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欧化文言”及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刁晏斌　马永草

　　提要：　一般所说的“欧化”都是立足于白话文的，其实文言也有欧化的问题，所以

不仅有欧化白话，同时也有欧化文言，二者都是指在印欧语特别是英语的影响下产生或

发展起来的语言样态。欧化文言集“崇古”和“趋今”于一身，凸显异质性和杂糅性。建

立欧化文言的知识框架并全面、系统地考察其形成与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动因，及其

在汉语发展，尤其是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是

能够拓展和深化欧化汉语的研究，使之在已有基础上趋于全面、均衡；二是有助于促进

文言本身，特别是其历时发展的研究；三是有助于推进并完善汉语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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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言

对于汉语研究者而言，“欧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王力（１９４３［２０１４］）最早对欧

化语法进行了专题研究，而从语言学角度比较集中的讨论，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众多的论文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有对某一类汉语欧化语法事实

的讨论 〔１〕，有对汉语欧化语法研究情况的综述 〔２〕，有对某位作家作品中欧化语法现象

的考察 〔３〕，以及对触发欧化语法现象机制和理论的探讨等 〔４〕。研究成果除了单篇的

论文外，也有一些更有分量的专著，由题目大致 可 以 窥 见 其 主 要 内 容，如 顾 百 里（Ｃｏｒ－

ｎｅｌｉｕｓ　Ｃ．Ｋｕｂｌｅｒ）的《现代汉语书面语欧化语法研究》（台北学生书店，１９８５年）、谢耀基

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香港光明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贺阳的《现代汉语欧化

〔１〕

〔２〕

〔３〕

〔４〕

例如，贺阳（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分别讨论了现代汉语中介词和以动词为中 心 语 的 名 词 性 偏 正 结 构

的欧化情况。

相关讨论主要围绕概念的界定、成 因 的 分 析、性 质 的 判 定、现 象 的 梳 理、理 论 的 探 讨、成 绩

和不足的总结、规范标准的制定以及研究方向的展望等当中的某几个方面展开，如谢耀基（２００１）等。

例如，柳国栋（２０１７）对鲁迅作品 中 的 欧 化 句 法 现 象 进 行 了 分 类 研 究 并 讨 论 了 其 欧 化 语 言

风格。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和语言接触上，如贺阳（２００８）和朱一凡（２０１１）等。



语法现象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崔山佳的《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巴蜀书

社，２０１３年）以及马春华的《汉语欧化结构的立体考察》（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等。

已有研究对于了解汉语欧化的真实面貌、认识现代汉语的形成路径以及研究语言

接触理论等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不够均衡，主要

集中在语法，词汇部分相对薄弱，其他方面（如修辞等）还较少涉及；二是基本只有共时

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历时研究，仅就现代汉语阶段而言，不同时期欧化的目标、方

式、程度、来源、数量及其与汉语自源形式的关系等，也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有较大的

差异；三是理论的建构尚有不足，比如文学界立足于汉语的现代化及其与文学现代化的

关系来定位、分析和审视欧化现象，外语学界立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甚至翻译史，关注

与研究欧化现象，而语言学界更多地只是就语言现象本身、多少有些“就事论事”式地进

行相关研究，总体而言缺乏更高层次（如对汉语面貌的总体改变、对汉语发展史的重要

影响等）上的把握；四是已有的外来词语工具书不但数量较少，而且收词范围较为有限，

此外时间上也相对滞后，目前还没有集中收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来词语引进“第三次

浪潮”中产生词语的外来语词典。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个我们认为也非常重要的不足，这就是罕有欧化现象

的分文体研究。就现有的欧化文本来说，既有现代白话范围内的，也有数量巨大的欧化

文言文本，比如清末民初就有许多中外翻译家、翻译机构和译介西学的重要期刊，产出

了大量科技、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的文言译本（详见冯志杰２０１１）。以林纾的翻译小说

为例，据钱锺书（１９８１：１０３）考察：“林译作品今日可知者，凡一八四种，单行本一三七种，

未刊二十三种，八种存稿本。”可见其数量巨大。其实，对书面语来说，都有欧化的问题，

但是就已有研究来看，所谓欧化，“默认”的对象就是白话，因此所有成果也都集中于此；

至于欧化文言，目前尚未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建立起来，更遑论相关研究了。

我们认为，建立“欧化文言”概念非常有必要，理由至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数量庞大的受欧化影响的文言文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称形式；

其次，目前我们的汉语欧化研究只是“半覆盖”，将欧化文言 作 为 一 个 专 题 进 行 研

究，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对汉语欧化现象的全

覆盖；

再次，欧化文言是文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文言自身及其历时发展，以及汉

语史的完整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曾经讨论过汉语的外来形式问题，认为它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纯”外来的

形式，其所指既涵盖外来词语和外来句式，也包括文字、语音以及属于语言使用范围的

修辞等；二是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形式或用法，或者是汉语中某些固有形式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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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刁晏斌２００９）。本文即在此范围内使用“欧化”这一指称形式。

一　“欧化文言”的概念及其提出依据

就目前所见，最早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１９１９［２００３：２２３—２２５］），文章主张“直用西

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

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文中还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摹

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胡适（１９２４［２００３：２４］）也有相似的主张：“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才能

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

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傅、胡二人主要是立足／着眼于白话而言的，

这一点近百年来一直都没有改变，即凡谈欧化，都是针对且仅限于白话文的。除了“欧

化的白话文”和“欧化的白话”外，就我们所见，还有直接表述为“欧化白话”或“欧化白话

文”的，前者如“经过不断的翻译磨合，大概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古白话逐渐退出传

教士翻译的历史舞台，欧化白话开始登场”（袁进２００７）；后者如“早在‘五四’之前，类似

现代汉语的欧化白话文就在教会出版物中存在并延续下来”（尹延安２０１３：６９—７０）。

我国历史上，文言与白话长期并存并用，白话文有欧化现象，那么文言有没有？答

案是肯定的。曹而云（２００６：１１４）在对梁启超的新文体进行评论 时 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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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相对，同时也与“未改造的文言”即传统文

言相对，这样也就基本明确了它的所指范围。与“欧化文言”所指相同但更早出现的，是

“欧化的古文”。胡适（１９２３［１９９８：２３４］）明确指出：“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

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还有的表述中虽然没有类似的提法，但实际上也指出了欧化

文言存在的客观性，如“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

的文言……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钱锺书１９８１：３９—４０）。

文言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历史，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吕叔湘就设想把汉语史分为

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三个部分（江蓝生１９８８：序）。王宁也认为：“汉语的书面语与

口语既然分在两条线上发展，我们就不能说书面语的发展不是汉语史；而且，书面语的

发展虽然比之口语相对缓慢，但就社会性而言，影响更为巨大。总之，文言也要有自己

的发展史。”（谢序 华２０１１：序）文 学 界 的 一 些 相 关 研 究 也 能 为 此 提 供 佐 证，比 如 王 风

（２００１）指出：“作为正式语体的文言文，到《新青年》时期，与传统文言相比早已 面 目 全

非。”这里的“面目全非”正是对文言发展变化的一种肯定与强调。我们通过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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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出以下基本认识：文言定型于战国时 期，此 后 一 直 到 明 清，主 要 体 现 为 系 统 内 部

的持续微调；近代以来，受 外 来 语 言 文 化 的 冲 击 与 影 响，文 言 开 始 发 生 较 大 改 变（刁

晏斌２０１０）。

王力（１９４４［２０１５：３９１］）指出，谈欧化离不开翻译，因为欧化的来源是翻译，顺着原

文的词序比较省力，以致翻译作品最容易欧化。这样，如果从翻译史的角度出发，会有

助于我们对汉语欧化问题形成较为完整、全面的认识。周作人在谈“关于编写中国翻译

史的意见”时，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落，六朝至唐之译佛经，其集体译述的方法恐大

有可供学习之处，只见过梁任公、杨仁山文中稍有谈及，须着力去调查。第二段姑且说

清末之译‘圣’经，以至《申报》馆、广学会等工作，别一枝则有制造局译书以至《时务报》

时代。中间以严几道、林 琴 南 为 过 渡，到 达 新 文 学，则 为 第 三 段 落 矣。”（钟 叔 河１９９８：

７８９）我们认为，周氏关于翻译史的构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欧化文言的发展

史，如果不斤斤计较“欧化”的“欧”，则佛经翻译应当是欧化文言最早的大规模实践 〔５〕。

王力（１９５７［２０１３：４６２］）从宏观上将佛典对汉语的影响概括为“句法的严密化”，并认为

这种现象到唐代进入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概括起

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化零为整，使许多零星的小句结合为一个大句，

使以前那种藕断丝连的语句变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沈锡伦（１９８９）将魏晋佛教文

化对汉语句式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判断句普遍使用系词“是”来连接主宾

语，句末不再出现“也”“耳”“焉”等语气词；二是被字句结构趋于复杂化；三是把字句的

出现；四是动态助词的出现。以上表述并非仅着眼或适用于古白话，在相当程度上也适

用于文言，并且能够为传统文言的发展变化所证实。

除翻译外，欧化写作基本也是如此，比如梁启超（１９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８］）就自述道：“启超

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向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

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李荣启（２００３）对此

有以下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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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我们的看法是，先有文言翻译，后有白话翻译，先有欧化文言写作，后有

欧化白话写作。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有欧化文言，后有欧化白话。所以，要真正弄清汉

语欧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和规律，理应“先入为主”，即先从欧化文言入手。

吕叔湘指出：“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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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有完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掺和进去当时的口语的。”（刘坚１９９５：序）传

统意义上的文言内部构成情况复杂多样，远非单一、均质的，除了自源性的口语成分外，

还有他源性的外来因素，它们的融入或多或少降低了正宗文言的“纯度”，使得其语言在

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驳杂”的面貌，而这正是文言的发展所致。长期以来，汉语史对文言

的研究基本止于先秦时期，对其在汉代以后的整体面貌很少关注，而对其发展变化更是

几乎付之阙如。基于以上认识，结合文言本身丰富的史的内涵、传统汉语史分期中面临

的窘境以及构筑新汉语史等的实际需要，我们主张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文言的发展变

化，重提“文言史”的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认证与说明，认为它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

践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前者，有助于建构一个新的汉语史分类及学科划分

体系；对于后者，有助于拓展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及其相关研

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在一定范围内丰富汉语史研究的内容（刁晏斌２０１０）。综上所

述，我们认为：一方面，汉语欧化的历史比较久远，另一方面，欧化也是造成文言发展变

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欧化文言有着完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整个文言发展史中占据非

常重要的地位，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专题进行专门的研究。

总之，在“文言史”的框架下，理应有欧化文言及“欧化文言史”的位置，相关研究的

意义和价值巨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二　“欧化文言”的基本特征

总体而言，欧化文言中旧质要素与新质要素并存，前者反映了其与正宗文言的一致

性，后者体现了其语言面貌的独特性。傅斯年（１９１９［２００３：２２４］）对章士钊的“逻辑文”

（按，属于比较典型的欧化文言文）做过以下表述：“《甲寅杂志》里章行严先生的文章，我

一向不十分崇拜，他仍然用严几道的腔调，古典的润色，不过他有一种特长，几百年的文

家所未有———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

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决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

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

以上表述中，“严几 道 的 腔 调”和“古 典 的 润 色”说 明 章 文 属 于 文 言 而 非 白 话 的 范

畴 〔６〕；至于其“西洋词法”，以下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

　　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既知终且不了，此时整理民族之

事，即抑塞千端，烦冤万状，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终不外夫建国，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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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解散而卒入于建设之一途。故不爱国云者，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

建设之国，不爱不可也。而欲爱之，决 非 徒 然，愚 为 彷 徨 求 得 解 决 之 道，曰 尽 其 在

我。故我之云者，请今之昌言国不足爱而国亡不足惧者先尸之矣。（《国家与我》）

其实，这段文字与传统文言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词法”即表达方式上，同时还表现

在使用的具体语言形式和手段上，比如“收拾、民族、此时、整理、建国、国家、解散、建设、

爱国、求得、解决”等双音节词的使用，以及表示“情况继续不变”的“仍然”〔７〕，两个用于

句首表示承接的“而”等。各种形式的交错并用，使得其语言样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

“杂糅”的特征。

张中行（２００７：１９）指出，文言的长成和定形主要依靠三个条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统

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该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该系统基本上不随

地域的不同而变化。“崇古”和“趋今”的交融给相对稳定的正宗文言系统带来了不小的

冲击，最能体现其特点的就是异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一系列表现，以下我们仅从词汇和语

法这两个方面进行举例性的说明。

（一）词汇方面

总的来说，欧化作用下的文言词汇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基本实现了更新，这在以下几

个方面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

第一，大量使用外来新词语，主要包括意译词和音译词，此外还有一些日源借形词。

意译词的分布范围很广，以科技翻译为例，据潘允中（１９８９：１４２）介绍，王征所译的《远西

奇器图说录》中就有许多这类词，如“齿轮、滑车、风 扇、螺 丝、机 车、起 重、自 鸣 钟、自 行

车、轮盘、地球、重心、地平线、水库、比例、载重”，它们都是第一次在汉语中出现，并且一

直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向熹（１９９３［２０１０：７０２］）列举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来自印欧语

的音译词，其中的“镑（ｐｏｕｎｄ）、打（ｄｏｚｅｎ）、扑克（ｐｏｋｅｒ）、摩托（ｍｏｔｏｒ）、阿门（ａｍｅｎ）、白

兰地（ｂｒａｎｄｙ）、咖啡（ｃｏｆｆｅｅ）”等都在欧化文言的典型文本如林译小说、新文体和逻辑文

中出现 〔８〕。这些音译词大多都是用文言中的单个汉字或汉字的组合来进行记音，虽然

字形没有发生变化，但汉字原有的意义在这些词中却发生了较大甚至彻底的改变。意

译词和音译词之外，还有一些音译加汉语类名的形式，比如梁启超的新文体中就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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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参见罗竹风主编（１９８６：１１０４），此义所举首例是巴金《秋》的序言：“不 过 我 仍 然 说 着 我 两 年

前说过的话。”

林译小说语料来源于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出版的“林纾译著经典”丛 书；新 文 体 语 料 来

源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出 版 的《饮 冰 室 文 集 点 校》；逻 辑 文 语 料 来 源 于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５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章士钊卷）》。



特族（Ｇｏｔｈ）、福伦喀族（Ｆｒａｎｋ）、撒逊族（Ｓａｘｏｎ）、阿里曼族（Ａｌｅｍａｎｎｉ）”等。诸如这种

汉语在前、英语在后对应起来共现的情况在新文体中十分常见，再如“市民（Ｃｉｔｉｚｅｎ）、革

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等，融入了异质要素的文言在语符上更加多样化，同时也使其变得驳

杂不纯，从而凸显其欧化特征。此外，潘允中（１９８９：１５７）还讨论了语音和语义均属于日

语词汇系统的日源借形词，如“见习、手续、积极、消极、场合、取缔、取消”等，它们也多首

见于一些欧化文言文本中。这些以不同的方式引进的外来新词语与传统文言中的词语

存在明显的差异，是欧化文言“趋今”的典型表现。

第二，构词法和造词法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除了大量的新兴外来词语外，构词法

和造词法也深受欧化的冲击与影响，这里以曾经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为例进行说明。

新文体中，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附加式构词形式大量产生。传统的汉语合成词主要是句法造词，后来所说的

词法造词数量的增加，主要起于欧化，既包括引进新的词缀、准词缀及类词缀，也包括旧

有此类形式重获新生，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使用范围与频率。比如“化”〔９〕，以之为后

缀的词有“感化、进化、同化、蜕化、退化、纯化、溶化、融化、虚化”等，而本文所讨论的“欧

化”自然也属此类。除了单音节的“化”以外，双音节“主义”的构词能力也比较强，最为

常见的是四音节，既有复现率比较高的凝固性形式，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也有一些复现率较低的临时性组合，如“守旧主义、澳洲主义、

乐利主义、互惠主义”等。四音节以上的形式如“麦坚尼主义、私经济主义、门户开放主

义、自由贸易主义、保亚洲独立主义、与欧洲均势主义、强制共同经济主义、自由平等博

爱主义”等。以上形式的使用使得欧化文言和传统文言在词汇的音节长度上拉开了较

大的距离。

其二，某些具体造词法的“勃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摹声法”。葛本仪（２００１：９４）

讨论了与此相关的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摹仿外族语言中某些词的声音来造词，即一般

所说的音译。这种摹声法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以人名和国家或城市名为最多，前者如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路得、倍根、笛卡儿、康德、达尔文、弥勒、赫胥黎、哥伦布”，后者如

“加拿大、印度、西班牙、普鲁士、新 加 坡、纽 约、柏 林、伦 敦、芝 加 哥、巴 黎、日 内 瓦”。此

外，还有货币名、百货名和称呼语等，如“佛（法）郎、先令、辨士、马克”“白兰地、扑克”“密

司脱、安琪儿”等。

以上两点表现既与传统文言大异其趣，同时也开了现代汉语词汇新面貌的先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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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关于“化”缀的来源及其演变，我们同意朱庆祥、方梅（２０１１）的说法，认 为 它 产 生 于 汉 语，而

在大量外文翻译的影响下广泛流行开来。



至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基本格局。

第三，双音化趋势明显、表现充分，同时也与传统文言以单音节词为主体的规制形

成鲜明对比。欧化文言文本中大量使用双音词，钱锺书（１９８１：３９—４０）就列举了林译小

说中“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如“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

会、个人、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前文所举逻辑文片断的用词情况也是如此。此外，再

如新文体中的“变法、会议、政变、改革、过渡、自由、宗旨、教育、品格、竞争、关税、秩序、

外交、方针、义务、外债”等，它们中的大多数均系传统汉语所无，后来直接进入现代汉语

词汇系统。具体而言，比如在距新文体时间相对较近的桐城派古文中 〔１０〕，除了“变法”

“教育”和“宗旨”以外，其他词语均无用例。虽然两种文本都使用了这３个词语，但使用

频率却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十万余字的桐城派古文中，三者分别有５例、２例和１例，百

万余字的新文体中分别有８１例、２７２例和１２９例。由以上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相对

于传统文言，欧化文言在词汇的双音化上有着更为广泛和突出的表现。

（二）语法方面

语法在语言诸要素中稳定性极强，旧质要素的退隐或者变异往往历时较长。然而，

与正宗文言相比，欧化文言中不少语法现象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

化，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与前者相异、与现代汉语相通乃至相同的面貌与样态，从某种意

义上也可以说开启了白话语法欧化的先河。

王力（１９４３［２０１４：３９０—４３０］）讨论了现代白话中的欧化语法现象，涉及以下五个方

面：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和记号的欧化，联结成分的欧化，新

替代法和新称数法。上述类型在欧化文言中均有一定的表现，以下以逻辑文为例：

　　国家虽一时为强者所隐，而立国之权，犹操自我，我
獉

欲其国方也方之，我
獉

欲圆也

圆之。（《国家与我》）———因重现而使主语增加

兹问题也，吾知京朝中人———至少亦宪政编查馆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无以答我也。（《问

何种政府始能操纵议会》）———因插入语而使句子延长

而反对新刑律者，又不必不能
獉獉獉獉

与赞成之者同最大之政纲者也。（《论资政院议

员当采政党部勒之法》）———表可能与否的能愿动词并列使用

元首既不由世袭，则凡历史所传，民之以革命、以立宪、或
獉

以谏诤，谋制其君之

同势者，至此举无有。（《政本》）———使用欧化的联结成分（位于多项成分中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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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此类文本来源于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桐城派文选》，该选集共 收 录 清 代 桐 城 古

文派主要作家的作品１３７篇。



一项之前）

吾惟论调和之道，于今为宜，并不谓调和之机，即今已熟，前者
獉獉

乃学者之事，后
獉

者
獉

乃政家之事。（《调和立国论》）———使用新的替代法

上引用例远不足以反映欧化文言的语法全貌，以下再就两个方面进行举例性的说明。

一是新虚词的产生。

一般认为，印欧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前者主要通过介词、连词等显性语法

手段将句子的各类成分连接起来，并通过这些显性标记来体现成分间的语义和句法关

系；后者则与之相反，类似的形式标记相对较少，使用频率也不如前者高，往往以隐性的

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来连接句子成分，主要通过成分自身的意义以及成分之间意义的

关联来表达相应的语义和句法关系。

在印欧语的影响下，汉语中的虚词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

就是使用了正宗文言中所没有的虚词。比如“对于”和“关于”，向熹（１９９３［２０１０：８１１］）

认为，它们是“五四”以后产生的新介词，广泛应用于现代书面语和口语中，作用分别是

引出对象和引进相关联的事物。这两个词在欧化文言文本中均已出现，例如：

　　其对于士女，必能葆其爱情，永永勿替，享天然之安乐，鄙人世金银之气。（林

纾译《离恨天》）

一切政治皆赖机关而行，故欲行一事，先整备关于此事之机关。（梁启超《责任

内阁与政治家》）

现代汉语中，“‘对于……’可以加‘的’修饰名词或动名词”，“关 于”有“‘关 于……

的’＋名”的用法（吕叔湘１９８０［１９９９：１８３、２４０］）。欧化文言文本中已经使用了相同的

表达形式，只不过名词或动名词前多用与“的”功能相对应的“之”，例如：

　　能行竞争于秩序的，则其对于异种类之竞争必获优胜，否则劣败。（梁启超《开

明专制论》）

同栏复有北京一电，言杨度、孙毓筠外四五名，已有关于国体之意见书，上于总

统。（章士钊《共和平议》）

二是新格式的应用。

欧化源于翻译，精通外文且有一定翻译经验的人在写作时难免会受到西洋语言的

影响，游学欧洲多年且精通英、德、法等语言的章士钊撰写的政论文中就掺杂着许多西

洋的语法形式。这里分别以“于……（之）范围内”和“在……之下”为例进行说明。

前者的用例如：

　　余子争于可行之范围内，别筹他法，徐图挽救，潘说遂尔衣被不广。（《业治与

农———告中华农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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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体中也不乏同样的用法，例如：

　　而人民获所保障，始能于法律所许之范围内安居乐业，则所收获足偿之而有余

也。（梁启超《说政策》）

在此基础上，还产生了更具口语性及白话性的“在……范围内”，由此也在一定程度

上“稀释”了欧化文言的“文言性”，例如：

　　以军法言，意义所及，止于军人，在军事范围内犯罪惩罚而已，非谓军人犯普通

刑律，亦能借口于军事裁判，不到普通法廷也。（章士钊《论行政裁判》）

不止逻辑文中有这样的表现，林译小说和新文体中亦是如此，例如：

　　在吾小范围内，舍撒克逊音，不许更陈别调。（林纾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而右所举两项中，则惟海外侨民汇回本国之一项，在国民生计范围内可称为真

收人耳。（梁启超《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

由介词“在”组成的框式结构“在……下”，在现代汉语中除了表示空间外，还可以用

来表示事物的前提条件，含有限制的意味，表达此义时嵌入成分中常有“情况、前提、条

件”等词（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５５、１９５７级语言班１９８２：５２８）。我们在ＣＣＬ古代汉语语

料库中没有发现这种或类似于这种（“在Ｎ之下”）表限制义的用例，而逻辑文中有不少

与此类似的形式，例如：

　　在此形式之下，国家之主权乃握于国民多数之手也。（章士钊《平民政治之真诠》）

新文体中也大量使用了同样的格式，例如：

　　盖在此种社会之下，诚哉舍家族外无所以为国也。（梁启超《论政治能力》）

它们都不是用来表示方位，而是表示事情发生的条件或前提，且“在”的宾语中心语

均为抽象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主义、制度、国体、政党政治、联邦政治、联邦宪法、代议

政体、共和政体、专制政体、内阁制、总统制、政党内阁”等。我们认为，这个框架结构很

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模仿或移植英语中的“ｕｎｄｅｒ／ｉｎ　ｔｈｅ／ｔｈｉｓ／ｔｈａｔＮ”，比如以上二例

就大致分别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以及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呈对应关系。

类似的情况还有“以……为发点”（义同现代汉语的“以……为出发点”）和“由……

以观”或“由……观之”（义同现代汉语的“由……来看”）等。

就欧化文言文本的一个片断而言，各种词汇、语法现象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由

此所呈现的与传统文言的差异往往就更加明显而突出。比如，在新兴语法格式中，就经

常使用双音节自源词或他源词，以上引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上述差异在较大的

语段乃至于语篇中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例如：

　　德国新造之雄国也。其教育宗旨，可分两大段：一曰前宰相俾士麦所倡者，二

曰今皇维廉第二所倡者。前者，民族主义之宗旨也；后者，民族帝国主义之宗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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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九世纪之前半，日耳曼民族封建并立，无所统一。大政家士达因、大文家盎特

等倡之，俾士麦承之，专发挥祖国之义，唤起瞢腾涣漫之人心，使为一体。（梁启超

《论教育当定宗旨》）

前文讨论的词汇上的欧化现象在以上语段中基本上都有所 体 现，如 音 译 词“俾 士

麦”“士达因”和“盎特”，双音词“教育”“宗旨”等，以及附加式合成词“民族主义”和“民族

帝国主义”。语法上则是使用了新的替代法“前者”与“后者”，二者分别用于指代说在前

面和后面的复杂事物。这种词汇和语法融合在一起交错使用的现象使得欧化文言与传

统文言的差异更为显著。

除了虚词和格式外，语法方面的欧化表现还有很多。比如，向熹（１９９３［２０１０：８１３］）

指出：“在明清白话文里，除个别例外，名词一般不用作状语。‘五四’以后，人们在翻译

中碰到外语中的副词而汉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以对译时，就在名词后加上‘地’或‘上’

而用作状语。”这里所说的“翻译”无疑指的是白话翻译，即欧化白话，其 实 在 欧 化 文 言

中，这一形式也并不鲜见，只不过用“地”的情况较为罕见，更常见的是用“上”，例如：

　　特以为自治与联邦二者，精神上实无甚差异，而名义上则绝对不同，由来上亦

复不类。（章士钊《联邦论》）

此求过于供之兑换券，必无人持之以向银行兑换，故法律上虽定兑换之义务，

而事实上仍与不换同功也。（梁启超《外债平议》）

以上分项讨论了语法上欧化的表现，在具体的使用尤其是一个片段或语篇中，会有

多项语法手段综合使用的情况，例如：

　　记者曰，吾所谓善，非对于吾之主义言之，乃对于国家前途言之也。盖政家（记

者之得为政家与否，此别一问题）主持一说，必自以其说为善，此诚不能并反对说而

亦善之。虽然，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吾之自善其说，特在吾说之范围内言之耳，非

谓吾说以外举国不得有善说也。（章士钊《政党内阁谈》）

以上语段两次使用了前文讨论的新兴介词“对于”，它们都用于介引含有［＋抽象］

特征的言说对象，此外，还使用了带有白话色彩表示限制义的新兴介词框架“在……范

围内”。像这种在一个语段内连续使用同一语法手段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语法手段的现

象使得文言文本的欧化特征更为突出，同时也与传统文言在语言面貌上形成了更为显

著的差异。

贺阳（２００８）指出：“‘欧化语法现象’既指汉语在印欧语言影响下通过模仿和移植而

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亦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影响的推动

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这两种欧化语法类型在欧化文言中都有充分的表

现，而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说明，欧化文言的成立是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与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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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欧化文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欧化文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而言至少表现在以下 几 个

方面。

（一）对“欧化汉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有了“汉语的欧化”，自然就应该有“欧化的汉语”或“欧化汉语”，而如果着 眼 于 历

时，还应该有“欧化汉语发展史”即“欧化汉语史”。我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概念群有助

于全面、深入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相关语言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事实和规律。

完整的欧化汉语研究应该包括欧化文言与欧化白话两个方面，以往的研究都集中

于后者，而前者一直无人问津。补上缺失的这一部分，可以填补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的空

白，使相关研究在已有基础上趋于全面、均衡，即由只研究白话到兼及白话和文言，从而

实现对欧化汉语研究的全覆盖。此外，欧化文言既是一种共时存在，同时也有历时的发

展，这样就可以有两个观察与研究的角度以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是共时层面的欧化汉语。这里所说的共时，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此期文言译作

与创作大量出现，蔚为大观，为欧化文言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语料。由我们初步的考

察结果来借斑窥豹，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欧化文言蕴含着丰富的语言事实，其保有

的独特语言资源有待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从而有助于形成全面、深刻的认

识。相关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初期可以比照欧化白话已有的研究路径、范围与内

容，后期则要立足于文言以及欧化文言的特点，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此外，还应该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进行与欧化白话之间的对比。

二是历时层面的欧化汉语史。欧化汉语有史，而欧化汉语史应由欧化文言史与欧

化白话史共同组成。受汉语史上文言与白话之间复杂关系的决定与影响，上述二史之

间既有时间上的先后，又在一定阶段内并存并用（比如章氏逻辑文即流行于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而此期一般认为白话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 交 汇 与 交 融。

总之，无论总体的欧化汉语史，还是个体的欧化文言史以及欧化白话史，它们的内涵都

十分丰富，研究空间都非常广阔。就欧化文言史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一，它的

起点就是欧化汉语以及欧化汉语史的起点；其二，汉语的很多欧化形式与用法并非始于

欧化白话，而是来自欧化文言；其三，中国人的欧化探索与实践始于对文言资源的利用

与改造，其中有很多规律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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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文言特别是其历时发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对与文言发展变化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论证，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之一

是文言有史，因此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刁晏斌２０１０、２０１７）。文言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受外来因素影响的文言与

传统文言在形式与内涵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同一性明显降低，语言面貌凸显异质

性。由此，也使前者具有了与后者相异的阶段性特征。虽然如此，但是欧化文言仍属文

言范畴，因此是整个文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文言研究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这

方面如果缺失，就无法实现对文言及其历时发展研究的全覆盖。

我们认为，文言的发展变化过程至今并未终结，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中。胡明扬（１９９３）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也不是一种在一个单一的方言

点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就其

组成成分而言十分驳杂，既有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口语成分，又有欧化的书面语成分，既

有传统的和仿古的文言成分，又有各种方言成分。”齐沪扬也从语法的角度指出：“现代

汉语语法是由不同质的成分组成的混合的系统，有方言的，有文言的，还有受西方文化

西方语言影响所谓欧化的。”（孙德金２０１２：序）上述“欧化的书面语成分”和“受西方文

化西方语言影响所谓欧化的”语言形式，除了指欧化白话外，也应包括欧化文言，所以，

即使立足于现代汉语，我们仍然不能无视或忽略文言的存在，同样也不能无视和忽略与

现代汉语关系更近一步的欧化文言。

（三）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吕叔湘提出的重新划分汉语史版图设想的基础上，依据客观语言事实，结合长期

从事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实践和“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的研究目标，我们提出了

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的“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概念，强调汉语史是

书面语史，并明确了汉语史的双线主体格局，即文言史和白话史二史合一方为完整的汉

语史（刁晏斌２０１６）。

在此基础上看欧化文言及欧化文言史研究的汉语史意义与价值，至少应当把握以

下几点：

其一，欧化文言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要素。文言有史，欧化文言也有史，二者合一，

才有可能构成完整的文言史，而完整的文言史是完整的汉语史的一个分支。所以，欧化

文言史不仅是文言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汉语史的一部分。

其二，欧化文言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欧化（即外来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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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因素，它在一定甚至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发展路

径与方向，并引起了覆盖各个要素与各个层面的一系列外源性变化，而这也正是欧化问

题一直引人关注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汉语的欧化始于对文言资源的利用与改造，这

样的探索与实践早在汉译佛经中已经开始，并且对后来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点，一定要站在汉语史的高度予以评价，并且作为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

其三，欧化文言 在 现 代 汉 语 的 形 成 过 程 中 起 到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夏 晓 虹（１９９１：

２７９）在谈到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欧化文言在现代白话文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 时 指

出：“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的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

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

实现。”类似的观点并不鲜见，比如有人着眼于现代汉语的来源与构成指出：“胡适与新

文化的建立者们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借助欧化的方式，在传统白话、文言、口语以

及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现代白话语言系统。”（曹而云２００６：１１２）在

我们构筑的新汉语史体系中，现代汉语系由文言史与白话史二史“汇流”而成，但这并不

是说文言与白话直接进入现代汉语，传统文言与传统白话跟现代汉语之间有一座桥梁

和纽带，这就是欧化，进入现代汉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是经过欧化改造的

文言与白话，即欧化文言与欧化白话。

以上我们对欧化文言的概念、基本特征以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与说明，相对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这些讨论与说明无疑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初衷是

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进而开展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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