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
刁晏斌

摘要 ：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段 以前人们对此缺少应

有的关注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 也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 清末民初语

言的研究既有一般语言研究的共性 ，
也有其突 出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内容丰富 、头绪

繁多以及语料庞杂等 。 对此期语言可以进行分文体 、分要素以及分专题的研究 而每

—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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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中 国近代史上是比较独特的一段 ，就总体而

言 ，

“

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

（李鸿章语 ）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 ，此期

是酝酿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时代 ，其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 ：

一是

“

天朝上国
”

的 自我形象逐步破灭 它带来的最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是对传

统
“

天道
”

观的质疑 ；
二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由此开始 ，

“

中体西用
”

命题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好见证。 两者相结合 ，建造起中 国传统价值与

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张力场。 在这个张力场中 ， 旧观念失势、蜕变 ，新概

念萌生、成型 ， 由此产生多样而驳杂的思想内容。

上述张力场中 ， 自然也包含语言方面的 内容和因素 ， 因此 ，

“

多样而

驳杂
”

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 ， 同样也适用于描述和概括此期的语言。

有人指出 ，清末民初的语文 （语言及文体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 ，

“

中 国

语文转向的重要契机是语言接触 、是跨语际对话 是大量译文的传播、是

①刁晏斌 男』东烟台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主

要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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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新词语的输人。 这一切早在
‘

五四
’

以前的半个世纪就开始发生了 。

也就是说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渐进、转向 ，才迎来了
‘

五四
’

时期的 白话文

运动
”

。

与此类似的高度概括性的表述时能见到 ， 比如刘叔新说 ：

“

从鸦片战

争到五四运动前后 ，汉民族共同语大量搬介 日语和西方语言的词语 ，又把

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方式吸纳过来 ，引起了较大的发展变化。

”

但是 ，此期语言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它与此前及此后的语言有

哪些区别与联系 ，造成上述转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诸如此类的许多问

题 ，直到今天还都是未知的 ，或者是人们所知甚少的 ， 因此非常有进行专

门研究的必要。

时至今 日 ，

“

清末民初
”

已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而广泛地用于中 国近

代历史 、社会和文化等研究的方方面面 ，但是 人们对这一时间段起止的

划定却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参考多数人的意见 加上我们对语言状况的了

解和认知 把这一阶段的起止时间定在 年鸦片战争结束到 年

“

五四
”

运动前夕 ，我们所说的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 就是指这一时间范

围内语言的研究 。

一 简单的回顾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段 ，它既是近代汉语到现代汉

语的过渡阶段 ，也是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 ，各种语言现象丰

富多彩 相关的促生原因和制约因素纷纭复杂 ， 因此非常值得进行研究 ，

而且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非常大。

然而 ，到 目前为止 ，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基本还是没有受到应有重视

的一片领地 ，虽然人们在不同的研究内容 （如文学研究 、历史研究、 中外

关系及交流研究等 ） 中 ，经常会涉及一些相关的内容 ，但是往往都一带而

过 未作进一步的发掘和阐述。

在语言学的范围内 ， 以此期语言为讨论对象的论著如凤毛麟角 ，而涉

及的范围往往也并不广泛、全面 ， 比如有一部引用率相当高的专著 ，在讨

论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之前 ，作为背景知识介绍 ， 简单地谈到了戊

戌一辛亥时期词汇发展的情况 ，包括词汇的丰富 （涉及 日语借词的吸收、

意译词的吸收、新词的创造 ）和词汇中的混乱现象 （包括 日语借词和 自造

新词并行现象、音译词和意译词并行现象、音译词不固定现象、词的单音 、



双音、多音未定现象和词素次序不固定现象 ）这两个方面。

‘

其他论著也几乎都把 目光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 ，再具体一点说 主要

是集中在外来词汇的引进和吸收 （ 比如 由 日语引进
“

借形词
”

）过程及一

般状况等方面 ， 比如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

究》 、 《新语探源——中西 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
二书仅

由副标题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内容范围了 。 词汇以外的其他方面 ， 比如在

语法方面 ，就
“

还没有人就 世纪以前西方语言对汉语句法的影响作过

研究
”

， 至于对此期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侧面和各个角度的全面描

写 则完全没有展开。

与上述论著有所不同 的是周光庆的 《汉语与 中 国早期现代化思

潮》 此书不仅用较大篇幅讨论了大致与上引论著相同的内容 ，还讨论

了梁启超
“

新文体
”

的产生、影响及其一般特点以及此期 白话文的一些特

点等 ， 内容超出 了词汇的范围 。 但是 ，本书并不是
“

纯
”

语言学著作 ，而是

借助语言考察文化 （这一点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 ） ，所以还缺少作为语言

史著作所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专著之外 ，单篇的论文也为数极少 且也只集中在词汇方面 ，我们所

见仅有 《都市新词语与社会生活变迁——以清末民初的上海 （

为中心》等几篇。

二 意义和价值

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总的来说 ，此期语言

异彩纷呈 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纷纭复杂 ，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不仅

可以得到对语言诸现象本身的了解和认识 ，更可以印证已有的一些语言

理论 ，也有可能对它们作出某些补充、完善 ，甚至于局部的矫正 ，从而进一

步丰富相关的理论。 与此期语言及其研究相关度最大的理论主要有二 ：

一是语言的接触与传播 二是语言的发展和变异。 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

富 ，我们准备另文专门讨论 ， 以下仅就理论以外的其他方面来谈其中最重

要的两点 。

一 汉语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此期语言研究的意义重大 这首先是由本阶段在整个汉语发展史中

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我们认为 ，清末民初语言在汉语发展史上处于承上



启下的阶段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

第一 ，此期语言处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衔接点上 ，
王力先生就明

确指出 ，从 年鸦片战争到 年五四运动为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的过渡阶段。 袁宾先生把语言发展的过渡阶段表述为
“

非主干部

分
”

，认为它是
“

联系前后两个主干部分的纽带 ，也是前后两个语言历史

阶段相交替的时期 。 前一阶段语言诸特点 （ 旧质 ） 的减少和消失 ，后一阶

段语言诸特点 新质 的萌生和发展 在非主干部分表现得最为显著……

非主干部分应该是前后两个阶段的共管地带。 从旧质的逐渐消亡着眼 ，

非主干部分是前一阶段的下沿 ；从新质的逐渐生长着眼 非主干部分同时

又是后一阶段的上沿
”

。 统观此期语言 ，过渡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

的 ， 比如一度非常流行的梁启超的
“

新文体
”

就是最好的体现 。 曹而云从

文体的角度说 ：

‘

新文体
’

之
‘

新
’

只是相对于未改造的文言和传统 白话

而已 ，它是介于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之间的混血语言。 这种文体是现代

白话的雏形之一 ，也是现代白话成为独立语言系统必须经历的重要环节 ，

但还不是成熟的文体。 也就是说 ，新文体作为一种过渡的文体 ， 尚未独

立 ，附属于古代汉语体系 ，只能称得上是欧化的文言文。

”

文体的特

点主要是由语言体现出来的 ， 因此文体的过渡性也就体现了语言的过渡

性 所以有人称
“

新文体
”

发挥了汉语书面语
“

过渡朝代之英雄
”

的

第二 ，此期是现代汉语的初步形成和前发展阶段 意大利汉学家马西

尼教授曾经写作《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外来词研究 》 正副

标题对照 反映了作者对现代汉语时间和内涵范围的认识 ， 即认为 世

纪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期 。 正因为二者之间关系如此密切 ，所以有人

主张把现代汉语的时间范围划为从清末 （ 世纪 ）至今。

如果着眼于
“

同
”

，现代汉语的很多形式或用法都可以追溯到此时 ，

比如人们一度讨论得很热烈的
“

动宾式动词 宾语
”

形式 古代汉语以及

近代汉语中都不多 ，而此期却比较多见 ，例如 ：

因 为立等寄信山 东 免得耽误时刻 。 《 官场现形记 》 第 九

回 ）

不开放不要紧 ， 只要賜教脉象如何 《二十年 目 睹之怪现

狀》
一〇一面 ）

‘

原来青崖少年订媒黄氏。 《江左十年 目 睹记》 第十二回 ）



如果着眼于
“

异
”

，更可以找到此期语言与后来现代汉语的诸多不

同 ，而这也是我们真正关心并需要着力进行深入研究的内容所在。 比如 ，

前边我们提到 《五四 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
一书讨论过戊

戌一辛亥时期词素次序不固定现象 ，如 人民
”

又作
“

民人
”

，

“

简单：

’

又作

“

单简
”

， 就是一例。 词汇方面是这样 ， 语法大致也是如此 ， 比如 以下

二例 ：

这一位兄 弟是素昧平 生 的 ， 怎 么 胡 兄也认不 得我起来 ？

《痛 史》 第 十四回 ）

狄将军 ， 可知我们这山上 ，被谢叠 山老先生定下 了 一个规

矩？ （ 同上 ）

以我们对古白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了解 ，前一例中
“

起来
”

的使用就比

较独特 而后一例这样的
“

被
”

句也很有特色。

总之 ，可以这样说 ，如果对此期语言没有了解或者了解不多 ，我们就

无法真正了解和掌握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 ，无法真正了解和攀握现代汉

语之为现代汉语的原因 。 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是 本阶段既为现代汉语

的最终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的

总体精神和走向 ，对汉语以后的发展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

二 近代社会发展与思想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与社会共变 此期语言的共时状况及历时发展变化 既是当时社

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 ，

一

方面 ，我们在研究此期语言时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 ，另一方面 我们

也可以 由语言状况来反观当时的社会及其脉动。

就我们所见 ，在已有的研究中 ，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 ， 以下酌引几段 ：

世纪初
，
日语成 了新词的矿藏 ，

由 于迫切需要新词 ，
它 受

到 了 汉诱词汇的欢迎。 这种本来是纯粹的词汇现象 ， 却也与 当

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思潮有 了 密切的联 系 。 世纪末至 世

纪初
，
日 本是 中 国 维新派人士的 第 二故 乡 ，

这些人在
“

百 日 维

新
”

之际
，试田改变 中 国政治体制 ，但未能成功 。



世纪初汉语的 欧化其 实也意味着 中 国人认知方式和世

界图景的转换 ， 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 了 西方人的价值

观、知识体 系和现照世界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 ，
五四 白话文

运动似乎可以被描述为一次
“

搬 家
”

， 即在语言的转换 中 ， 中 国

人迁入 了 一个新的 家 因 。 汉语在接受 了 大量新概念、新词 汇 以

后
，

一方面意味着 中 国人知识领域的扩大 ， 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我

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刷新 ，其意义是十分 巨 大的 。

汉语表述 系统的更新不单纯是以增加新词汇和新句 法为标

志的外在形式的演变 ，
更是新词汇所体现的科学成果和思維方

式融入汉语表述 系统的 内在结构之中 。 这是汉语表述 系统的生

机所在 ，
也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所在 。 汉语文 白 的 转型使汉

语从承栽本土文化进而承栽世界文化 ，
从近地交流走向远地传

播 从而不断地丰富 自 身 的容量和表现力 ，表述更为缜密 ， 具备

了吸纳西学和融合东方文化的能力 。

如果说以上所引议论都比较
“

宏观
”

的话 ，那么即使在
“

微观
”

层面 ，

此期语言的研拜同样也可以有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比如 ，周光庆和刘

玮就说 ：

“

开始改变对西方人的看法并 自动放弃
‘

夷
’

的称呼的 ，还是最早

睁眼看世界的知识者。 在四 、五十年代之交 进步思想家魏源在 《道光洋

艘征抚记》的最后定本中 ，主动地把原先抄本中的
‘

夷
’

字通通改为
‘

洋
’

字 如
‘

洋馆
’

、

‘

洋人
’

、

‘

洋人
’

、

‘

洋兵
’

、

‘

洋炮
’

等等。 只是 这在当时还

是空谷足音。

”

从词汇的角度 ，这里说的是
“

洋
”

词族的首次集中 出现 ； 而从社会

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角度 ，则是国人对外国人和事物态度转变的开始标

志。 有人把语言比喻为多棱镜 ， 同一语言现象可以映射出许多不同方面

的现实 ，这应当是语言以及语言研究的丰富内涵之一。

三 个性和特点

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 ，既有汉语语言研究的共性 同时也有比较明显

和突出的个性 ，而这也就是它的特点了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 内容丰富 ， 内涵巨大

此期的语言可谓纷纭复杂、纵横交错。 马西尼着眼于词汇的说明 ，反

映了此期语言这方面的部分特征 ：

“

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并不是北方文

学传统简单地加上五四运动革新派的现代观念而 自然产生的结果 ， 它是

早在 世纪就开始演变的更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的产物 。 这一发展过

程中的缺一不可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 用各种方言写的文学著作、明清小

说、晚清文学 、 日本科技著作、 世纪的各种文章以及西学译著。

”

为了理出一个头绪 我们试图作出以下两个不同角度的划分。

一是共时历时之分。 区分语言研究中的共时和历时是现代语言学之

父索绪尔的重大贡献之一 ，然而 ，
二者之间只有相对性却没有绝对性。 于

根元在谈到语言的运动时说 ：

“

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 。 从纵的方面说 ，语

言是历时的产物 ，运动才能形成历时 。 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

时里的 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 。 语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

部分又动态叠加的系统。

”

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 ，其突出特性就是二者非常紧密地交织甚至是纽结在一起 ：

一方面 语

言面貌巳经初步显示出许多独特之处 ，有了一些独特的共时表现 ；另一方

面 ，

一切又都在变动和变化当中 ，稳定性差 ，动态性十足 ，上引 《五四以来

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
一书谈及的 日语借词和 自造新词并行、音

译词和意译词并行、音译词不国定 、词的单音 、双音 、多音未定和词素次序

不固定等词汇现象 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二是文言白话之分。 吕叔湘先生曾经建议把汉语史分为三个部分 ，

即语音史 、文言史和 白话史 ， 而无论对文言史还是白话史来说 ，清末民

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 ， 因为文言和 白话在此期均有非常明显甚至是相

当剧烈的变化。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文言的情况 （详细情况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 。

此期最值得关注的 ，是两个方面的文言 ：

一是当时的译文和传教士的文

章 二是梁启超的
“

新文体
”

。 前者
“

虽然还是一派文言腔 但他们的认知

图式 话语编码机制 尤其是词汇领域 ， 已显然的别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

文言文内容的
‘

西化
’

，新语境的产生 ，
必然会促进汉语深层结构的现代

①吕叔湘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 序》 转引 自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

页 。



转型
”

。 至于后者的具体表现 ，周光庆总结为
“

就是词法句法的欧化

日化 ，新名词结队而来 ，长句子冠盖相望 ，陌生而复杂的构词方法和造句

方法大大突破居于正统地位的文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语法习惯
”

。

正因为如此 有人称之为
“

欧化的文言文
”

， 而李启荣则认为 ，

“

新

文体
”

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三合一 ，它在语言上较旧

文体前进了一步 ，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 ，起到了一

种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作用 。

我们再看白话的情况。

有
“

欧化的文言
”

， 同样也有
“

欧化的 白话
”

，徐时仪说
“

欧化白话的

形成可以溯至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传教读本。
……这些西方传教

士出于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传教的需要 ，翻译的传教读本也力求语言通

俗 ，多用接近当时口语的 白话 ，形成一种具有欧化色彩的 白话 ，可以说是

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滥觞。

”

所以 要研究五四时期的 白话 要研究后来的现代汉语 ，我们就不能

不首先把 目光聚焦于此。

除了上述方面外 ，本阶段还是我国近代以来一系列语文运动的起点 ，

各种思潮 、观点和主张激烈碰撞 ，各种语文探索和实践如火如荼 各种类

型的语料蔚为大观 而实际的语言现象更是丰富多彩。 可以说 ，如果对上

述考象和事实不了解或了解不够 ，都会直接影响到对此后语言发展变化

的了解和认识 以及对整个汉语近代以来发展变化走向总体上的把握。

具体地说 ，至少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

其一 本阶段的语言及其使用有哪些重要的发展变化 它们对汉语以

后的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 ；

其二 ，汉语为什么在经历了古代 、近代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后 ，最终会

进人现代汉语阶段 ；

其三 ，今天现代汉语的基本格局和面貌是何时形成的 ，是如何形成

的 ，影响和制约因素有哪些。

二 头绪繁多 ，牵涉面广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新旧交替的时期 ，甚至可以说是开始
“

脱胎换

骨
”

的时期 ，而由于全面的研究尚未展开 ，到 目前为止人们相关知识的积

累还非常有限 ，各种因素合在一起 就使得此期语言研究的复杂程度相当

髙 ，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头绪特别多、牵涉面特别广 。



首要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对此期语言及其使用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考察

和认识 ，在此基础上再作出系统、细致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 比如在语法

方面 ，仅就语言本身来说 ，要描写此期比较独特的一些现象 ，讨论各种句

法现象的发展变化 揭示其造成原因和相关规律。 具体内容大致从句子

成分和句型的角度展开 ，前者涉及传统的六大句子成分以及插入语、独立

语等 ，后者则包括
“

把
”

字句 、

“

被
”

字句 、受事主语句 、连谓句以及倒序句

和各种常用复句等。

前边我们简单谈及文言的情况和 白话的情况 ，可以说 ，清末民初既是

文言史的重要一段 ， 同样也是 白话史上的重要一段 ，仅就这一点来说 ，就

已经涉及相当多的方面和相当多的因素 而除此之外 ，进行此期语言研究

必然还会涉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内容和因素 。

一是中外语言碰撞和交流方面的各种情况及因素 ，这里边有外来形

式的译介和引进。 从主体来说 ，既有外国人 （ 比如传教士 ） 的
“

带入
”

，也

有本国人 （如出使的官员和留学生 ） 的
“

引进
”

；从来源渠道看 ，既有直接

的欧风美雨 ，
也有绕道东洋的间接引进。 理想的研究 目标是弄清每一个

词 、每一种形式或用法的来龙去脉 但是具体情况相当复杂 ，要做到这一

点非常困难。

二是语言 自身的阶段性发展。 此期汉语的发展变化虽然与外来文化

和语言的影响密不可分 ，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而且应当

进行单独的考察 看一下除了外来因素之外 ，汉语的发展还有哪些情况 ，

涉及哪些因素 。 比如 ，就文言来看 就有一个白话惨人的问题 ，而就白话

来说 同样也有文言掺入的问题 此外还有方言的掺入 ， 以及在各 自原有

基础上的发展和变化等。

三是与前后时期或阶段语言之间的对比和观照。 既然我们把此期语

言定位为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段 特別是作为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

那么这方面的内容 自然就是本项研究的应有之义。

以上三个方面主要是就语言 自身来说的 ，而要进行上述研究 则还需

要其他许多方面的知识背景以及观点 、材料等支持 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牵涉面广了 。 用不着作具体论证 ，要进行本阶段语言的研究 以下方面

的了解和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

一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

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及思想文化史 ；

三是外语知识 ，其中最主要的是英语和 日语 ，此外像俄语、德语等 ，也



会偶有涉及 。

三 语料庞杂 ，面 目生疏

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成 ，可供进行清末民初语言研究的语

料丰富繁杂 ，其中许多对于当今的研究者来说陌生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甚

至有相当一部分以前从来没有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 可以说 此期语料

的复杂程度和陌生化程度远髙于汉语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 就语料本身

的复杂性来说 ，

一是同一性差 ，
二是与巳有知识体系的一致性差 ，

三是种

类繁多。 所谓同一性差 ，主要是说此期各类语料在语体、形式以及语言风

格上的差异都比较大而且明显 ；与巳有知识体系的一致性差 ，则是语言总

体面貌以及语言使用习惯等与人们基于其他阶段语言及其使用而得出的

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 。 此期的语料林林总总 蔚为大观 ，种类极为繁杂多

样 ，我们大致划分一下 最具独特性的语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

一是报刊语料。 中 国近代报业始于此时 ，有文言报纸 ，也有 白话报

纸 ，其中最值得关注和充分利用的是后者 ， 它的数量众多 ，有人根据 《 中

国近代报刊名录》并综合别的几种材料统计 ， 晚清 白话文报刊达到 了

种 。

二是翻译文本 ，包括外国人的翻译和中 国人的翻译。 这一时期的译

著相当多 ，据 日本学者樽木照雄统计 ， 年间仅翻译小说就有

约 种。 我们认为 ，此期的文言翻译特别值得关注 ，它们在文言

史上应当有特殊的地位。 康有为称
“

译才并世数严林
”

，把介绍西方理论

的严复与翻译西文小说的林纾并列 ，给予充分肯定 ，他们的译作最值得

重视。

三是游记及考察记录。 这是除了为数不多的词汇研究者外 几乎没

有人注意到 然而又是对本阶段语言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类语料。 鸦片战

争以后 ，

一些中 国人 （主要是留学生和出使的官员 ） 开始走出 国门 ，他们

留下为数众多的海外纪闻 ，如张德彝的 《航海述奇 欧美环游记》 、罗森

《 日本 日记》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 日记》等。 这些作品的语言在传统的

基础上 程度不等地添加了一些
“

新
”

的元素 ， 主要是外语影响的种种表

现。 比如 笔者曾经粗略地比较过 年间任
“

出使英国钦差大

臣
”

（其间还兼任出使法国大臣 ） 的郭嵩焘所作《伦敦与巴黎 日记》和他清

咸丰三年 （ 年 ）至光绪十三年 （ 年 ） 间 的各类奏稿 ，
二者在语言

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后者更为
“

传统
”

，而前者却颇多
“

变化
”

。



四是文学作品 。 本阶段通俗小说勃兴 ，创作极为活跃 ，其中最具时代

特色的是官场小说、谴责小说 其他还有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

等 ，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鲁迅所确认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 即李宝嘉 （李伯

元 ） 的《官场现形记》 、吴沃尧 （吴趼人 ） 的 《二十年 目 睹之怪现状》 、刘鹗

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 《孽海花》 。 这些白话小说所用的大致都是处于

文言、古白话与现代汉语交界地带的语言 ，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

五是各类时文 。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梁启超的
“

新文体
”

，它的语

言特点及其在近代语文 （语言与文体 ） 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上文巳作

简要介绍 ，此处不再赘述。 我们认为 ，

“

新文体
”

无论从历时平面 （文言史

以及白话史 ） ，还是在共时平面 都可以而且应当进行全面、深人的研究 ，

其成果对其他相关研究一定会大有助益。

四 研究内容

仅由 以上的简单叙述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清末民初语言研究的

内容异常丰富。 以下 ，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作一基本的陈述。

一 分文体研究

以上谈到此期语言研究内容的两大主要线索 ，所以 ，分文体的研究也

就是指白话系列的研究和文言系列的研究。

如果采纳 吕叔湘的建议 ，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 白话史的

话 ，那么 本阶段语音本身的变化不大 ，

—

恐怕难以作为一个独立

的发展阶段而存在 ，而文言和 白话均有明显变化 （上文巳有相关表述 ） ，

史的内涵巨大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 此时的 白话

承上启下 ，非常重要和关键 而文言则一直为人们忽略 ，其实它既有 自 己

的发展变化 ， 同时这种发展变化又对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和定型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这一点是需要大力强调的。 因此 ， 白话和文言都应当成为此

期语言研究的重点内容 ，换句话说 此期语言研究应当是一个
“

双峰
”

的

格局。

对于白话语言研究人们一直都比较认同和关注 ， 以下我们简单讨论

文言系列的研究。

此期文言 ，大致可以分为翻译语言和创作语言 ，
二者既可合而观之 ，

又应分而治之。



先说翻译语言研究。 以翻译主体 （译者 ）来分 ，则有两类 ，

一是中 国

人的译作 ，
二是外国人的译作。 如前所述 ，此期用文言进行翻译的大家

中 ，有两人最为有名 ，

一是林纾 二是严复 ，前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

品 ，后者的译作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影响巨大。 二人都是文言髙手 ， 同时

也是文言的卫道者 ，然而由于原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影响 ， 同时也由于当

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风气等的影响 ，它们的文言已经不是
“

纯净
”

的了 ，或

者说已经不是均质 ，而是包含了很多异质成分 也就是说 ，是明显发展变

化了的 。

用文言翻译各种外国著述的外国人也有一些 ，从早期的传教士到同

文馆以及江南机器制造局的翻译人员如傅兰雅等 ，后者在翻译中还造出

了为数众多的新汉字 ，如一些化学元素用字等 ， 由此而被人称为
“

现代仓

颉
”

。

当然 ，以上只是为了使问题更清楚而作的相对简单的划分 实际情况

要复杂一些 ， 比如有些外国人的文言翻译还要有中国助手的帮助 或者是

与中国学者组成合作班子来共同进行的 。

再说创作语言研究。 清末民初 ，特别是在 世纪后半叶 ，文言文仍

然占据统治地位 ，所以今天能够看到的当时各色人等所写的各种文言作

品还是相当多的 。 它们从总体上说 ，既有文言之体 ， 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掺

杂了时代之变 ， 因而同样能够反映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言在当代的发展

与变化 所以从文言发展史的角度 都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当然 ，文言与白话之间 ，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实际情况往往是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呈一种胶着和纽结状态 ， 比如上边多次提到的
“

新文体
”

就

很有典型性。 所以 ，我们所说的文言与 白话 ，有时只是根据总体情况而作

的一个大致划分。 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对各项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

影响 ，相反却正好体现了此期语文的特点 。

二 分要素研究

即语言的各个要素及其使用情况的研究。 其中最主要的是词汇和语

法这两个方面 而每一方面的研究 ，不仅只是作为一个共时平面的描写和

分析 还应当作为一个历时发展的重要节点来定位、考察和描述。

比如在词汇方面 ，主要应当关注旧词语的消亡和新词语的产生以及

新旧之间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 具体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一是传统的旧有词语的衰落和消亡。 这样的词语为数众多 ，它们主



要是随着文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淡出人们的交际和表达的 。

二是新词语的产生。 它们的主要来源有二 ，

一为外来词语的大举涌

人 （具体来源又可以分为西源和 日源 ） ，
二为本土新造词语 它们都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中有很多都成为 日后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语以至

于基本词汇。

三是词义的发展变化 包括词的概念义、色彩义和语法义等的发展

变化。

四是构词和造词方面的发展变化。

在进行上述内容的研究时 ，还要时时注意与前后阶段的对比和观照 ，

从而更好地把握此期词汇的个性特征。

三 分专题研究

在上述研究范围内 ，可以选择一些更有典型性、重要性以及相对独立

性的内容作更深入的专题研究 ，这样的内容有很多。 笔者曾经设想由个

人或集体完成一套
“

清末民初语言研究丛书
”

，并作过初步的论证 。 我们

的选题对象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些专题 初步拟定的有以下十个 ：

清末民初外来词语研究

清末民初欧化语法研究

清末民初文言文研究

清末民初 白话文研究

清末民初小说掛言研究

清末民初报刊语言研究

清末民初翻译作品语言研究

林纾文言翻译小说请言研究

梁启超
“

新文体
”

语言研究

外国传教士汉文著译语言研究

以上有的题 目之间虽然有重复交叉 ，但是如果在统一的策划 、构思和

安排下 ，完全可以做到中心内容独立、边缘内容互补 而类似的题 目还可

以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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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王力 汉语史稿 北京 ： 中华书局

袁宾 近代汉语概论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曹而云 白话文体与现代性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周光庆 、刘玮 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蒋冀骋 论近代汉语的上限 古汉语研究 ，

张卫中 汉语与汉语文学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于根元 语言哲学对话 北京 ：语文出版社

李启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嬗变 理论与创作 ，

黄振萍 晚清白话问题研究纲要 清华大学学报 哲社版 ） ， ⑴

王宏志 翻译与创作一中 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

社 ’

刁晏斌 现代汉语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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