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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
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

———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李无未

［摘 要］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
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

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

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
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
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

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

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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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与越南人

学习汉语的关系至为密切，这是越南人近千年来

学习汉语的智慧结晶。越南人通过汉喃“小学”
“蒙学”课本，不但了解汉语书面语体语言，还对

汉语“口语”语体语言有所接触和把握，而越南

人及其相关学者所编写的汉喃“小学”“蒙学”课

本，又是他们认识汉语语言规律的集中体现，其

语言教学意识，则又制约着他们在编写汉喃“小

学”“蒙学”课本时所要表现的语言内容及其所

采用的体例与结构形式。

一、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类别

我们根据刘春银、王小盾、陈义编写的《越

南汉喃文献目录》( 2002) ，刘春银、林庆彰、陈义

编写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补遗》( 2004) 等工具

书，①以及对于越南国家社会科院下属汉喃研究

院图书馆，法国国家科学院东方语言研究所图书

馆、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亚洲学会图书

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

书馆、以及梵蒂冈图书馆等地的实地调查，发掘

出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等与汉语学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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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本 110 种左右。这里，我们依据教学安排、
内容和功能进行分类，打破传统“四部”、“小学”
和“蒙学”等的分类模式，将重要的汉喃课本 76
种进行分类，计有十类:

第一 类 是 字 书 类，其 中 包 括《字 典 节 录》
( 1852) 、《字 学 训 蒙》( 1877) 、《字 学 四 言 诗》
( 1882) 、《字学求精歌》( 1879) 、《检字》( 1895) 、
《难字解音》《幼 学 文 式》( 1915) 、《习 汉 字 式》
( 1899) 、《华文字汇纂要习图》( 1899) ，共 9 种; 第

二类是 辞 书 类，其 中 包 括《三 千 字 历 代 文 注》
( 1819) 、《今文 字 略》《村 居 便 览》《大 南 国 语》
( 1899) 、《三千字解译国语》( 1917) 、《日用常谈》
( 1827) 、《五千字译国语》( 1909) 、《字类演义》、
《指 南 玉 音 解 义》( 1761) 、《南 方 名 物 备 考》
( 1901) 、《指 南 备 类》《嗣 德 圣 制 字 学 解 义 歌》
( 1897) 、《道教源流》( 1845) 、《南国方言俗语备

录》( 1914) 、《大南国粹》《俗谚略编》《南雅民志

考》( 1912) 、《人事常谈谚语集》，共 18 种; 第三类

是音义类，其中包括《三千字解音》( 1831) 、《汉字

自学》( 1942) 、《二十四孝演音》( 1871) 、《三字经

解音演歌》( 1836) 、《诸经日诵集要》( 1898) ，共 5
种; 第四类是音韵类，其中包括《钦定辑韵摘要》
( 1839) 、《字字 国 语 古》( 1918) 、《千 字 文 解 音》
( 1890) 、《国音新字》《翻切字韵法》( 1745 /1834) 、
《三教一原解音》( 1860) 、《诗学圆机活法大成》
( 1835) 、《诗韵集成》《诗韵集要》( 1841) 等，共 9
种; 第五类是注译类，其中包括《明心宝鉴释义》
( 1836) 、《三字经撮要》( 1851) 、《三字书新汇》
( 1911) 、《三字经》《南风解嘲》，共 5 种; 第六类是

讲史类，其中包括《阳节演义》( 1886) 、《小学北史

略编》、初学问津( 1874) ，共 3 种; 第七类是常识

类，其中包括《村学指径》( 1904) 、《塾学指南》、
《五字经》( 1899) 、《幼学汉字新书》( 1908) 、《启童

说约》( 1881) 、《幼学普通说约》( 1908) 、《陈文庆

小学格致》( 1912) 、《课儿小柬四字国音体》《女小

学》《医学三字经》( 1937) ，共 10 种; 第八类是范

文类，其中包括《初学指南》( 1773) 、《幼学文式》
( 1915) 、《初 学 五 言 诗》《词 翰 举 隅 译 国 语》
( 1907) ，共 4 种; 第九类是训蒙类，其中包括《女训

三字书》《小学句读》《四字训蒙》《幼学故事寻源》
( 1942) 、《四字训蒙》《训蒙集》，共 6 种。另外，还

有一类是与越南语学习相关的用欧美语言及日语

编写的越南语和汉语教科书，比如《西汉同文法》

《西语译汉入门》《安南语广文典》等等。

二、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体

例及结构形式

汉喃课本的体例安排与结构形式，与其编写

者所确定的教学课程性质、标准要求，以及教学

目的存在密切关系。比如《三千字解音》题富文

堂印于皇朝辛卯年( 1831 年) ，署月常人训郡公

校订并序、吴时仕参与校阅于景兴丙申年( 1776
年) 云云。其书首有后人新置之纸，手题《自学

短要三千字》，正文以“字学纂要”为题。然后，

列“天地举存”等，用喃字注音，取便的是学习者

的读音习惯。再如《三千字解译国语》《越南汉

喃文献目录》称它为汉喃越三语辞典，收汉字三

千个字头，以喃字释义并以越南文注音，编者、时
间均不详。《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还说它另有启

定二年( 1917 年) 抄本一种，无喃字部分。我们

看到的版本是柳文堂藏版，题为: “维新乙卯年

季秋新镌”，即维新九年，公历 1915 年印本。其

《序》称:“一字一义，叶以音韵，所以便初学之记

诵也。前此注以喃字，或一字而可叶数音，未足

为据。自有国语字注，而书各有字，字各有音，截

然不相混乱，善哉!”可见，本书的注音是有时间

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用喃字注音。但喃字注

音也有问题，即一个字有时会标注几个注音，这

就会给学习者带来不便。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

的“国语字音”，即 1885 年以后用罗马字拼注越

南汉字音。因为大量使用罗马字是在 1907 年前

后，所以，这里的“国语字音”标注当在 20 世纪

初期。用罗马字拼注越南汉字音相较喃字确实

有其准确和便利之处，所以，本书《序》又说:“国

语字体，诚为我国普通学之第一法门也。”这篇

用汉字写的《序》之后，是用“国语字音”翻译过

来的“国语序”。正文则称:“增注三千字国语解

音”，然后是“三千字注音”。汉字的旁边是喃

字，汉字的下边是罗马字注音。比 如“子”( 6
页) ，喃字是“昆”，罗马字注音则是“con”; “夏”
( 11 页) ，喃字是“务”和“夏”，具有两个读音，罗

马字注音则是“wua”“ha”;“莲”( 11 页) ，喃字是

“莲”，罗马字注音则是“lian”、“len”; “更”( 22
页) ，喃字是“吏”，罗马字注音则是“gang /gai”
等。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为了满足具有三种文

字学习习惯学生的需要，即学习旧的读音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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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标准读音要求都得到了相应的满足，这肯定

与其汉语中级水平程度汉语教学目的有关。
再如，《字典节录》由范公撝( 字廷宜) 于嗣

德五年( 1852 年) 编撰。《字典节录》是汉字难

字字典，收录了约五千个字形相似、难以区辨字

义的字，依声排列，加以释义，其“序文”称为“叙

说”。范公撝写道: “闻之《大学》，传曰: 致知。
解得‘致知’二字，其亦学问中人之一大骨子乎?

不觉从来之学问如何。问之恳要诸有用字，则懵

然罔觉; 问之切近诸常用字，则阒然罕知。即如

眼前常事，何者为厶、如丏堷、丏氵彼渃、丏檞、丏

云云。”“无论田夫野老，在所不知。至于穷经

老蠹中人，亦属罕见。何也? 少辰专步单义，次

则较习对联、小叚，及长徒竞文章，其于致知实

学，视之辶藐然，未遑留意，所以然也，为此忄耿然。
因宦事余闲，略观字典古书，述采所罕尝见之切

要诸眼字，辑编成帙，颜之曰《字典节录》，启训

家儿，使之熟肄，务得临辰便用，有所凭有所稽，

聊以助常行欠缺之万一云耳! 若欲备求博赜，则

有玉堂字典诸成书焉!”其正文，比如《字典节

录》卷之壹，“一”字下注释:“日而反。数目之始

也。又与‘纯’同，诚也。”日而反，日母之韵平声

开口三等止摄。而《广韵》于悉切，影母质韵开

口三等入声臻摄。按此注音，入声读音是不是发

生了变化，从而派入了平声? 而“刭”字的注释

则是:“刭，景。割颈也。”“景”是用了直音法注

音。“景”，《广韵》居影切，见母梗韵开口三等上

声梗摄。“刭”，《广韵》古挺切，见母迥韵开口四

等上声梗摄，二字音同，三四等无别。《字典节

录》基本上不分析字形结构，这也是它在体例安

排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三、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

来源考述

( 一) 注释中国文献。比如《三千字历代

文注》，今存印本一种，越南嘉隆十八年( 1819 年)

重印本。属于汉字辞典性质，收录三千个字条，并

采摘史册如《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文献中的

文句为例。它本来是由清朝人徐崑玉( 字自溟)

撰写的，越南吏部尚书阮有慎( 字真之，号意斋)

在徐崑玉原文的基础上加上了注释，并由越南人

段伯贞校订。《三字经解音演歌》，今存印本: 一

为明命十七年( 1836 年) 印本; 一为盛文堂 1888

年印本。另外还有抄本三种，比如 136 页抄本，抄

于维新八年( 1914 年) ; 48 页抄本，高 24 公分，宽
13 公分，抄于成泰十七年( 1905 年) 。《三字经》
的六八体喃译本，并有喃注。《三字经撮要》是
《三字经》的喃文译注本，其在辛亥年( 1851 年) 由

制科榜眼武侯( 武惟清) ( 一作武维清) 演音并注

解。《嗣德圣制论语释义歌》也是如此，今存成泰

八年( 1896 年) 印本一种。《论语》二十篇的注音、
释义及六八体演喃，共七卷，嗣德编撰，黄有秤、吴
惠莲审阅，黄柄等检校。《明心宝鉴释义》是为中

国作品《明心宝鉴》的喃字译注本，有巴黎藏本三

种: 一为明命十七年( 1836 年) 印本，163 页; 一本

亦为同庆三年印本，150 页﹔一本为近文堂印本，

152 页。此书内容为有关善恶祸福等问题的名

言，分成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份、存心、
戒性、勤学、训子等二十篇。《阳节演义》是潘荣
《阳节》的喃译本，讲述中国历史兴亡教训、德治

与法治、诸子学说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其

今存印本五种，其中的二本为同文堂同庆元年
( 1886 年) 印本; 一本为观文堂成泰庚寅年( 1890
年) 印本，观文堂成泰庚寅年印本( 62 页本) 又与

《二十四孝演音》《幼学越史四字》《三千字解音》
《明道家训》等四种书合订。还有两种本子为盛

文堂 1878 年印本，其中同文堂印本及盛文堂印本

藏于巴黎。
( 二) 摘录或编辑中国、越南等国家典

籍诗文字韵书词句而成。《小学句读》，今存

抄本一种，陈选选注，有序、引及总论。它是童蒙

教科书，内容为从《论语》《孟子》《朱子语录》等

书中摘出的若干短句。《诗韵集要》，今存福文

堂绍治元年( 1841 年) 印本二种。韵书，由济南

人李攀龙编辑，由侨居越南的中国人郑德昌( 俊

弇氏) 校订，有郑氏及金陵人徐启岱( 祖山氏) 的

序文各一篇。本书分上平声、下平声各十五韵，

又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合计

一百六韵，每韵下列所统单字，并简要注其字义。
此书的《序》称“宗乎古而和乎今，顺于音而简不

繁”，“传及南国，而南国之士亦知珍而宝之，遵

而行之。”《诗韵集要》是一部十分珍贵的韵书文

献，韵书本身没有太大的语音史价值，但它的存

在，却证明了越南古代汉语韵书的巨大社会功用

价值。这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而且是中国学

者所不知道的，在汉语韵书史研究上意义重大，

·3·



弥补了东亚三国汉语韵书研究没有越南汉语韵

书的一个缺憾。《钦定辑韵摘要》，今存印本八

种( 一印本藏于巴黎) 。它是由《佩文韵府》摘出

重要字词选编而成，仍依韵排列，附有音义及成

语、诗篇的例证，用为作文参考资料。此书由当

时越南翰林院范文谊、黎维忠、阮文超编辑、校订

并印行于明命己亥年( 1839 年) 。各本均含序

文、奏、凡例、目录、编印人员名单各一篇。《诗

韵集要》也是我们的重要发现，其意义更大于
《诗韵集要》，因为它完全由越南人编辑印行，而

且在越南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这亦是我国

学者所不了解的。
《华文字汇纂要习图》，摘自《康熙字典》，今

存印本一种。法国人吴低旻编辑并引于成泰己

亥年( 1899 年) ，含小引一篇，是专门供越南人学

写用的汉字字汇工具书。
( 三 ) 调 查 记 录 与 自 编。《南 雅 民 志

考》，又名《南雅民志考集》，是越南的谚语方言

及歌谣的汉译集，阮焯编撰于维新壬子年( 1912
年) ，陈友讲检阅，汉文间有喃文。此书仿《诗经
·国风》的风格，分成若干章，并加以注解。《南

风解嘲》，越南的歌谣、俗语集，今存印本一种，

抄本三种。此书按《诗经·国风》的样式将越南

的歌谣译成汉语，汉喃两种文字间用。其印本附

载《征夫抒情》长诗，内容为一征夫想念远方的

妻儿。《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又名《圣制字

学》、《字学解义歌》，今越南存其印本九种，十三

卷。其中七种为成泰九年 ( 1897 年) 印本，610
页，高 28 公分，宽 18 公分; 另二种为成泰十年
( 1898 年) 印本。此书是解释汉字字义的汉喃对

照词典，各字头与对应字组织为六八歌体，嗣德

作，黄有秤、吴惠连、黄柄编辑。此书分堪舆( 两

卷) 、人事( 三卷) 、政化( 两卷) 、器用( 两卷) 、草
木( 两卷) 、禽兽( 一卷) 、虫鱼( 一卷) 七目，每目

中以一汉字( 大字) 、若干喃字( 小字) 相间的方

式介绍相关字词，各字连贯起来成为六八体，但

间有小注。《国音新字》，是越南文字方案，根据
《康熙字典》的四声符号和越南语语音特点制

定，今存抄本一种，16 页。此书题南城居士阮子

编辑，含序文一篇。此书中的文字方案包括两个

部分: 二十二个干音字母，每字母四划，依诗韵读

法定其音; 一百一十个支音字母。此书的方案根

据“每个干音有五个支音”的理论，将干音字母

进行笔划换位，得到五个支音字母。八个声调的

符示，将圆环( o) 或半圆环( c) 标在字的四角表

示八声，圆环为四阳声，半圆环为四阴声; 干音、
支音用反切法拼读; 书写法，按左支音右干音、上
支音下干音的规则记字; 字数，即越语词的音节

数量。《南方名物备考》，汉喃双语辞典，题善亭

邓文甫撰并序于成泰辛丑年 ( 1901 年) ，今 存

158 页印本二种。作者为邓春榜 ( 1828 － 1910
年) ，字希龙，号善亭。此书含引文、目录各一

篇，其正文按类分成以下项目: 天文、地理、时节、
身体、疾病、人事、人伦、人品、官职、饮食、服用、
居处、宫室、船车、物用、礼乐、兵、刑、户、工、农

桑、渔猎、昆虫等，其与朝鲜朝《名物考》具有类

似的编辑体例。《日用常谈》，汉喃辞典，范廷琥

( 1768 － 1839 年) 撰于明命八年( 1827 年) ，存抄

本一种，240 页。此书含小引及目录，并按天文、
地理、儒教、道教、身体、房屋、服装等分为三十二

目。此书抄本附载四部作品﹕其一为《御制百

家姓》，录有四百六十八个中国单姓，每一姓氏

下皆注明郡望; 其二为《回文诗式》，收录圆形、
扇形、山形、壶形等各种回文诗，附有阅读法; 其

三为《增订幼学须知杂字采珍大全》，为常用字

词和词组的解释，分成天文、地理、时节、人物、商
业、五谷等目; 其四为《指南》，两篇汉文文章的

喃文译 注。《安 南 国 语 新 式》，又 名《字字 国 语

古》，越南文正字法和语法书，编者不详，撰于启

定三年( 1918 年) ，今存抄本二种。此书在拉丁

文字中间有喃字，含序文四篇、引文一篇，概述了

20 世纪初越南语拉丁文字的字样、书写法、结

构、读法以及声调，所论包括越南文二十五字母、
六个元音字母、十九个辅音字母等，书后附载关

于元音、辅音的评论和歌辞。此书的 64 页抄本，

还附载相狗法、豢狗法以及请求改葬的文书范

文。

四、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

汉语的语体性质

按照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等课本所

反映的汉语语体特点分类，以汉语文言书面语为

主，兼而有汉语口语成分掺入其中。
文言书类，比如《初学问津》，《越南汉喃文

献目录》称其今存印本二种，皆藏于巴黎，一本

为嗣德二十七年( 1874年) 印本，36页，高2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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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李无未主编:《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总目提要( 江户明治编) 》，北京: 中华书局，2015 年。

分，宽 14 公分﹔一本为嗣德三十五年( 1882 年)

印本，18 页。此书是四言体汉喃对照的童蒙历

史教科书，其内容包括自盘古至清道光的中国历

史和自泾阳王至阮嘉隆的越南历史，每一页上栏

为汉文，下栏为喃文。另外，书中附载一篇关于

儒佛道三教的论述。原文有: “混茫之初，未分

天地。盘古首出，始判阴阳。子会天开，天皇御

世。地辟于丑，地皇出焉。人生于寅，人皇继治。
三才既定，是曰三皇。有巢燧人，二君继作。教

民巢橹，故曰有巢。爰及燧人，教民火食。帝伏

羲氏，承运而兴。爰制六书，始画八卦。炎帝神

农，教民稼穑。用药疗疾，医道以兴。黄帝轩辕，

用兵讨叛。造历定岁，作乐和音。冕旒衣裳，舟

车宫室。铸金陶土，染采治丝。画野分田，制度

大备。”
《女小学》，《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其今存

抄本一种，题鸟程严衡平叔编辑，南定劝善坛印

于龙飞壬寅年。《女小学》与中国《女儿经》属于

一类读物，并基本沿袭了中国同类文献，属于女

子启蒙读物。此书论述女子应具的德行，并附有

若干女范故事。如“女子工质，秀禀坤柔。早尊

姆训，婉娩须问。贤名外着，善行内修。躬执妇

道，古女同俦。天地生禀，气运不齐。有清有浊，

有贤有愚。七岁年方，早入书堂。初学礼让，次

习文章。漳法不道，非言勿张。恶语不出，乞自

思量。《孝经》《论语》，声声琅琅。有过则改，呼

吸宜详。敬重父母，如天如地。姊妹骨肉，无我

无尔。学则连业，游则我处。勿悔勿争，毋嫉毋

妒。人间百行，孝乃为先。昏定晨省，始终勤拳。
五更鸡鸣，起皆盥漱。笄总弗髦，栉縰已了。昧

爽而朝，问安以候。总角妗缨，皆背容臭。舅姑

将至，如事双亲。长者捧水，敬奉殷勤。请沃以

盥，盥卒授巾。深闺兰房，出入有常。”可见，此

书仍然是文言语体。
再如《博物新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

其今存印本九种，三册，其余八种印本，皆为维新

己酉年( 1905 年) 印本。此书是近代科学知识读

本，为英国医士合信撰，有灵河陈仲恭所作的两

篇重刊序，分别序于嗣德三十年( 1877 年) 和维

新己酉年( 1905 年) 。此书题竹堂范富庶编印，

含序文、目录各一篇，有插图，越南国家图书馆藏

有嗣德三十年( 1877 年) 本。此书第一册介绍物

理知识，包括热、水、光、电、气等; 第二册介绍天

文地理知识，包括太阳、彗星、地球、经纬线、大洲

大洋等; 第三册介绍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如其

《地气论》写道: “大地体圆如橙，其外有气以环

绕之，如蛋白之包裹其黄也。自地而上，高约一

百五十里，人物皆处其中。若鱼类之在水，鱼类

赖水以长，人藉气以生。鱼不能离水，人不能离

气，其理相同。第其为气有数种，合而言之曰生

气; 分而言之曰养气、曰氮气、曰湿气、曰炭气，皆

可以法较辨之。是气虽无形无味，其实乃地上一

物也。气之为色青而蓝，凡晴空无云，仰望苍然

者，乃气之色，非天之色。气愈远愈高，则其色愈

蓝; 愈近愈薄，则其色愈浅; 浅甚则玲珑不见寺。
遥望远山，见蓝影模糊，亦气之色，如观沧海，水

深则色绿，愈深则色苍，其理亦此耳!”
此外，有的文献则是文白夹杂，兼而流露白

话成分。如《大南国语》所收，有许多就是白话

词语成分。如《嗣德圣制解义歌》( 1897 年) 关

于“腱”的解释，就用“浪头筋”、“筋头”等口语

词说明。再如《指南玉音解义》( 1761 年) 对“胳

膊”、“肐肢”等口语词的收录与解释，也体现了

口语语体教学的需要。

五、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

汉语教育史价值

( 一) 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的研究价

值。过了江户唐话课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等

阶段后，日本近代汉语“通语”课本编写产生了

诸如《唐话纂要》《唐语便用》《官话指南》《二十

世纪清语读本》《言文对照北京纪闻》《日华会话

辞典》《中国文典》之类的教科书和工具书，①由

此，日本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以其先进的教学理

念、系统化教学理论而著称于世。而到了高丽

朝、朝鲜朝等阶段后，朝鲜半岛近代汉语教育，就

近代汉语“通语”课本产生了诸如《老乞大》《朴

通事》，《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

·学清》《象院题语》等教科书和工具书。与日

本汉语教科书不同，朝鲜古代的“质正”制度与

“事大”国策相辅相成，传统官话“会话”课本盛

行，特色十分明显。而越南汉喃汉语课本，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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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小学”“蒙学”课本关系更为密切，但经

过改造，加注喃字与“国语”音，所满足的是越南

国家汉语教育需要的现实。越南经历了“北属

中国”的历史阶段以后，受到法国殖民意识的影

响，过早地将汉语教育浸染上了殖民色彩，所以，

用罗马字注音成为其主要形式之一，适应的是其

所谓强化“国语”语言教育的实际。
( 二) 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我们

曾对日本近代汉语课本所体现的教学意识有所

探讨，并认为其中有一些学者出于经济、文化、学
术等方面需要而编写教科书，他们的教学意识是

明确的，即力图让学生掌握汉语的特点，并与日

语对比进行教学，尤其是在会话教学上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1］( 121 ～ 132)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旨在

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其所编教科书

往往充斥着中国各方面情报，让学习者以此为阶

梯而掌握刺探中国情报能力与途径也成为此类

教科书教学的基本目的，所以，在教学理论与方

法上尽力围绕着“速成”做文章。高丽朝和朝鲜

朝，因为“事大”需要，以培养通晓中国事情的

“通事”与“质正”中国各方面制度与文化的学者

为目的，所以，其所编教科书口语与传统小学课

本分离，灵活的实地“会话”教学与“死记硬背”
的“呆板”书面语讲读教学、写作教学兼而有之，

“科举入仕”“事大”遣使入朝，殊途同归。［2］( 2 ～ 15)

越南科举制度的实施与中国同期的科举制度前

后相距不远，但在阮朝( 1802 － 1945 年) 中后期

衰落，1919 年被废止。尽管如此，越南所形成的

传统私塾教育体系都十分稳固，所以，“小学”
“蒙学”教育发达。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宗藩”
关系，使得越南不得不在培养“通事”的教育上

加大投入。沈玉慧在《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

朝鲜使节与安南、南掌、琉球三国人员在北京之

交流》一文中提到，朝鲜使节李商凤在与越南使

节正使陈辉淧、副使黎贵淳、三使郑春澍交流时，

除了“笔谈”之外，也用官话交流，但越南使节给

李商凤的印象是:“南蛮鴂舌”，难以听得懂。而

与首席通事则很顺利，看来朝鲜与越南通事所学

官话基本都是“通语”，没有沟通障碍。越南培

养通事主要是在培养口语会话上下功夫，这一点

与朝鲜朝培养通事并无二致。［3］( 109 ～ 153) 越南汉喃
“小学”“蒙学”课本注音力图“口语化”，汉语官

话音特点突出，所适应的是口语教学实际。由

此，这些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就成为了我们

研究东亚汉语教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资料。
( 三) 东亚汉语言文字学史研究价值。

目前，利用我国学者对于近代越南汉喃“小学”
“蒙学”课本研究中国汉语言文字史的研究尚不

充分，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汉语

言文字史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并期待着

学者们加以充分利用。比如汉语语音史，国内外

汉语与越南语语音关系研究文献不少，比如马伯

乐、高本汉、王力、三根谷彻、清水政明以及阮才

谨、王禄、阮庭贤、江佳璐等，就是如此。《三千

字解译国语》有“打”( 31 页) 字，越南语固有词

是 d－ánh，汉越语词是 d－ad，打人( dánh) 、下棋、
赌钱等用固有词，不能用汉语借词，而“打倒敌

人”，只 能 用 汉 语 借 词。［4］( 277 ～ 297) 汉 越 语 词 是

d－a，音，这就与汉语近代语音考订关系密切。对

“打”字音研究的论文很多，如黄峰的《“打”字的

音和义》( 1998) 、李炜的《从宋人笔记看“打”字

音变》( 2005) 、王耀东的《“打”字的来源及读音

考》( 2011) 等。《宋本广韵》释“打”为，德冷切，

端母庚开二，上声，拟音［teg］，和今天的“打”音

无关，和“鼎顶”同音。今天的“打”音，据周祖谟

在《唐五代的北方语音》( 1988 ) 一文中的考订，

起源于韵 书 之 外 的 口 语 俗 读，唐 代《燕 子 赋》
“打”字同“舍谢骂下跨亚价呀价”等相近，所以，

归在了“麻部”，而注音较早则见于欧阳修《归田

录》“丁雅反”。［5］( 3 ～ 15) 唐作藩《苏轼诗韵考》将

之归在了马韵，并下结论说:“看来，《中原音韵》
将打字归入‘家麻部’只是记录下北宋以来的这

一音变 的 事 实。”( 1990 ) ［6］( 91 ～ 113) 元 明 之 际 的

《中原雅音》将“打”字注为“都假切”，明代徐孝

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将“打”字列入假摄，这

些都说明了它作为正式音读的稳定性。由此，

《三千字解译国语》中的“打”汉越音 d－a＇不是偶

然的。
再如汉语文字史。越南汉喃“小学”“蒙学”

课本文献除了用了汉字之外，还用了喃字和国语

字。越南喃字，过去都认为是阮诠( 13 世纪人)

所创造，这是根据越南人汉文编修《大越史记全

书》“本纪实录”卷五中的记载而来的，即陈仁宗

绍宝四年( 1282 年) 八月，“时有鳄鱼至泸江，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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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刑部尚书阮诠为文投之江中，鳄鱼自去。帝以

其事类韩愈，赐姓韩。诠有能国语赋诗，我国赋

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但后来，学者们在越南

永福县安朗县塔庙社( 即乡) 发现了一块 1209
年刻制的《报恩碑》。碑文中有些喃字，比阮诠

喃字写的《祭鳄鱼文》早 73 年，［4］( 245) 由此，阮铨

创造说就显得不牢靠了。喃字基本上是按照汉

字的部首偏旁构造字形，基本结构有: 会意字、假
借字、形声字等。目前有一些学者研究喃字，没

有考虑到越南喃字和中国汉字的直接关系，往往

误以为有些汉字俗字就是越南喃字，比如范宏

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所举越南喃字

自创字，比如“ ”、“ ”、“ ”( 248 页) 。我觉

得还很难说这些字是越南人的自创字，我们如果

和中国字书韵书联系起来看，就不会作如此之简

单的判断了。他们所举的这几个字，仍然见之于

中国文献中: “ ”，见于《广韵》产韵，“炙肉。”
“ ”，《金石文字辨异》解释为“上声·养韵·
往”字，引《汉张平子碑》。“ ”，是“蒸”字，见

于《中华字海》第 973 页，引自《李壁墓志》。这

说明，对越南汉喃字的辨析，还有待于与中国文

字文献结合来考订才能确认。近代越南汉喃

“小学”“蒙学”课本为汉语俗字研究也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目前，虽然有了一些相应的研究成

果，但我认为，学术水平仍然不够高，学术盲点不

少，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至于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价值，就更应

该挖掘了，比如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

本文献“词语类聚”意识十分明显，这从其编写

的体例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比如《大南国语》
( 1880) 中蕴含了不少的汉语词汇史资料，可以

与清代宫廷满汉“成语”类辞书、朝鲜《语录解》、
《古今释林》( 李义风) 类辞书相比较进行研究。
《大南国语》按部门分类，共有 50 部门，包括天

文门、地理门、人伦门、身体门、身体举动门、宫室

门、婚姻门、耕农门、蚕桑门、菽粟门、饮食门、饼
饵门、女装门、织维门、草色门、冠带门、锦绣门、
衣服门、火用门、器用门、撒网门、舟船门、鋳冶工

用门、法器门、公器门、作用门、文事门、兵器门、
珍宝门、众香门、杂技门、人品门、酬应门、疾病

门、丧祭门、丧礼门、俗语门、百花门、百果门、蔬
菜门、百草门、百木门、羽虫门、毛虫门、鳞虫门、
甲虫门、虫豸门、水部、土部、金部等。另外，《大

南国语》还将词语各部门中的次一级小类进行

了分类，书中虽没有具体标明这些小类的名称，

但作者有意识地对每部门里的词语分成若干个

小类，就能使学习者更好、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与

理解词典中的词语。如天文门中有天、季节、方

向、日等小类，其中跟“天”有关的词语有: 昊天

上帝、大冶、洪钧、毂运、弓张、碧汉、青穹; 跟“季

节”有关的词语有: 苍天、昊天、旻天、上天; 跟

“方向”有关的词语有: 皞天、阳天、赤天、朱天、
成天、幽天、玄天、变天、钧天等; 跟“日”有关的

词语有: 日、金马、铜盘、黄金镜、赤玉盘、大明、朱
明、东君、阳马。尽管归类不一定合理，但还是存

在着一定的规则的。一般情况下，意思相近或相

同的词语一起出现时，在最后一个词下，作者就

会加上“同上”两个字，然后介绍下一小类的词

语。《大南国语》中的许多词语现在不易查找，

我们只好根据其所归类别，得其大意。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在东亚汉

语教育史的重要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相信，

随着新的文献不断得到发掘，我们对它的认识将

更为深入，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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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Vietnamese Han Nan Textbooks in“Primary Schools”and
“Ｒudimentary Schools”and the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Mandarin Textbooks in Chosen Dynasty，

and Edo and Meiji Dynasty in Japan
Li Wuwei

( 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Abstract: There hasn’t been many scholars in China who have done the research on Modern Vietnam-

ese Han Nan textbooks in“Primary Schools”and“Ｒudimentary Schools”． Studying on these textbook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stylistic rules，structure patterns and etc． can efficiently explain the sty-
listic features and particularly the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value of the compiling history of East Asian Chinese textbooks，the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East Asia and the value of the discovery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as the basic goals，this research has the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such a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s，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
ters，Lexical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etc． And comparing these values with Chinese Mandarin
Textbooks in Chosen Dynasty and Edo and Meiji Dynasty in Japan，can not only reveal the high academic
position of Modern Vietnamese Han Nan textbooks in“Primary Schools”and“Ｒudimentary Schools”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Ｒegion，but also give the necessity of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sources of Modern Vietnamese Han Nan textbooks in“Primary Schools”and“Ｒudimentary Schools”．

Key words: Modern Vietnam，Han Nan，Textbooks in “Primary Schools” and “Ｒudimentary
Schools”，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Evolution of Poetic Style in Edo and Meiji Era and Sawai
Kakutei＇s Collection ofChanting Fragrance Poetry

Xiong Xiao ，Yan Mi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Ch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 wave of creating amorous poems risen from late Edo to the prophase of Meiji pe-
riod in Japan，in which Sawai Kakutei＇s Collection of Chanting Frangrance Poetr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This collection included amorous poems of his early years，but the changing of poetic
style later made him show a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se poems and his own poetic character，which made Col-
lection of Chanting Fragrance Poetry present complex meaning directions． But accompanied by the prosperi-
ty of creating amorous poems of that time，Kakutei’s image as an amorous poet has been completely estab-
lished，and he was even regarded as a precursor of Mori Syuntou，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poets in early
Meiji period． In this sense，Kakutei’s poetic character and position were the result of people＇ s expec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volution of poetic style in Edo and Meiji era．

Key words: Edo; Meiji; Collection of Chanting Fragrance Poetry; Sawai Kakutei; amorous poem

On the Stylistic Historical Ｒeferences and the Stylistic Criticism in South
Korean Poetic Criticism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with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 Criticism in Poetic
Criticism of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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