去聲"0

42 的｀．爪＂：《語言自邇集》收此字．注音為 zhua/zhao。亦收了多音字的｀抓 (zhua/

zh沁）＂。於是注釋為｀讀作抓、上聲"0

(3) 造字十擇音

14 的｀抵. : 《語言自邇集》裡鯛此字．但收了多音字的｀揣 (chuai / chuai)" 。於是注

釋為｀音揣、上平"0

57 的｀｀挪": 《語言自邇集》裡無此字，但收了多音字的｀｀摔" (shuai / shu汕）。於是注

釋為｀音摔、上平"0

(4) 據實改音

03 的｀搆＂：《語言自邇集》收此字，但注音為去聲的 gou。於是注釋為｀上平"。

23 的｀拚＂．《語言自邇集》收此字，但注音為 ping。於是注釋為｀讀作貧、上平"。

有一些被單純注音的字詞，例如｀尾／露／剪／爪／漆＂等等，本質上並不屬於生僻字，沒

有注釋也不會影響閱讀時對其意思的理解，所以看似對它們的注釋可有可無。但是對於原本可能

只熟悉南京官話而毫鯛北京官話語感的日本學習者而言，這種提醒卻是有益鯛害。正是由於中田

打算盡量真實地再現北京官話，而這些生僻字詞作為北京官話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有必要在正文

以外対它ff」進行注釋，方便正確地學習掌握。另外，迏些被中田解釋為｀｀書或假他字義相近者充

之、或因其音、編造一字以足用＂的生僻字詞，也並非表面上看上去的是一種臨時應對的那麼簡

單。對比了現代漢語普通話裡的使用情況，我們已經可以發現除了暫時標注成｀｀？＂的 4 處和表

[3] 中標注了｀｀（方言）＂的 19處，其餘的絕大部分，有些就是保持書本中的原樣（表 [3] 中標注

為 "O"), 有些後來經過一定程度的氬括或音或義或形的改頭換面（表 [3] 中標注為｀．＝～＂），

最終都得以保留下來。

另外值得一書的是，雖然後來實際上該書在 H本漢語學習者當中，主要是被作為一本閱讀教

材來利用，但是中田在翻譯時卻是十分注重寓言體裁便於口口相傳這一特點，從而對書中的生僻

字進行了中國傳統式的注音或釋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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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幾點補充

4.1 關於｀＇您／您納／你納"

39 

《北昂官話伊蘇普喻言》中，第二人稱代詞的這三種敬稱都出現了。使用次數分別為：｀您" 43 

次，｀您納" 5 次｀你納" 2 次。另外還有 l 處｀｀他納"0 可見，｀您"的用法已經普及，而｀｀您

納＂又比｀｀你納＂稍佔優勢， 可也納"則比較特殊。｀您納／你納／他納"的具體用例如下：

您納：我把那驢歸給您納。＜獅撲驢狐＞

問您納是甚麼樹、管保您說……＜樅華談論＞

請您納去求求神，阱我病好了，止住這個痛苦罷。＜臨死悔罪＞

不瞞您納，我纔喇用金罐子、要打這井裡的水。＜狡童騙賊＞

要是您饒了我、傳給您納三件大事。＜於止知止＞

你納：我決沒有鴴過你納所種的種子。＜鸛訴村翁＞

承你納美意、……＜狼遇驤騤＞

他納：就揀了老天爺的護膝擱放第三回下的蛋，求告他納保護。＜兔被鷲追＞

首先，第二人稱代詞的這三種敬稱全部都出現這一點，既不同於｀你納"強勢｀您"弱勢且

不見｀｀您納＂的《語言自邇集》，也是明治時期其他北京官話教科書所沒有的。根據楊杏紅 2014:

pp.70-71 的統計表，明治時期的其他北京官話教科書都只使用其中的 1-2 種，除了《參訂漢語間

答篇日語解》（明治 13 年）光用了｀｀你納"一種以外，《官話指南》（明治 14 年）、《英清會話自學

入門》（明治 18 年）、《 H 英漢語言合璧》（明治21 年）這三種與《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年代相近的

北京官話教科書都是｀．您＂佔絕對優勢，｀您納＂低頻次或極低頻次地出現，不見｀你納"。

其次，除了一例｀．我決沒有鴿過你納所種的種子＂的｀你納"充當了定語的一部分，｀．您納

／你納／他納＂主要都位於賓語位置，不見主語用法和後置用法。而《官話指南》等三種教科書，

除了《官話指南》裡的｀您納＂以主賓語用法為主，後置用法位次以外，其他兩種裡的｀您納"

都只有後置用法了。

《北杲官晶伊蘇普喻言》的成書時間晚了《語言自邇集》十二年，早了《官話指南》等兩年以

上，時間上正好處於一個承前啟後的階段。如果說威妥瑪在《語言自邇集》中指出的｀｀您，更普

遍的是說你納"是事實的話，即使《語言自邇集》成書的 1867年前後，｀你納"相較於｀您／您

納＂更有優勢到了《北原官話伊蘇普喻言》的成書時期，已轉變成了｀您＂已佔絕對優勢，而｀您

納"也勝過了｀你納"這種情形，《北杲官晶伊蘇普喻言》可以說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您／您納

／你納"這三者的使用情況發生了逆轉這一語言事實的。

4.2 冨lj 飼｀｀所,,

中田將副詞用法的｀所＂釋義為｀．全也", 《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裡一共出現 4 個用例。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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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而言．之前發現的最早用例是出現在《官話指南》裡，而這 4 例更早，是以將最早用例的時間

提前了兩年。

奴才這兩天傷風、鼻子世不行。＜羊狼劣狐＞

末末了兒、鬧到跳在主人的身上侮弄、就世瞧不起他了。＜使鷺食蛙＞

那雞出息的溜光水滑的、……、從此以後世不下蛋了。＜梭婦畜雞＞

鹿所沒理會、喜歡着說： .... ,<脫虎落獅＞

這些用例全部都是與否定形式共現．現代漢語普通話的語感上相當於｀．完全＂，即可以說成

.. 完全不行／完全瞧不起他／完全不下蛋了／完全沒注意到＂。陳剛 1985 列出了這種用法時的

｀｀所"的兩個義項： a 絕然、完全。 b 索性、乾脆。陳曉 2013 把這種用法的｀｀所"分析為表｀｀完

全、徹底＂義的程度副詞．只能后接復雜 VP, 限用於非褒義或限用於不如意的語用環境為主．並

且只出現於清末民初時期的北京話口語性語體。而楊杏紅 2014除了考察否定形式．還考察了肯定

形式，得出的結論是｀｀所"是一個強調程度的語氣副詞，不應作為程度副詞來理解。

既然學者們對｀｀所＂的分析考察結果有分歧，筆者就考慮換一個切入口，藉助相關的｀｀完全"

這個副詞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根據張誼生 1998 、 2004, .. 完全＂首先是一個表示的客觀陳述的範

圍副詞｀．完全亡之後在範圍義的基礎上發展成了一個帶有主觀態度的語氣副詞｀．完全 /o 未名

＜副詞性｀完全＂與｀．根本＂＞通過與｀．根本＂相比較，提出不同於後者的對主觀期待或預設的

揣摩使其帶有認識情態的意義，｀完全／＇由於繼承了｀．完全［＇的客觀性，所以表示的是說話人

針對既定客觀事實的一種主觀態度，是傳信情態。

｀完全／＇的這個特點很好地在副詞｀．所＂上得到了體現。不僅是《北京霨舌伊蘇普喻言》裡的

用例，以下列舉的轉引自楊杏紅2014 的其他北京官話教科書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完全 2" 的這個

特點。

天所晴了。

從此唐沽口地方兒的氣象就所改變了。

若是過一兩天那匹馬匣沒下落、那便是真丟了。

這幾年把買賣所做起來了。

老了所不中用了、我許久沒夢見周公了。

因此，即使可以認為這些用法的｀所＂是一個副詞，與其說它是強調程度的語氣副詞，亦可

以考慮將它視為一個表示主觀傳信的情態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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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一時期园名相關人物對北京官話的認識差異

5.1 中田對北京官話的認識和譯書時的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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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對北京官話的認識，一方面可以通過《北杲官晶伊蘇普喻言》的語言事實來了解，另一方

面也反映在了書中日文例言 3 對漢譯時使用語言情況所做的說明上。

支那語二八、文話、官話、俗話等丿種類71) 子、稍k差別 71) 、我儕丿通常應荅辨論又 Jv

二當子八、多夕官話 7用 7, 然 L 卜壬、此書丿如午八、雜用 1/ 子以子借東挪西二便又、

中文例言中没有相應內容，由此可以判斷這一說明是為日本學習者所準備的。而通過上述說

明，我亻11可以明白中田很清楚漢語分成了文言、官話、俗語等幾種不同情況，相互之間是稍有區

別的；但漢譯時為了方便起見，卻是有意識地在官話里混用了文言、俗語等等。不過，中田應該

卻沒有明文化的一點是尤其對寓言體裁而言，文言、俗語的活用恰當實際上是有利無弊的。

5.2 中田以外三篇序文所體現的對北京官話的認識差異

不過，對於中田的漠譯實際操作結果，三位相關人物的反應似乎略有不同，尤其體現在了對

北京官話的稱呼上面。

漢譯工作基本完成之後，中田還求得了［英］艾約瑟 (Joseph Edkins) 、英紹古和［美］丁韙

良 (William. A.P. Martin) 作序，三篇序文在《北杲官晶伊蘇普嗆言》刊行時一併收錄。這三篇序

文雖然基本上都氬含了跟伊索這個人物、伊索寓言以及中田敬義和《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相關的

內容，在內容構成上存在著不小的差異，這也間接地反映了三位作序之人對伊索寓言的熟悉程度

以及與中田敬義和《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的相關程度是有相當差異的。

有別於內容結構方面的差異，三名作序之人對北京官話的不同稱呼實際上說明了另外一個很

重要的問題 當時人們對北京官話的認識不盡相同。

艾約瑟除了認同中田對｀北京官話＂的這一稱呼並與之保持一致，亦不忘提及伊索寓言曾有

過的｀．中華文理＂譯本和｀．廣東土白＂譯本。英紹古稱呼｀．北方官話", 以區別於｀南方華言" ; 

丁韙良則稱呼｀．北京土語＂并點及與之相關的｀京音＂學習。

實際上，中華文理譯本和廣東土白譯本是同一本《意識喻言》18) 的兩個部分，中華文理即譯成

了文言文，廣東土白就是指有關文言文所對應的粵語文白讀音的記緑。不難想象，相對於文言文

語體和粵語文白讀音記錄所帶來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的限制，《北昂官話伊蘇普喻言》裡的北京官話

對艾約瑟而言，可接受度是大大提高了。是以甚至能與英文原本進行比較，而順水推舟地接受中

田提出的｀｀北京官話＂一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作為一名清朝京城官員，英紹古所稱呼的｀北方官話／南方華言＂大概在當時的中國本土，

18) [英］羅伯聃·(Robert Thom) 與他的漢請老師蒙眛先生 1840 年合作翻譯了《品拾諭言（末冗）》 (8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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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碼在北京一帶的官商場是有代表性的，也是有一定客觀事實基礎的。由於肌論在政治領域還

是在文化領域都要確立北京作為大清都城的特殊地位和權威，雖不能確定是否以北京為中心來構

築起新的官話系統，但匾別於以南京為中心確立起來的南方官話傳統，並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官話

代表的意識卻是非常明確的，以至於將對南方官話的稱呼降格為｀．南方華言", 讓｀．北方官話＂成

為了｀官話＂稱呼的唯一。英紹古沒有認同中田對於｀．北京官話＂的稱呼，卻有｀北方官話／南

方華言＂的認識背後，大概有這麼一層社會形勢的影響發揮了作用了吧。

丁韙良就事論事式的關於｀北京土語＂及｀京音＂的稱呼，無一不凸顯了對於北京官話尚處

方言地位這樣一種單純的個人認知。大概既沒有艾約瑟對伊索寓言漢譯史的興趣，也沒有英紹古

對｀官話＂地位的在意，所以只表達了對《北原官晶伊蘇普喻言》有助於語言學習和有益於良人這

兩點希望。

6. 結语

以上論述，首先是通過討論正文中寓言故事開頭部分的有定皿定問題、個體量詞的使用情

況、時間詞語（詞句）和擬態．擬声詞語（詞句）的多樣化，確認了《北京尹話伊蘇普喻言》注重

口語性表達的特點。然後對正文框外生僻字詞的音義注釋進行考察，明確了中田藉助《語言自邇

集》確認多音字具體讀音的幾種方法，而其目的依然是為了有助於朗讀口語記憶。接著根據《北

京冧；；舌伊蘇普喻言》裡的實際使用情況対前人研究成果進行朴充更正，說明語言是在變化發展的。

最後，通過例言記錄明確中田對北京官話的認識和漢譯時的實際操作，分析造成三篇序文對北京

官話稱呼不同的可能原因。

儘管堅持使用了北京官話的稱呼，而且《北杲官話伊蘇普喻言》也確實極為重視口語性表達：

但是北京官話這個概念的形成似乎先行於北京官話這個實體的形成。中田關於北京官話的觀念也

是在留學北京之前就擁有了，而其前提是匾別於之前為日本國內漠語教育主流的南京官話。是以

即使漢譯實際操作時活用了文言和俗語，也仍然保留下了北京官話這個稱呼。於是在這種情況下，

能夠考慮到的並不是一個北京官話夠不夠標準純正的間題，而是如何擺脫南京官話的影響來盡快

適應北京官話的間題。

氬括中田在內的同一時期不同背景的這四個中外人物對同一時期北京官話的認識差異，側面

反映了北京官話的形成和發展固然是自身的需要，而域外對北京官話重要性的認識和對北京官話

教育學習活動的推廣也是起到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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