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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原则”看清末民初日本东北方言
会话课本语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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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的汉语方言研究热潮中，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探讨的却较少，而日本明治

时期编写的一系列东北方言教科书则是我们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通俗满

洲会话》等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研究，我们形成了对明治时期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会话用特

点的基本认识。这些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既可以为现在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编撰提供样

式参考，又可以使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语用“合作规则”研究有的放矢。同时，为揭示

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的会话语用面貌提供一种新的探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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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汉语方言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对东

北方言的关注并不少见，但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

的探讨者却寥寥无几，偶尔有学者涉及，但仍然

感到十分不足。比如李光杰、李无未《晚清东北

方言词语考订———以〈东北鼓儿词选〉张注为

例》、邹德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等论文虽

颇具新意，但仍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们

认为，系统的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研究尚未展开，

主要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研

究论著还没有见到，这确实是个缺憾。
毫无疑问，现代东北方言存在着一个历史的

形成过程。我们选取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的

“合作原则”作为一个切入点，以便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一、日本明治东北方言课本《通俗满洲

会话》

清末民初，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东北

大好河山垂涎三尺，总是希望以朝鲜为跳板征服

东北( 满洲) 。为了日后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需

要，日本一些语言学者和军部高层编撰了一系列

东北方言教科书，目的是让日本军人尽快掌握东

北本地的土语，以实现其顺利占据、统治东北的

企图。从对外汉语教科书编写角度来看，这些教

科书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并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鲜

活的东北方言实际。已经有学者认定，这些教科

书是珍贵的研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的语料，应该

予以重视。我们研究近现代东北方言演变的历

史，就应该以这些珍贵的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教科

书为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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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有如下三本日本明治时

期东北方言教科书:

1．《满洲语会话一个月毕业》，书中没有明

说作者，但据其《序》，很可能是石冢猪男蔵。作

者作为日军的随军翻译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

来，又来到了东北。石冢书店，1904 年 5 月出

版。
其体例: 先是本书的“说明”，正文 80 页。

第一编，词语类; 第二编，散语类; 第三编，问答

类。无论是词语还是问答、会话都有相应的日语

对译。
其编写缘起: 依据他个人的调查，编写“应

用日常必需”的会话书。汉字语音标记，体现由

官话“本音”而理解“土音”的原则。［1］( 2)

2．《通俗满洲会话》，熊谷茂之助编，东文

舍，1908 年 4 月出版。
其体例: 正文 101 页。一是“凡例”，强调作

者编写的意图; 二是正文，包括“散语”、“买东

西”、“旅行”等内容。
其编写缘起: 作者认为，日本人一般了解的

主要是北京官话，但对满洲土语，即东北官话所

知甚少。希望通过这本书，从语音和语法两方面

入手，对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进行对比而掌握基

本信息。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其编写意图，

但是根据其书内容来看，并非出于纯研究的目

的，教学受众主要为日本侨民和驻满日军。［2］( 2)

3．《袖珍满韩土语案内》，其作者为陆军步

兵大尉平山治久，博文馆，1904 年出版。分为前

后两篇: 前篇介绍满洲土语，后篇介绍朝鲜语。
其中前篇 14 节，49 页; 后篇 13 节，61 页。其每

节基本结构为先介绍生词，再根据每节所学生词

来组成一段或几段短小的对话。
其编写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使日军士兵尽快

掌握满洲土语与朝鲜语，以便日军可以顺利地在

朝鲜和满洲两地进行一系列军事侵略活动。所

以其选词基本为军事行动服务，具有鲜明的军事

目的性。［3］( 3)

我们以《通俗满洲会话》为主要分析对象，

兼而涉及另外两本东北官话教科书文献。

二、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模式研究

理论基础

清末民初日本语言学者和日本军部高层官

员编撰这一系列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日本军

队以及日本侨民在中国东北站稳脚跟，以实现日

本长期侵略中国、占领东北的意图。具体来说，

即使日本侨民和军队可以通过掌握东北方言来

实现日常生活交际以及顺利完成军情侦查、行

军、采购物品等军事任务。从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即是日本侨民和军队希望通过学习东北方

言，更好地与当地居民进行有效“交际”。因此，

在编撰教科书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所选东北方言

词句的实用性和准确性以外，还必须要考虑如何

使交际能够更加顺畅，更为成功。所以，在这些

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也要考虑到日军和日本侨

民在参与和中国东北居民交谈时，如何根据其所

参与交谈的目的或对象的变化而提供适切的东

北方言话语信息，即如何更好地遵守谈话交际的

“合作原则”。虽然《通俗满洲会话》编撰的时代

还没有提出格赖斯“合作原则”理论，但是其作

者在编撰《通俗满洲会话》时也潜移默化、一定

程度地运用了“合作原则”与基本“形制”规则，

从实践上遵循了“合作原则”的一些基本规范。
合作原则，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于

1967 年在哈佛大学以《逻辑与会话》为议题演讲

时率先提出的。什么是合作原则? 一般来说，就

是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对话双方似乎在有意无

意地遵循着某一原则，以求有效地配合，从而完

成交际任务。格莱斯认为，人们在谈话过程中遵

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又包括一

些准则和次准则: 其一，量的准则。包括所说的

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所说的话不应超

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其二，质的准则。不要说

自知是虚假的话;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其

三，关系准则。说话要与“主题”有关联。其四，

方式准则。说话要清楚、明了，避免晦涩，避免歧

义，简炼，井井有条。而后人通过研究，又补充了

第五条原则，即“态度准则”。态度准则是: 努力

使你说的话充满友好，善意，富有艺术性。要礼

貌、要幽默、要委婉。［4］( 2)

以下我们根据语用实际，运用“合作原则”
理论分析《通俗满洲会话》等教科书的会话模

式，以判断其对研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
面貌的语料价值和意义。

·41·



三、《通俗满洲会话》中的“合作原

则”

( 一) 《通俗满洲会话》中的“量的原

则”
格赖斯“量的原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

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2． 所说的

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通俗满洲会话》作者在“凡例”中强调，其

编写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本书，从语音和语法两方

面入手，通过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对比而掌握基

本会话模式。而我们认为其编写受众为日本侨

民和日本军人，撰写这本教科书的根本目的就有

两个: 第一是驻满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能够更

顺畅地与当地居民进行日常交流; 第二则是让驻

满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能够通过本书了解北

京官话和满洲土语的区别，能够更好地跟操北京

官话和满洲土语的中国人进行交流。本书的信

息量足够达到这两个目的，即满足了“量的原

则”的第一条: “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

信息量”。而如果本书的会话模式信息皆是为

以上两个目的服务，那么就满足了“量的原则”
的第二条:“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

量”。以此为评判标准，我们来分析一下《通俗

满洲会话》会话模式是否符合“量的原则”。
从宏观上看，中国人认为日常生活应包括

“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经过整理发现，其中直接

涉及到“衣”，即关于穿衣着装、梳妆打扮方面的

有以下语句，一共 14 句，占所有语句的 2%。
这个 衣 裳 ( p4 ) 、那 个 帽 子 ( p4 ) 、那 么 鞋

( p4) 、那么靴子( p4 ) 、下雪借给你蓑衣( p18 ) 、
今儿早起装清国衣裳 ( p36 ) 、清国人都打辫子

( p40) 、外国人都绞头发( p40) 、这个裤子太瘦挤

得慌还要肥点的( p47 ) 、我明年要留辫子装清国

衣裳带清国帽子( p51 ) 、这靴子大点儿还要小点

儿( p63) 、你穿这一双( p64) 、用这个绵羊皮做一

个坎袖儿( p65) 、量量尺寸( p46)

其中直接涉及到“食”，即与吃喝、食物有关

的有 以 下 语 句，一 共 49 句、占 所 有 语 句 的

6. 6%。
七斤 酒 ( p2 ) 、不 好 肉 ( p2 ) 、好 吃 不 好 吃

( p5) 、吃饭了么( p18) 、我还没吃饭( p19 ) 、我饿

了 ( p19 ) 、饭 还 没 得 么 ( p19 ) 、太 多 吃 不 了

( p19) 、你爱吃日本菜不爱 ( p24 ) 、我还没吃过

( p24) 、喝茶水( p27) 、这个茶叶子是日本的是清

国的( p27 ) 、拿点糕子来( p28 ) 、我爱吃糟子糕

( p28) 、酒钱( p30 ) 、我吃完饭了就来( p43 ) 、你

也吃 饭 今 儿 有 好 菜 ( p43 ) 、他 的 酒 量 大 不 大

( p43) 、他是海量( p43 ) 、快烫酒来( p44 ) 、多喝

几盅 ( p44 ) 、还 不 能 喝 ( p44 ) 、我 原 来 不 会 喝

( p44) 、不会喝酒不会抽烟我在里 ( p44 ) 、豆腐

( p54) 、晌饭的时候要炒肉丝炒肉片鸡蛋烤子

( p54) 、有什么凉菜么( p54) 、这个白面不大好要

洋面( p54) 、韭菜蒜菜都有( p54) 、吃饱了我困了

( p54) 、这个地豆子通通有多大分量( p59) 、你们

这都有什么肉 ( p59 ) 、猪肉牛肉驴肉马肉都有

( p59) 、邀十斤猪肉( p60) 、我要吃晚饭你去买蘑

菇木耳虾米海参来( p60) 、做什么菜( p60) 、要做

一个炒肉片一个凉菜( p60) 、打点酒来( p61) 、打
什么酒( p61) 、烧酒太冲不能喝打烧酒来( p61) 、
这俩小鸡子卖给我( p61 ) 、不卖母鸡送给你公鸡

不要钱( p61) 、那么我买鸡子儿( p62) 、你买来的

这个猪肉竟是肥的没有瘦的换换来( p69 ) 、小豆

怎卖一斗( p74) 、豌豆豆角大豆什么的( p75) 、打
洋油来( p75) 、卖什么鱼( p77) 、鲤鱼鲫鱼鲶鱼没

别的( p77)

其中涉及到“住”“行”，即与出行、旅行、外

出有关的有以下语句:

两匹马( p2) 、三辆车( p2 ) 、十里路( p3 ) 、你
去过么( p6) 、快快的回来( p7) 、来了( p7 ) 、到了

( p7) 、他 什 么 时 候 儿 回 来 ( p8 ) 、你 上 哪 儿 去

( p8) 、我上街( p8) 、今儿晚来( p10 ) 、我明天( 明

儿) 再来( p10) 、来不来( p11) 、来没来( p11) 、我
明天还来( p14) 、这几天上哪去来( p14) 、上沈阳

去了( p15) 、快走我怕赶不上( p20) 、你们都来齐

了 么 ( p21 ) 、有 还 没 来 的 ( p21 ) 、叫 他 们 来

( p21) 、出门了( p24 ) 、马还没来吗( p30 ) 、快备

马( p30) 、快套车( p31) 、冬月回来腊月回来不一

定( p34 ) 、他 们 来 过 ( p36 ) 、他 们 往 那 边 走 了

( p36) 、往 北 边 去 了 ( p37 ) 、回 来 我 就 接 他 去

( p47) 、到 那 儿 下 车 ( p47 ) 、你 这 里 打 哪 儿 来

( p70) 、我是从城里来( p70) 、你上那儿做什么去

了( p70)

一共 35 句，再加上“旅行”部分的所有语句

151 句，一共 186 句，占总数的 25%。
由以上数据可知，有 33% 的语句是和“衣食

·51·



住行”这些日常生活的基本用语直接相关的。
而《通俗满洲会话》正文的三大部分“散语”、“买

物”、“旅行”中的其他语句，也或多或少的与日

常生活基本相关，能够充分体现当时居民日常使

用的东北方言基本面貌。一个在东北旅居的日

本人如果将其学习透彻，则基本能完成日常生活

中的交际任务。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本书在

撰写的过程中，符合了“量的原则”的第一条:

“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量的原则”的第二条:“所说的话不应超出

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我们认为，《通俗满洲会

话》满足了这个条件。《通俗满洲会话》中所涉

及的词汇与句子大多与日常生活有关，而对于驻

满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来说，除了极特殊的军

事行动和情报特务工作，其交际的目的仍然限定

在因日常生活之事而进行的交际上，《通俗满洲

会话》所包含的信息量与编书的这两大目的息

息相关。所以说，《通俗满洲会话》符合“量的原

则”的第二条: “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

信息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按照《通俗满洲会话》

学习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在交际过程中不会

因为会话模式信息量不足而违反“量的原则”而

导致不成功的交际，作为反映当时东北方言基本

面貌的语料，《满语会话》是合格的。
( 二) 《通俗满洲会话》中的“质的原

则”
格赖斯“质的原则”包括两个方面: 1． 不要

说自知为虚假的话; 2．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

话。
从宏观上讲，由于我们知道《通俗满洲会

话》编写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

在东北地区能够更顺畅地进行日常生活交流并

能够辨别北京官话和东北方言，其内容多是日常

生活用语。我认为作者编书的出发点就符合了

“质的原则”。
首先，“质的原则”的第一条: “不要说自知

是虚假的话”。我们进行换位思考，如果一个日

本侨民在与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聊天，而这个

日本侨民却只懂日语和北京官话，那么无论他说

什么，对方都不会明白，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信息

量再大，这种交际也无法成功。那么，明知对方

不明白却仍要坚持用对方不懂的语言交流，虽然

在内容上符合“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但实

际上造成的结果和违背“质的原则”第一条所造

成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无法完成交际。这种违反

原则虽然不是在内容上，但却是在语言形式上，

作者希望通过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使日本侨民

和日本军人避免因语言不通而违反这种原则。
而“质的原则”第二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

据的话 ”也是作者希望读者达到的境界，因为当

发起交际的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对方能

了解自己的母语时，却因为不懂对方的母语而被

迫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交际时，虽然其内容可能符

合“质的原则”的第二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

的话 ”，但是在对方来看，尽管它依然缺乏足够

的证据令人信服。反之，面对别人首先用自己不

懂的语言进行的交际，因为自己听不懂对方在说

什么，那么无论回答什么都是“缺乏足够证据”。
《通俗满洲会话》的作者希望通过编写这本

教科书，来避免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由于语言不

通而导致违反“质的原则”，尤其是注意了同一

种语言中官话与方言的区别，这是我们现在编写

对外汉语教科书所应该借鉴的。
综上所述，《通俗满洲会话》满足了“质的原

则”。作为语料，能够真实反映当时东北方言的

基本面貌。
( 三) 《通俗满洲会话》中的“关系原

则”
格赖斯的“关系原则”，即说话要与“主题”

有关联，即如果想进行一次成功的交际，交际的

双方需要围绕同一话题进行交际，交际的内容要

切合题旨。那么，在交际的过程中，题旨就显得

至关重要。
《通俗满洲会话》作者在编写之时，已经为

读者提供了题旨，即“散语、旅行、买物”三大方

面，书中所提供的语句都是围绕这三大方面展开

的。其中“散语”介绍了日常生活所必须了解的

一些基本用语，包括数字与量词，例如: “一个

人，两匹马，三辆车”( P2 ) ; 天气方面，例如: “天

道冷”( P3) ，“热不热”( p4 ) ) ; 日常交际，例如:

“你姓 什 么，贵 姓”( p8) “多 谢 多 谢，不 对 谢”
( p25) 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琐碎用语。而“旅

行”一篇则偏重于介绍关于出行的一些语句和

在旅行中会用到的日常用语，例如: “道、河、山、
屯子”( p78 ) 等 地 理 用 语，“铁 道、船、火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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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9) 等 交 通 工 具，“有 多 少 里、有 多 远 儿”
( p80) 、“离这儿多远哪”( p85 ) 等问路语句以及

涉及外出旅行的其他方面的琐碎用语。“买物”
一篇顾名思义，着重介绍了关于买卖的日常用

语，例如:“多儿钱? 多少钱? 怎卖?”( 第 55 页)

等问价用语、“多少斤? 多大分量?”( p56 ) 等询

问斤两用语、“让点儿、少筹哪”( p57 ) 等讲价用

语以及一些购买具体东西会用到的具体用语。
“散语、旅行、买物”三篇基本涉及日常生活

中“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足以满足日本侨民

和日本军队在东北地区与当地居民进行日常生

活交际的需要，尤其是一些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

语句，如: “上沈阳去了”( p5) 、“快拾掇拾掇”
( p17) 、“别 磨 棱 子”( p21) 、“我 爱 吃 糟 子 糕”
( p28) 等都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助于

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与当地居民在交际中发生

关联。
其中，具有明显东北方言特色的有以下语

句，我们根据语言要素情况进行了以下分类:

1． 具有东北官话语音特点的:

多 ( duo2 ) 喒 ( zan ) 回 国 ( p7 ) 、快 拾 辍

( shi2dao) 拾辍( p17) 、那个搁( gao1) 这儿这个搁

( gao1) 那儿( p17) 、我爱吃糟( cao2) 子糕( p28) 、
每夜里打勤( 同“更”jing1 ) ( p34 ) 、他的脖子上

长 了 一 个 疙 ( ga1 ) 瘩 ( p41 ) 、这 个 烟 太 冲

( chong4) 我要薄一点的( p44 ) 、别抽大烟抽大烟

的都是脸面刷( sa1) 白( p44) 、落不了色( sai3) 么

( p48) 、把这个被物( 应写作被褥，读作 bei4wu，

读成零声母) 晒一晒晒干了就拿来( p53 ) 、邀一

邀( 应写作约一约，但是读音和“邀 yao1”一样)

( p56) 、他们来遭 ( zao4 ) 害人不遭 ( zao4 ) 害人

( p86)

2． 使用东北官话方言词汇的:

天道冷( p3) 、不大离儿( p7) 、没准儿时候儿

( p8) 、今儿街上热闹( p9 ) 、后儿个( 后天) 要三

个苦力( p10 ) 、有什么口当( p12 ) 、明儿早起来

( p12) 、竟( 同“净”) 小的没有大的( p20 ) 、那儿

有漥子么( p22) 、一点风丝儿也没有( p28) 、还短

几个( p29 ) 、添俩( p29 ) 、你会铰头发么( p39 ) 、
老爷( 太阳日头) 出来快起来罢( p42) 、他是赶伙

计( 苦 大 力 ) ( p43 ) 、我 大 后 儿 个 一 定 回 来

( p49) 、晌饭的时候要炒肉丝炒肉片鸡蛋烤子

( p54) 、这些个地豆子通通有多大分量( p59) 、别

短份量( p59) 、也有捻把上弦的也有用钥匙上弦

的( p64) 、用这个绵羊皮做一个坎袖儿( p65) 、我
看那个劈材没干都湿的分量大 ( p72 ) 、赶车的

( 劳辫子) ( p80) 、红胡子( p80)

3． 使用具有东北官话方言特点的地理词汇

的:

其中，屯子( 堡子) ( p78) 等词汇为东北方言

特色的地理词汇。除了具有东北方言特色的地

理词汇，《通俗满洲会话》还收录了一些东北的

具体地名:

上沈阳去了( p15) 、我说是上杨家屯那边走

( p81) 、这儿到吉林还多远儿( p82) 、上吉林走这

个道儿 么? ( p82 ) 上 宽 城 子 坐 火 车 几 天 能 到

( p83) 、往大连去的火车开了没有? ( p91 ) 你去

买到大连的火车票来( p93) 、打到营口( p95) 、上
宽城子有抄近的道儿么? ( p96 ) 顺着那个山往

前走就到李家堡( p96) 、大孤山那么看( p99)

通过以上信息分析可以知道，在《通俗满洲

会话》中收录了大量当时的东北土话，其中老爷

( 太阳日头) 出来快起来罢( p42 ) 、红胡子( p80 )

等语句很有当时的地方特色，并且已不再在现代

的东北方言中使用这些语句。而屯子 ( 堡子)

( p78) 、他们来遭害人不遭害人( p86) 等语句，让

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方言历史演变过程中词汇的

“替换”和存留规律，这也是我们研究东北方言

演变史时所需要的材料。
同时，《通俗满洲会话》也收录了很多带有

当时口语色彩的词汇，让我们对当时东北地区日

常生活中使用口语的情况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
譬如:

中不 中 ( p3 ) 、顶 好 ( p4 ) 、给 我 你 的 片 子

( p9) 、我给你开个字( p13 ) 、我要的时候儿给你

信儿( p14 ) 、别磨棱子( p21 ) 、这个日本刀顶快

( p34) 、这个裤子太瘦挤得慌还要肥点的( p47) 、
多儿钱( p55 ) 、你看多儿钱( p57 ) 、别谎价儿了

( p58) 、你这是打哪儿来( p70) 、不中啊交情是交

情买卖是买卖( p71) 、顶结实( p76) 、不远儿打这

儿往东就到( p85) 、走岔儿了道儿了( p85) 、上宽

城子有抄近的道么? ( p96 ) 、打这个小道儿走近

点儿( p96) 、打别处绕不过去么( p96)

从语用角度看，《通俗满洲会话》的内容设

置切合题旨，而其题旨的设置也能很好地与日本

侨民和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生活交际发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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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符合“关系原则”。

( 四) 《通俗满洲会话》中的“方式准

则”
格赖斯的“方式准则”要求在交际中说话要

清楚、明了，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 避免晦涩;

2． 避免歧义; 3． 简炼; 4． 井井有条。
在《通俗满洲会话》中，由于中介语的存在

而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其中有些词句比较晦涩

难懂( 例如: 不对谢( p25) ) ; 有些不够简练，比较

啰嗦( 例如: 我有托你的一件事( p12) ) ;

有些词句语法比较混乱( 例如: 他坏了我的

表( p26) ) 。但是，在《通俗满洲会话》一书中，大

多数的语句不晦涩、无歧义、简洁而井井有条，不

但满足了日本侨民在东北生活的基本交际需求，

也证明《通俗满洲会话》是可以信任的东北方言

史语料。
通过分析其违反“方式准则”的语句，我们

认为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编者根据日语的语法

来套用汉语的语法，导致语句违反“方式准则”。
日语的语序多为“主语 + 宾语 + 谓语”，而《满语

会话》中的一些语句也是以此种方式排列的，例

如“你跟我拿过来( p67) ”、“他昨晚叫有个贼给

杀了( p46) ”、“我说是上杨屯那么走( p81 ) ”等

情况。二是编者将口语翻译成书面语之后出现

了一些问题，例如错别字: “若是耽误工夫我法

你( p22) ”、“你去给我借一个桌子来 ( p18 ) ”、
“不会喝酒不会抽烟我在里( p44) ”; 口语翻译成

书面语后可以明白意思，但是语法错误，如“你

是特意这件事来的( p47) ”、“我说是上杨屯那么

走( p81) ”等情况。以上两种情况出现较少，并

不影响其为珍贵东北方言史语料的价值。

( 五) 《通俗满洲会话》中的“态度准

则”
格赖斯的“态度准则”包含以下内容: 努力

使你的话友好、善意、有艺术性。通过调查分析，

在《通俗满洲会话》中涉及、体现礼貌及礼貌用

语有以下语句:

贵姓( p8) 、多谢多谢( p25 ) 、不对谢( p25 ) 、
这个枪上一回打仗的时候儿日本大人送给我的

( p35) 、他的媳妇顶美貌 ( p50 ) 、谢谢你的盛情

( p75) 。一共 6 句，占总数的 0. 6%。
而《通俗满洲会话》中不礼貌的有以下语

句:

一点规矩也没有( p17) 、他说的话都是靠不

住( p20 ) 、操你妈( p42 ) 。一共 3 句，占总数的

0. 6%。
由此可知，《满语会话》中没有涉及太多礼

貌用语，反而有几句并不讲求礼貌或不礼貌的用

语。我们知道，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敬语，根据

语言的迁移理论，日本人编撰的东北方言教科书

应该比较重视礼貌用语的介入，但事实上却不是

如此，很有可能是因为存在两个情况: 一是当时

的东北方言当中的确没有使用更多的“贵族式”
礼貌用语。因为当时的东北人口并不多，且大多

是当地的“坐地户”和由山东等地闯关东移民到

东北的居民，而北方人性格豪爽，在会话中并不

过多强调礼貌含义，如果过分过多强调，反而会

被认为是“礼貌过度”，会被理解为一种态度冷

淡和距离感的表现。所以，《通俗满洲会话》中

并未过多涉及礼貌用语，是一种切合当地会话实

际的语言方式。二是编者将《通俗满洲会话》作

为一本初级东北方言教科书来编撰，就很难有机

会涉及较高层次礼貌用语的使用问题。但是，本

文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敬语词汇作为日语

的基础词汇之一，也存在于初级语言教学范畴

中。同样在汉语中，礼貌用语也并不是高级阶段

才会使用的词汇，例如“请”、“请问”、“您”等词

汇都是汉语学习中基础的基础，所以，无论是从

日语还是汉语“礼貌用语”教学的角度，礼貌用

语都是简单易学的基础词汇。本书没有充分考

虑礼貌用语使用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缺撼。
幽默是一 种 高 级 的 语 言 技 巧。作 者 编 撰

《通俗满洲会话》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东北侨民基

础的生活交际需求，而幽默则是一种超越普通生

活交际技巧的高级语言技巧，《通俗满洲会话》
语言会话意在表达平实准确，而不在于幽默与

否，因此，未收录幽默语句则可以理解。

四、《通俗满洲会话》对编撰对外汉语

会话教科书的启示

《通俗满洲会话》不但是一本对比东北官话

和北京官话的课本，更是一本以汉族基本社会生

活交际为教学重点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其内容大

概相当于现代汉语 HSK 考试三级的水平［5］( 2)。
在当前全球盛行“汉语热”的情况下，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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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汉语教科书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面

上，编者大多是华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俗满语会话》作为一本清末民初时期日本人

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也能

为我们将来编撰对外汉语教科书提供一些有益

的启示。
编撰《满语会话》的主要目的十分明确，就

是满足日常会话的交际行为模式，而且书中的会

话词句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收集。当前出版的

一些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目的性十分模糊，并未

明确指出会话教科书针对的课程设置是为了满

足什么样的目标需求，有想学习商务汉语会话的

学生却学到了 HSK 考试会话教材，想学习一般

汉语会话而来中国留学的学生却学到了商务汉

语会话。所以，编撰未来的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

过程中，要更加明确会话教科书所针对的受众和

会话教学目的，使学生和老师能够根据不同的需

求更加明确选择合适的会话教科书。
同时，我们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存在多种方

言，而且，其中很多方言与中国官方语言普通话

相差甚远，那么，为了满足外国人在中国不同地

区的生活需要，编撰汉语方言教科书势在必行。
虽然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发行过一些粤语、
闽南话的教科书，但是数量很少，质量也没有保

证。而《通俗满洲会话》虽然编撰于 100 多年

前，但无疑是一本典型的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

它所蕴含的一些教学理念可以为我们编写汉语

方言教科书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我们在编撰教材和教学的过程中，要关注汉

语与学习者母语之间的“正迁移”和“负迁移”问

题。《满语会话》中出现了一部分会话的语法错

误，是因为作者的母语日语语序和所学习的对象

语言汉语语序的不同而造成的，这种错误也是汉

语学习者常犯的错误，即母语和汉语之间的“负

迁移”。

五、结语

通过研究清末民初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我

们的考虑是: 1． 它可以使我们对清末民初东北方

言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基本认识。2． 通过分析

《通俗满洲会话》，为编撰现在对外汉语会话教

科书提供参考。3． 可以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中

“合作规则”有一个明确的认识。4． 可以揭示清

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模式“言语行为”的实现途

径。5． 为东北方言会话的历史发展变化研究提

供一种新的探索思路。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从海外视角由东北方

言会话教科书资料入手进行研究。所以，这一系

列清末民初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的发现，为我们

研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提供了珍贵的语料，而通

过本文的分析，也证明《满语会话》的确能够反

映当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的基本面貌。
从清末民初东北方言到现代的东北方言，在

这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除了东北方言自身所遵

循一定的变迁轨迹之外，一定也受到了语言外部

要素，比如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

促使东北方言的“语言接触”不断加速。《满语

会话》等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文献的发掘打开

了通向外部汉语教科书文献世界的大门。不仅

仅是在日本汉语教科书中可以发现东北方言教

科书文献，我们相信，在俄罗斯等国家等历史文

献中还会发现东北方言教科书文献。在世界愈

来愈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学者的

努力下，随着更多的世界范围内东北方言文献资

料得到发掘，东北方言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一定

会愈加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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