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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1807 年拉沙漢譯的 

《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

永　井　崇　弘

前言

　　1807年新教最早的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從英

國出發經過美國到達了澳門、廣州。於此同時，遠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

的拉沙，卻已經完成了馬太福音書漢譯《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手寫本。

這個《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是新教漢譯聖經最早的單卷本，其譯者拉沙是

在毫無任何參考的狀態下從零開始進行翻譯的。比起中國新教最早的馬禮遜

《新遺詔書》（1814 年）及它的參考譯本天主教宣教士白日昇的《四史攸編》

（1707 年），《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基督教譯詞極其不同。不僅是他的譯

詞不甚相同，甚至在將其文本電子化的過程中，還發現電腦輸入時不存在的

漢字。本稿將這些在《康煕字典》（47,035 字）、《大漢和辞典》（5萬余字）、

《中華字海》（85,568 字）、「今昔文字鏡單漢字 16 萬字版」中都沒有收錄的

漢字，定為首見漢字，並明確它們的特點，以及在後來馬士曼與拉沙譯本中

的繼承。通過對在非漢語圈的印度沒有任何參考的狀態從零開始的漢譯聖經

《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首見漢字的考察，將成為了解新教最早期漢譯聖經

翻譯手法的一個途徑。

1．漢譯者拉沙及《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成立

　　《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翻譯者拉沙（Johannes Lassar）並不是宣教

士。若是宣教士的話，派遣團體和宣教士之間的書信及傳記等等也許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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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紀錄。但是對因做茶葉貿易到印度來的拉沙的經歷是沒有詳細記錄

的。出生於澳門富裕家庭的亞美尼亞人拉沙，自幼熟悉中文。之後又在廣東

得到了更多磨練，並在那裏作了葡萄牙人的翻譯，隨後又在北京的朝廷做葡

萄牙人的翻譯。23歲的時候覺醒於茶葉貿易生意，24歲時前往印度的加爾各

答進行茶葉貿易，結果因為當時的茶葉價格暴跌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成為

拉沙一個很大的轉機。當時在印度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有一個構建一所大

學 Fort William College（威廉堡學院，1800-1854）的設想，旨在培養官

吏。預定以450英鎊的年薪聘請拉沙擔任中文教師。但實際建成時規模縮小，

拉沙的職任被取消。然而當時的副校長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1766-

1815）覺得，雖然中文教育課程沒有被設置，卻痛感於漢譯聖經的必要性，

於是將拉沙叫到塞蘭坡，距加爾各答北方約20公里的地方，以等同於大學教

師的年薪 450 英鎊，也就是月薪 300 盧比雇用拉沙，請他來進行新約聖經的

漢譯工作。拉沙不是宣教士，但他是基督徒。他於1804年9月翻譯了創世記

和馬太福音的一部分。1807年完成了馬太福音的漢譯本《嘉音遵𡂼 菩薩之

語》的手寫本，並於第二年 1808 年刊行出版。

　　從以上拉沙的經歷看來，比起他的母語亞美尼亞語，以他自小熟悉的中

文並加上曾任葡萄牙人的翻譯，他也精通葡萄牙語的。而且在印度的加爾各

答從事貿易，所以應該也是會英語的。其實，拉沙在做漢譯聖經時，除了亞

美尼亞語譯本，他也參考了英語譯本1）。

　　於是，拉沙翻譯的新教最早漢譯聖經單卷《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手

抄本，被交到了布坎南的手中。1807年 5月 4日布坎南於加爾各答在手寫本

上留下了贈寄詞，將此手寫本贈送給了英格蘭教會坎特伯里大主教，藏於主

教官邸蘭伯宮內的圖書館。在贈寄文中有關《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他寫到

「 Be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 」。

從此可以讀出，1804 年拉沙只是翻譯了創世記和馬太福音的部分內容，但

1807 年這個《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是最早的單卷聖經漢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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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稿首見漢字的認定

　　不同於新教最早的漢譯者馬禮遜是參考了天主教宣教士白日昇的《四史

攸編》，拉沙的漢譯聖經《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最大特點是在沒有任何參

考物的情況下，從零開始獨自完成的。所以他翻譯的基督教用語非常不同於

最早的漢譯新約馬禮遜的《新遺詔書》（1814年），和作為其參考物的天主教

宣教士白日昇的《四史攸編》。同時還發現在《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裏出現

了許多漢字是在文本電子化過程時，電腦裏也找不到的。《嘉音遵𡂼 菩薩之

語》的手寫本主要是以楷書書寫的。偶爾也能看到隸書和行書的字體。本稿

主要集中在《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明確其詳細內容及特點。

　　本稿中首見漢字的認定，是經由以下順序確定的。首先，挑出包含書名

《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在內的漢譯文所用的漢字，在Windows上（中文繁體

字、中文簡體字、日文）無法輸入的，共有57個漢字。然後，又在「今昔文

字鏡單漢字 16 萬字版」和《中華字海》裏發現有 11 字被收錄其中。最後，

除去這11個字，剩下的46個漢字再放入《康煕字典》、《中華大字典》和《大

漢和辞典》裏去查找，也沒有找到相應的漢字。因此，筆者將這46個漢字作

為首見漢字進行考察。這些首見漢字大體上可分為含有口字旁的漢字和沒有

口字旁的漢字。

3．《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

　　這46個漢字被分為了沒有口字旁的和有口字旁的兩大類，沒有口字旁的

漢字共有8個，約佔全體的17％；口字旁的漢字有38個，約佔全體的83％。

3.1. 沒有口字旁的漢字

　　沒有口字旁的漢字共 8個，如下例。下劃線為作者所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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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 27:34）

　　太 27:34 他等賜酢與他而將　蓮撩之他嘗之時而他不欲飲也

（2） （太 16:11、16:12、17:3、27:55、27:56、27:61、28:16）

　　太 16:11 爾等何得不明我所說即爲謹慎花　 兼紗都𠺮之酵非爲包也

（3） （太 5:16）

　　太 5:16 任爾之光明　亮人前然他等可見爾之好事兼讚爾父所在于天

（4） （太 13:2、15:39）

　　太 13:2 而黨人齊會于他故他入艇而坐衆人在坼而站也

（5） （太 20:23）

　　太 20:23 他說于等爾軰果焉而必飲我盃之物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

忍耳苐坐于我之右邊兼左邊此我則不能賜也我父做　惟他等也

（6） （太 23:30、23:31、26:48）

　　太 23:30 而說苐我等生于吾等父之日我等則不共他等而　聖人

（7） （太 25:18、27:7）

　　太 25:18 他所獲一者徃而　於地牢兼𠬧其主之銀也

（8） （太 27:11）

　　太 27:11 意 企于官府之前而治者　于他謂曰爾是𠰧哋㖡之王耶而意

說于他爾所說者是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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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 」字是「黄」加了草字頭的漢字。《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裏

出現於馬太27:34的「 蓮」，只有這一處。這裏在英文欽定譯本中對應的譯

詞是「gall」，意為「苦味」，「胆汁」，官話合和本將其譯為「苦胆」。「 蓮」

即「黄連」，是根莖非常苦的一種植物。因而推測拉沙有可能是想表示它是植

物，所以在構成的語素上添加了草字頭，「黄」上面加了草字頭。

　　例（2）「 」字， 在太 16:11（花 ：Pharisees）、太 16:12（花

：Pharisees）、太17:3（亞 𠮩：Elias）、太27:55（架 𠲖：Galilee）、

太 27:56（孖 啞：Mary）、太 27:61（孖 孖地 鏬：Mary Magdalene、孖

阿：Mary）、28:16（架 亞山：Galilee, into a mountain）當中都可見

到，都是放在人名或地名的音譯詞語中。大致上像「花 」、「亞 𠮩」、「架

𠲖」和「孖 啞」這樣，都是與伴有口字旁的音素漢字一起使用的。但是

也有像「孖 孖地 鏬」、「架 亞山」這樣是沒有與伴有口字旁的音素漢字

一起使用的。而且《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還出現了由「 」而加了口字

旁派生出來的字「 」。可以看到太27:56「Mary Magdalene」的音譯詞「𠲚

啞𠲚哋 」，太 7:4「噫 𠮩𠺮」（Elias）、太 17:10、17:11、17:12「

啞」（Elias）、太 27:57「啞 𠲚哋」（Arimathæa）都使用了有口字旁的

「 」。由此，可以認識到拉沙的「 」字不是「喱」上面加了竹字頭，而是

「 」的旁邊加了口字旁2）。

　　例（3）「 」字在太 5:16 中可以見到。「亮」這個字伴隨其後，表示

「shine」之意。英文欽定譯本中太13:43和太 24:27也有「shine」的譯詞，

這兩個地方在《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裏，分別是「燁」和「燁亮」。也就是

說，可以把太 5:16 的「 」看為「燁」的異體字。

　　例（4）「艇」字在太 13:2 和太 15:39 中看得到。這個字是「艇」的行

書體。在拉沙和馬士曼共同翻譯的1810年《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的相同記述

可 5:40 裏，被譯作了「船」。

　　例（5）「 」字只在太 20:23當中看到。在英文欽定譯本中相應的譯詞

是「prepare」，考慮到有可能是「備」的異體字。並且，在《嘉音遵𡂼 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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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之語》中太 26:19 的地方「備」字的使用可以確認得到。

　　例（6）「 」字在太 23:30、太 23:31、太 26:48 當中可以見到。英文

欽定譯本太 23:31 對應的譯詞是「kill」。因此猜想是表示「殺」的意思的

漢字。並且，英文欽定譯本中太 23:30、太 23:31 和太 26:48 太 26:48 分別

譯為「in the blood of the prophets」、「kill」、「hold him fast」、太

23:30 和太 26:48 當中沒有看到「殺」的詞。而且，在希臘語公認文本和古

亞美尼亞語譯本當中也沒有看到。也就是說，《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太

23:30 和太 26:48 裏「 」字的使用是拉沙自己的追加使用而已。並且，除

了《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當中太2:16、5:21、10:28、17:23、21:35、21:39、

22:7、23:34、23:35、23:37、24:9 使用了「殺」字以外，在太 5:21 裏也看

到了「杀」的異體字。「杀」字除了在太 5:21 以外也都沒有看到。

　　這個「 」字在拉沙1810年與馬士曼共同漢譯的馬可福音書《此嘉音由

𠲚嘞所著》的3:4也可以看到。這個1810年譯是刊行本，在裏面也可以看到

「殺」字（可 10:19、10:34、15:7）。如下例。下劃線為作者所添。

　可3:4 乃語衆曰．豈不合好於 咘嘟日．抑爲撆也．命可救耶．抑可　也．

衆皆默焉．

　可 10:19 爾識焉遺言・毌滛・毌殺・毌盗・毌誓訛言・敬爾之䨇親．

　可 10:34 衆等必嘲他・兼以鞭擊他・唾而殺之．三日間必復甦矣．

　可 15:7 一犯名巴罅巴・與其伴在獄・他之黨叛亂．而殺人．

　　在英文欽定譯本中可3:4、10:19、10:34的「殺」對應的是「kill」。可

15:7 的「殺」對應的是「murder」。而且它們在希臘公認文本中也是被區分

使用，可3:4，10:34用的是「ἀποκτείω」（殺害、根絕）、可10:19，15:7用

的是「φόνος」（殺害、殺人）。古代亞美尼亞語譯本中，可3:4是「կորուսանել」 

（to lose, to ruin, to destroy），可 10:19 是「 սպանաներ」、可 10:34

是「 սպանցեն」、可 15:7 是「 սպանեալ」，分別都使用了詞根「 սպա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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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來翻譯出「殺害」的意思。像這樣，在古代亞美尼亞語譯本裏有

相對應於《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中「 」與「殺」的區分使用，所以可以推

測《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的漢譯有可能是參考了古代亞美尼亞語譯本。

　　通過以上的考察，刊行本《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裏「 」字和「殺」字

的區分使用，在英文欽定譯本和希臘公認文本中都是沒有找到相對應譯詞。

但在古代亞美尼亞語譯本中卻找得到相對應的譯文，從而可以考慮「 」和

「殺」是基於古代亞美尼亞語譯本將其作為不同的詞語而翻譯的。

　　太23:30、23:31在馬可福音書裏沒有同樣記述， 但太26:48在可 14:44

裏有相同記述。可是，可 14:44 的翻譯是「獻者已與之暗號・曰・我親嘴者

是也．堅持・帶之而去」，看不到有「殺害」之意的譯詞。

　　例（7）「 」字在太25:18、太 27:7裏可以看到。這個譯詞在英文欽定

譯本的太 25:18 裏是「digged」、太 27:7 是「bury」，兩個不同的翻譯。另

外，官話合和本中是太25:18「埋藏」和太27:7「埋葬」，分別做了不同的譯

詞。但在《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裏面，這兩個詞沒有被區分翻譯，而是使

用了同一個漢字，此二詞之共通點為「埋」，所以可以判斷出這個字應該是

「瘞」的異體字。

　　例（8）「 」字只有在太 27:11 中看到。這裏的「 」字在英文欽定譯

本被譯作「asked」，「詢問」或「調查」的意思。《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裏的

「 」字沒有看到，但在可 5:40 看到了「譏」字。如下例，下劃線為作者所

添。

　可 5:40 衆等譏之．而令彼徃出．・乃𢃄婦之䨇親．・兼共他之人．而進於

女子所凭之處．

　　這裏的「譏」字，在英文欽定譯本中是「laughed」，「嘲笑」，「誹謗」的

意思。古代漢語的「譏」字有「誹謗」、「勸說」、「看」、「調查」的意思。太

27:11 的「 」字的意思應該是類似「調查」，所以考慮「 」字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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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譏」的異體字。

3.2. 有口字旁的漢字

　　口字旁的首見漢字都被用作音譯詞。 是在既存漢字上加上口字旁，不表

意只表音。如前所述， 雖然《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的音詞並不都是加了口

字旁的，但加了口字旁的漢字都是音譯詞。加了口字旁的漢字共見到 38 字，

如下例。下劃線為作者所添。

（1） （太 1:12、1:13）

　　太 1:12 他等帶回於咟嚊𠹹之後喏 𠰚㖿而産唦嚹哋喱唦嚹哋喱而産　

嚹咟啤嚧

（2） （太 17:4、17:10、17:11、17:12、27:56、27:57）

　　太 17:4 然嚊喥嚧荅于意 曰天主我等居於斯也但爾肯者隨我等搭幕屋

於此其一爲爾爲嚰 爲噫　𠮩𠺮

（3） （太 12:39、12:40、12:41、16:4）

　　太 12:39 他荅而說于等而醜兼娼婆之宗族求歆號無歆號賜唯𠰧　啞聖

人之歆號

（4） （太 1:6）

　　太 1:6 意思而産咑啤哋皇咑啤哋皇而産唦嚹 其母乃　喱亞之婦

（5） （太 1:4、12:41、26:36、26:59、27:32、27:46）

　　太 1:4 啞啉而産啞味　 而産哪 哪 而産唦亞嚹

（6） （太 1:14、1:15）



─ 55 ─

　　太 1:14 噫𠽔嚧而産 𡄍 𡄍而産啞嗛啞嗛而産噫唎　

（7） （太 8:11）

　　太 8:11 我說于爾多有人者必然從東而來于西邊與啞吧嚹　噫𠿗兼㖡呷

而坐于天主都矣

（8） （太 1:9、1:10）

　　太 1:9 啊𠲖㖿𠺮而産𠰧𠱁𠰧𠱁而産亞加嗉亞加嗉而産意 　㖿

（9） （太 1:1、1:16、1:18、2:4、14:1、16:16、16:20、21:1、22:42、

23:8、23:10、24:5、24:23、24:24、26:63、26:68、27:17、27:22）

　　太 1:1 噫 　喱𠺮喥宗族之書也他是咑咇哋之子而咑啤哋是啞吧嚹㘛

之子

（10） （太 2:1、2:5、2:6、2:8）

　　太 2:1 噫 生在咇哋　𠰧哋㖿噫嚕喥爲王之日覘見西方有英傑之人來

于意路唦呤

（11） （太 1:8、1:16、1:18、1:19、1:20、1:24、 2:13、2:19、8:28）

　　太 1:8 意唦而産𠰧　咈𠰧　咈而産 啉 啉而産啊𠲖㖿𠺮

（12） （太1:3、1:9、1:10、1:16、1:18、2:4、2:6、4:24、10:2、10:23、

11:21、11:22、13:55、15:2116:6、16:13、17:4、26:6、27:32、27:56、

27:57、27:59）

　　太 1:3 咑而産吪唎　唦嚹從咑𠲚吪喱　而産意　啉意　啉而産啞啉

（13） （太 1:10、1:11）



─ 56 ─

　　太 1:10 意 㖿而産𡂼嗱呲𡂼嗱呲而産亞 亞 而産𠰧　㖿

（14） （太 27:48）

　　太 27:48 頃刻間其中之一走而取𠺮餌𠴙　而沉于醋而按於竹被他飲也

（15） （太 13:55）

　　太 13:55 此非木匠之子乎他之母豈非𡂼唎㖿兼他之兄弟㖿箇咘兼𠰧　
𠰍咑

（16） （太 4:15、4:21、10:2、21:9、27:9、27:56）

　　太 4:15 　吧 之國兼嗱 咑𠿳之國于海邊 噋之背是嚥 之國加利喱

耶

（17） （太 11:21）

　　太 11:21 喡于爾箇嚹　喡于爾 哋唦𠲖咑咽此宏事所畢于爾亦畢于大

哩 噋他等必改過久矣他等欲改其過而坐于粗布之上兼炭也

（18） （太 4:15）

　　太 4:15 吧 之國兼嗱 咑𠿳之國于海邊 噋之背是嚥　之國加利喱

耶

（19） （用於單卷書名《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

（20） （太 14:1）

　　太 14:1 意嚧喥　唎 彼時聞然意 之威名

（21） （太1:17、3:9、4:15、10:3、11:21、16:17、21:17、27:16、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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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17 此皆即從啞　呤之宗族而生至咑咇哋乃十四代也從咑咇哋帶回

至咟嚊𠹹又有十四代矣隨時帶回于咟嚊𠹹之後至 唎 喥又有十四代矣

（22） （太 6:13、23:23、28:20）

　　太 6:13 而不可由我等爲邪色然救我等于匪事緣是爾之王都兼權柄兼爾

之威名于窮世也啞　

（23） （太 1:2、1:3、1:8、3:5、3:6、3:13、4:15）

　　太 1:2 啞吧嚹㘛而産意𠿗意𠿗而産㖡呷㖡呷而産　咑兼他之兄弟也

（24） （太 4:15、27:56）

　　太 4:15 吧　之國兼嗱 咑𠿳之國于海邊 噋之背是嚥 之國加利喱

耶

（25） （太 10:4）

　　太 10:4 士們㗎嗱𡄣哋 咑意士㗎　他献了噫嗉

（26） （太 4:13）

　　太 4:13 而離哪唦　他來而歇架鼻利腍之中所在于海坊于沙啤喃𠺶哋𠹹

（27） （太 1:4、1:5、1:6、1:7、1:10、6:24、12:42、13:55、16:16、

16:17、26:6、27:32）

　　太 1:4 啞啉而産啞味 而産哪 哪 而産唦亞嚹　

（28） （太 1:11、1:12）

　　太 1:11 𠰧口思㖿而産喏　𠰚㖿兼他之兄弟將時他等回於咟嚊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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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太 26:36）

　　太 26:36 而後意 來于等　𠺮𠲚 而說于弟子坐于斯我適于對靣而求

神也

（30） （太 25:20、25:25、25:28）

　　太 25:20 而後他所獲五個咑嗹哋拈來益五個咑唎　哋謂曰天主爾交我

五個咑唎 哋覘見餘外我贃益五個咑嗹哋

（31） （太 2:6、2:20、2:21）

　　太 2:6 爾咇哋 𠰧哋㖿之城比𠼏哋㖿之城爾非爲小也爾必出顕宦以治

我意 嚹𠲖　之民

（32） （太 1:1、1:16、1:18、1:21、1:25、2:1、3:13、3:15、3:16、

4:1、4:7、4:10、4:12、4:17、4:18、4:23、 7:28、8:3、8:4、8:5、8:7、

8:10、8:13、8:14、8:18、8:20、8:22、8:24、8:29、8:32、8:34、9:2、

9:9、9:10、9:12、9:15、 9:19、9:22、9:23、9:27、9:28、9:30、9:33、

9:35、10:5、11:1、11:4、11:7、12:10、12:15、12:25、13:1、13:36、

13:51、 13:53、13:57、14:1、14:12、14:13、14:14、14:16、14:22、14:27、

14:31、15:16、15:21、15:28、15:29、15:30、15:34、 16:6、16:8、16:11、

16:12、16:13、16:17、16:24、17:1、17:4、17:7、17:9、17:11、17:17、

17:18、17:19、17:20、17:22、 17:25、17:26、18:1、18:2、18:22、19:1、

19:14、19:18、19:21、19:23、19:26、19:28、20:17、20:22、20:25、20:30、 

20:32、20:34、21:1、21:7、21:9、21:11、21:12、21:16、21:21、21:24、

21:27、21:42、22:1、22:18、22:29、22:37、22:41、 23:1、24:1、24:2、

24:4、26:1、26:4、26:6、26:10、26:17、26:19、26:26、26:31、26:34、

26:36、26:49、26:50、26:51、 26:52、26:55、26:57、26:59、26:63、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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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9、26:71、26:75、27:1、27:3、27:11、27:17、27:20、27:22、27:26、 

27:27、27:37、27:46、27:50、27:54、28:5、28:9、28:10、28:16、28:18）

　　太 1:1 噫　 喱𠺮喥宗族之書也他是咑咇哋之子而咑啤哋是啞吧嚹㘛

之子

（33） （太 1:13）

　　太 1:13 嚹咟啤嚧而産亞　亞　而産噫唎啞嗛噫唎啞嗛而産噫𠽔嚧

（34） （太 5:22）

　　太 5:22 我說于爾誰人但無故而怒其兄必爲險也于審訊之日凢人但說于

其子兄　㗎他必爲險于議論之日凢說爾顛必爲險于陰間之火也

（35） （太 1:15、1:16）

　　太 1:15 噫唎 而産噫唎亞唦噫唎亞唦而産𡂼㖔𡂼㖔而産㖡　𡀨

（36） （太 1:4）

　　太 1:4 啞啉而産啞味 　而産哪 哪 而産唦亞嚹

（37） （太 1:14、3:7、11:23）

　　太 1:14 噫𠽔嚧而産　𡄍　𡄍而産啞嗛啞嗛而産噫唎

（38） （太 1:7）

　　太 1:7 唦嚹 而産囉咘　囉咘　而産亞啤㖿亞啤㖿而産意唦

　　這裏的38種帶口字旁的漢字，都是單純地地將口字作為偏旁加在了基礎

漢字的左側。可以考慮到拉沙是用這些帶口字旁的漢字來作音譯詞的簡明的

識別。其中，「 」和「 」是在「基督」的音譯語「 唎 喥」、「 唎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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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 喱𠺮喥」、「国主」的音譯詞是「 唎 」（太14:1）中被使用。「 」

字是作為「耶穌」的音譯詞「噫 」、「意 」、「法利賽人」的音譯詞「花

」而高頻度地出現。但這38個除去了口字旁的基礎漢字，找不到他們的任

何共通點，採用標準不明。特別是像「 」和「 」這樣的區分使用，跟《嘉

音遵𡂼 菩薩之語》裏面對於同一事物使用數個譯詞一樣，是同時使用了數

個漢字，這有可能是為了最終譯稿定本的候補而作的預備。

4．《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首見漢字在漢譯聖經中的繼承

　　這些首見漢字在之後的 1814 年瑪禮遜譯《新遺詔書》和 1822 年馬士曼

拉沙譯中，還有以後的各種漢譯聖經中都沒有被採用。但是，這46個字中有

14 個字在 1810 年作為刊本出版的馬士曼與拉沙譯馬可福音書《此嘉音由𠲚

嘞所著》當中確認到是有被繼承下來了。在這裏以有無口字旁為區分來進行

考察。

4.1. 沒有口字旁的漢字

　　這樣的漢字發現了兩個。 如下例所舉，第一行是 1810 年馬士曼與拉沙

譯，第二行是 1822年馬士曼與拉沙譯，第三行是1814年馬禮遜譯。下劃線

為筆者所添。

　　（1） （可 3:4）

可 3:4  乃語衆曰．豈不合好於口紗咘嘟日．抑爲撆也．命可救耶．抑可　也．

衆皆默焉．

　　　  其謂伊等曰・於口撒咟日當行善抑行惡乎・當救命抑殺命乎。惟伊等

不出聲。

　　　  其謂伊等曰、於口撒咟日該行好、抑行歹乎。該救命、抑壞命乎。惟

伊等弗出聲。

　　（2） （可 1:16、1:28、1:39、2:1、2:16、2:18、2:24、3:6、3:7、

5:1、5:9、6:3、6:22、9:4、9:5）



─ 61 ─

可 1:16  他從架　　亞．海邊．而逰 . 觀 們晏地盧．其兄撒網於海中．緣

他等是漁父也．

　　　  夫走加利利海邊時見西們同安得路厥弟兄拋網入海・盖伊等爲捕魚

者。

　　　  夫走加利利海邊時、見西們同安得路厥弟兄投網進海、蓋伊等為打魚

者。

　　從例（1）看來，1822年譯是全體性地受到了馬禮遜的影響，把1810年

譯的「 」改成了「殺」。例（2）是地名，可以看到 1822 年譯中沒有採用

1810 年譯，而是採用了馬禮遜譯。

4.2. 有口字旁的漢字

　　這些漢字共有 12 個。如下例所舉，進行考察。

　　（1） （可 3:17、6:53、7:26、13:14、14:3、15:21、15:40）

可 3:17  㖿嗰咘 . 嚊哋之子．而咽是㖿嗰咘之兄．他呼之．咘 噫　爲雷

霆之子．

　　又洗百氐之子者米士及若翰者米士之弟兄・此兩位・其加稱啵啞呢咡

咥・是卽雷之子也。

　　又洗百氐之子者米士與若翰者米士之弟兄、此兩位其加稱啵啞呢咡咥、

即是雷之子也。

　　（2） （可 1:1、6:53 、7:26、8:29、12:35、13:21、13:22、14:61、

15:32）

可 1:1 嘉音之始．乃從意囌　唎𠺮喥神之子也．

　　　耶穌基利士督神子福音之始也。

　　　耶穌基利士督神子福音之始也。

　　（3） （可 15:43、15:45）

可 15:43  啊唎嘛哋啊一賢士・名𠰧　呋・其待神之邦畿・於晡時・胆徃於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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嚹喥・而求意蘇之體．

　　故亞利馬氐亞之若色弗貴臣・亦望神之王者來・敢進于彼拉多求耶穌之

身。

　　故亞利馬氐亞之若色弗為貴、臣亦望神之王者來、敢進于彼拉多求耶穌

之身。

　　（4） （1:16、1:29、1:36、3:16、3:18、3:19、6:3、7:24、7:26、

7:31、8:27、8:29、9:41、12:18、12:35、13:21、13:22、14:3、14:10、

14:12、14:14、14:16、14:37、15:21、15:32、15:36）

可 1:16  他從架　　亞．海邊．而逰 . 觀　們晏地盧．其兄撒網於海中．緣

他等是漁父也．

　　夫走加利利海邊時見西們同安得路厥弟兄拋網入海・盖伊等爲捕魚者。

　　夫走加利利海邊時、見西們同安得路厥弟兄投網進海、蓋伊等為打魚者。

　　（5） （可 5:9、15:36）

可 5:9 意蘇問其何名．他對曰・吾名 　咹 .緣我軰不少矣．

　　又耶穌問之曰・爾名何也・其答曰・吾名乃軍也。盖吾等多矣。

　　又耶穌問之曰、爾名何也、其答曰我名乃軍也、蓋我們多矣。

　　（6） （可 1:30）

可 1:30 　嚰 之岳母．熱症．倚床． 少頃．他等以婦人之事告于意囌 .

　　惟西們之妻之母患瘧病臥榻。伊等卽以之告訴耶穌。

　　惟西們之妻之母害瘧病偃床、伊等即以之告訴耶穌。

　　（7） （可 1:20、2:27、2:28、3:2、3:4、3:8、3:17、3:22、3:23、

3:26、4:15、6:2、6:11、6:45、6:53、7:6、8:22、16:1）

可 1:20 俄頃他叫衆人．而他等則離其父．　卑地於船．㒰其㒋而徃其後．

　　其卽召伊等・而伊等就離父洗百氐同傭人等在船而隨之。

　　其即召伊等、故伊等一面離父洗百氐同傭人等在船而隨之。

　　（8） （可 2:14、3:18）

可 2:14  他從彼而徃．觀啞囉肥亞之子．𠲚　.坐．爲𠬧餉銀也．說於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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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予．而他隨之矣．

　　經過時其見亞勤非五子利未坐在納餉之所・謂之曰・爾隨我・其卽起而

隨之。

　　逕過時其見亞勤腓五之子利未坐在拿餉之所。謂之曰、爾從我。其即起

從之。

　　（9） （可 1:5、1:9）

可 1:5 意𡀔唦啉 .並𠰧哋啞一國俱徃於他．被他蘸於　噋之河．

　　且如氐亞諸方連屬耶路撒冷者出就之。而諸由之得蘸于若耳但之河・自

謝認己罪。

　　且如氐亞諸方連屬耶路撒冷者出就之、而諸由之得洗于若耳但之河、自

謝認伊罪。

　　（10） （可 1:36、3:16、3:18、6:3、14:37、15:21）

可 1:36 　同他來之人．

　　時西們同偕之者後隨。

　　時西們同偕之者後隨。

　　（11） （ ：可 5:22、5:37）

可 5:22 指視來有一個廟中管事・名哋𠲖　・觀之・俯於其足・

　　而却有公所吏之一名牙以路士來到・而見耶穌卽俯伏足下。

　　時卻有公所吏之一、名牙以路士來到、而見耶穌即俯伏足下。

　　（12） （可 3:18、6:15、6:17、6:53、7:1、7:3、7:5）

可3:18 哋 .啤唎嚊．罷多羅貓．𡂼 ．嘟㖿嗰咘．是亞 亞時之子．兼

咑哋嗚 㗎嗱噫亞．

　　又有安得路與腓利百・巴耳多羅茂・馬竇・多馬士・亞勒腓五之子牙可

百・大氐阿土及加亞南之西們。

　　又有安得路、及腓利百、及巴耳多羅茂、及馬竇、及多馬士、及亞勒腓

五之子者米士、及大氐阿士、及加亞南之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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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也是有口字旁的 12 個漢字在馬可福音書中都被當作音譯語來使用。

例（11）在 1807 年譯中使用的「 」作為「 」，可以看到在 1810 年譯中

的「爐」的字旁被異體字的「炉」的字旁所替換，這有可能是做刊本的時侯，

漢字「爐」的筆畫太多，技術上比較難，而採用了筆畫比較少的「炉」字。

另外，這有口字旁的 12 個字，不僅在 1822 年馬士曼與拉沙譯當中完全沒有

找到，例（5）的「群」的譯詞在 1810 年譯當中以音譯已被翻譯出來，但在

1822 年譯當中卻跟馬禮遜譯一樣以意譯「軍」翻譯了出來。例（8）當中的

「𠲚 」（馬太）被翻譯的地方，在 1822 年譯中跟馬禮遜譯一樣被翻譯成了

「利未」。所以可以再次確認1822年譯極深地受到了馬禮遜譯的影響，以其為

依據來漢譯的。

結語

　　至此，考察了拉沙譯《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的46個首見漢字。將其

分為有口字旁和沒有口字旁的漢字，沒有口字旁的漢字有 8個，約佔全體的

17％ ；有口字旁的共有 38 個，約佔全體的 83％。口字旁的漢字，都使用作

音譯詞，採用了在原本漢字的左邊加了口字旁，而且除去了口字旁的基本漢

字以外，還有異體字、行書和草書體。另外，也可以確認到對於同一事物的

表記有複數個譯詞一樣。在漢字上，也是用複數個漢字來表記，用以作為複

數個候補。

　　除此之外，拉沙譯《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中所看到的 46 個首見漢字，

在1810年出版的刊本馬士曼與拉沙譯《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中可以確認到有

14個字得到了繼承。但是，在1822年馬士曼與拉沙譯當中不僅這14個漢字，

46 個首見漢字都沒有被繼承下來。這是因為 1822 年譯極大程度的依據了馬

禮遜譯。馬禮遜譯是在1810年完成了「使徒行傳」的漢譯，馬禮遜譯沒有參

考馬士曼參與的 1810 年《此嘉音由𠲚嘞所著》的漢譯。但直到 1822 年的某

一時期，由馬士曼主導的依據馬禮遜譯的漢譯開始了。馬士曼與拉沙譯依據

格里斯巴赫希臘文本校對了1810年「馬太福音書」、1813年「約翰和約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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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John and Epistles of St. John）」、1816 年「新約聖經」3），馬士曼與

拉沙譯以馬禮遜譯為依據是從1816年的「新約聖經」開始的可能性很大。這

三個譯本現在還都沒有找到。找到這三個譯本，尤其是1816年譯本並對其譯

文的研究是今後很希望能去做的課題。

　　本文受助於 JSPS 科研費 19K00570。

註釋

 1） 參照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Thomas 

T. Skillman. Lexington, K. 的第 141-144 頁。

 2） 對於同一事物有數個譯詞是《嘉音遵𡂼 菩薩之語》漢譯的一大特點。這有可能

是拉沙為了最終定稿所作的候補譯詞，因而在這裏沒有將譯詞統一卻是留下了數個

譯詞的原因。

 3） 這三個譯本的存在是根據John R. Hykes1916的記載。其中提到了1813年刊本出

版的馬士曼與拉沙譯「John and Epistles of St. John」，可能指的是「約翰福音

書」與「約翰一書、二書、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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