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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ꎮ 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ꎬ思想开明

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ꎬ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ꎬ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

的语言资源ꎬ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ꎮ 他们都为晚清

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ꎬ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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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８ 年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发表ꎬ标
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正式拉开帷幕ꎮ 裘廷梁提出

“崇白话而废文言”是晚清知识分子中较早提出用

白话取代文言的语言变革主张ꎮ 他直接在«论白话

为维新之本»中指出白话有八大益处:“省日力、除
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

民ꎮ” [１]与此同时ꎬ梁启超的新文体ꎬ黄遵宪的“我手

写我口”的文学主张ꎬ以及各地兴起的白话报ꎬ把晚

清白话文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ꎬ使白话承担着

启蒙与自强的时代使命ꎮ 可见ꎬ晚清白话文运动是

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ꎬ它
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了蓄势ꎬ是五四白话文运动

的前奏与铺垫ꎮ 近年来ꎬ学术界研究了晚清白话文

运动的现象、成就及其表现ꎬ对晚清白话文运动进行

了得失判断ꎮ 在这些研究中ꎬ我们发现ꎬ人们对晚清

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研究略显不足ꎬ特别是晚清的农

民运动、传教士的翻译以及晚清官僚对白话的提倡

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的关联却鲜少提及ꎮ 因为

此ꎬ本文试从以上三个维度探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

发生ꎮ

一

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以先

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

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ꎮ”先秦诸子、两汉辞

赋、史传散文ꎬ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

的范围ꎮ 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ꎬ注重典故、
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ꎮ 文言成为人们

书写的范式ꎬ而后人只能在范式内表情达意ꎮ 与此

相对的是白话ꎬ即来自底层民众的生活语言ꎬ被视为

“不登大雅之堂”的“引车卖酱者之流”的语言ꎬ主要

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ꎬ特别是下层人民的交流中ꎮ
书面交流使用的一种语言ꎬ口语表达使用的却是另

一种语言ꎬ这就造成了言和文的分离ꎮ 这种分离的

堡垒随着封建统治而逐渐森严ꎬ并成为封建文化、等
级制度的体现ꎮ

文言推崇的是尊古复古ꎬ讲究语言的继承性ꎮ
正如传教士丁韪良指出文言教育的缺陷在于:文字

代表一切ꎬ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ꎬ人们把精力花在提

高文字功夫而不是研究事物ꎬ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

力[２]ꎮ 传教士发现文言的继承性其实指的是文言

尊古复古性ꎬ这种语言一旦遇到外来冲击ꎬ就不能适

应社会发展ꎬ鸦片战争后文言无法应对新的需求就

是实证ꎮ 晚清比较开明的士大夫如曾国藩、左宗棠、
魏源、李鸿章、奕訢等都提出了学习外语ꎬ补充文言

之不足ꎮ 晚清开明士大夫在开展洋务运动的过程

中ꎬ逐渐发现文言与西方语言难于沟通带来很大障



碍ꎬ如奕訢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今语言不通ꎬ文
字难辨ꎬꎮ” [３]３晚清采取措施鼓励人民学习外国

文字并对精通者以优奖和委以重任:“学习各国文

字之人ꎬ如能纯熟ꎬ即奏请给以优奖ꎬ庶不致日久废

驰ꎮ” [３]４甚至晚清掌握实权的重臣李鸿章也极力倡

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字ꎬ他在«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

馆折»中指出:“目前准总理衙门来咨ꎬ遵议设学习

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为同文馆等ꎮ 伏惟中国与洋人交

接ꎬ必先通其志ꎬ达其欲ꎬ周知其根实诚伪ꎬ而后有称

物乎施之效ꎮ” [３]１７３ “臣拟请上海仿照同文馆之例ꎬ
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馆ꎬ选近郡年十四一下ꎬ
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ꎻ人数既多ꎬ人才斯

出ꎮ”“果有精通西文ꎬ转相传习ꎬ一切轮船火器等巧

技ꎬ当可由渐通晓ꎬ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ꎮ” [３]１７５

李鸿章认识到器物变革与语言变革的关联性ꎬ可以

说封建统治阶级开明人士语言观的转向来自于洋务

运动实践和中西语言对照下的差异性启示ꎮ 同治帝

也亲自颁定谕书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ꎬ遵议设立学习外国语

言文字学馆为同文馆ꎬ当经照所议行ꎬ该衙门已行知

该将军等遵照矣ꎮ” [３]６洋务运动以来ꎬ设立同文馆、
各省设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

堂ꎮ 在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里说:“诸学皆徒习

西学、西语、西文ꎮ” [３]３３可见ꎬ晚清统治阶级对西方

语言文字的关注、提倡打破了文言作为官方语言的

独尊地位ꎬ同时西方语言的词汇、语法ꎬ西方书籍的

翻译也正是在官方对西文与西学的提倡中大量涌

入ꎬ一定程度上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用白话大量翻

译西方书籍提供了合法性的途经ꎬ而这种影响往往

是代表官方的语言策略ꎬ远远大于民间立场的革新ꎮ
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要求突破文言的限制

外ꎬ晚清被派到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直接体验了西

方文化ꎬ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富强来自于民智大开ꎬ从
而呼吁启迪民众ꎮ 他们首先从革新语言文字入手ꎬ
承认文言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和文化载体的长处的

同时ꎬ也发现文言的弊端ꎬ言文分离和文言的难学与

难写ꎬ如梁启超发表«论幼学»批评汉字难学:“西人

每岁创新法ꎬ制机器者ꎬ以十万计ꎻ著新书ꎬ得新理

者ꎬ以万计‘而中国无一焉ꎮ 西人之文ꎬ以声为

主ꎬ故字虽多而识字易ꎻ中国之文ꎬ以行为主ꎬ故字虽

少而识字难ꎮ”晚清知识分子批评了文言的言文分

离ꎬ难学难识ꎬ正好抓住文言的切要之处ꎬ他们对文

言的批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ꎮ
晚清开明的统治者、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方面主

动认识到语言与自强的关系ꎬ提出学习西方语言ꎻ另
一方面从启蒙的立场提倡白话文ꎬ普及文字ꎬ而这种

语言策略影响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展ꎬ晚清白话

文运动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来展开的ꎮ

二

晚清农民运动在革命过程中推行白话文以利于

政策的上传下达ꎬ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忽略了晚清农

民运动的白话文实践到底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

怎样的语境与资源的探讨ꎮ
在封建社会ꎬ使用白话的主体主要是底层民众ꎬ

由于文言的难学难识ꎬ他们大多被排斥在文言的门

槛之外ꎬ也被排斥在权力话语之外ꎮ 晚清史上太平

天国农民运动把语言诉求与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ꎬ
为了配合革命的宗旨ꎬ在语言上反对文言ꎬ提倡白

话ꎮ 晚清农民运动的语言主张与晚清封建统治阶级

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截然有别ꎬ晚清代表官方的语言

变革“只是在‘用’的层面上来讨论白话文的意义ꎬ
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 ‘体’ 仍是古朴典雅的文

言ꎮ” [４] 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语言策略是把反对

文言与反对封建统治联系在一起ꎬ如洪仁玕在«资
政新篇»里“反对不务实学ꎬ专事浮文的学风ꎬ提倡

文以 纪 实ꎬ 言 贵 从 心ꎬ 切 实 明 透ꎬ 使 人 一 目 了

然ꎮ” [５]６２而浮夸、堆砌辞藻等文病恰好是文言的通

病ꎮ 他们在反对文言的基础上抵制封建文化ꎬ“反
对文言经典如儒学经书ꎬ捣毁庙宇、偶像、查禁孔孟

妖书”等活动[５]２０２ꎮ 天平天国即定都南京ꎬ建立了农

民革命政权ꎬ公开与清王朝分庭抗礼ꎬ势必要否定一

切封建制度ꎬ建立起一个新的统治思想体系ꎮ 这样ꎬ
儒学传统将会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浩劫ꎬ太平天国进

一步把经书宣布为妖书ꎬ严禁军民习诵和收藏ꎮ 以

致发出严令:“凡一切妖书如有做念诵教习者ꎬ一概

皆斩ꎮ” [５]２３２天平天国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申明:“凡
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ꎬ皆不准买

卖藏读也ꎬ否则问罪ꎮ” [５]３１３由此可见ꎬ一旦言说白话

的话语主体取得政权ꎬ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

系ꎬ废除文言并给白话赋予合法化地位ꎮ 天平天国

运动是第一个真正扛起反文言ꎬ提倡白话的革命团

体ꎬ虽然他们只是在实践层面提出一些反文言、反传

统的措施ꎬ没有提供理论上的支撑ꎬ不足以与牢固的

文言话语系统相抗衡ꎬ而且包括洪秀全ꎬ洪仁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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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人受儒学思想影响ꎬ在反抗传统提倡白话的

主张时呈现出动摇状况ꎮ 但是他们的文化政策对文

言产生了冲击ꎬ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用白话传播新

思想对抗封建堡垒文言的斗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ꎮ
甲午中日战争后ꎬ由于晚清腐朽的统治ꎬ帝国主

义的侵略ꎬ更加激起农民的不满ꎬ于是清朝末年再次

爆发了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ꎮ 义和团宗旨“扶
清灭洋”ꎬ把帝国主义ꎬ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传教

势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ꎮ 义和团运动的成员几乎都

来自底层ꎬ主要是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ꎬ他们在革命

过程中采用的语言策略必然与革命成员的构成有着

极大的关联ꎮ “晚清白话文的兴起缘自于中日甲午

战争之后的民族主义思潮ꎬ在变法自强的强烈呼声

中ꎬ出于开启民智的考虑ꎬ新知识者始把白话纳入了

关注的视野ꎮ” [４]演说、报纸、白话书籍、白话教科书

等等都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表现形式ꎮ 义和团运动

发生于晚清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ꎬ义和团运动

的成员构成决定了革命运动的语言策略ꎬ也决定了

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策略的区别ꎮ 胡适早在

１９２２ 年就曾作出这样的断言:“晚清白话文运动的

倡导者们只是出于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的需要才力

倡白话ꎬ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仍是文言ꎬ他们的最大

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

‘他们’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ꎬ只有到

了五四时期ꎬ这种局面才得以完全改观ꎬ白话文终于

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形式ꎮ” [６] 胡适的言下之

意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根本上没有动摇文言

的根基ꎬ而义和团运动的革命动机和革命方式动摇

了文言赖以存在的根基ꎬ由于他们的成员构成主要

是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ꎬ而这些都是言说白话语言

的主体ꎬ相反文言对他们来说显得“高深难解”ꎬ因
而他们在宣传革命主张和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和手工

业者时ꎬ必然采用所熟悉的语言方式—白话语言ꎬ不
存在像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先知启蒙者“我们”与被

启蒙者“他们”的区别ꎮ 义和团运动就是用熟悉的

白话语言宣传革命ꎬ其方式多种多样ꎬ既有来自官方

形式的揭贴、告白ꎬ也有适合革命宣传的传单、咒言、
歌谣形式ꎬ这些革命宣传的语言几乎都是来自底层

地地道道的白话ꎮ 如义和团一则告白“修铁路、架
电报ꎬ制造洋枪洋炮ꎬ机器工艺ꎬ尤为其乖戾指天性

所好ꎬ奉机车、气球、电灯为上品ꎮ” [７]５１有的告白甚

至以通俗的民谣形式号召人们“烧铁道ꎬ拔电杆ꎬ海

中去翻火轮船” [７]３７ꎮ 义和团的歌谣非常口语化ꎬ把
民间口语几乎是民众的日常用语直接用于革命宣传

中:“义和团红灯照ꎬ音乐会吹灯ꎬ音乐会法器

响ꎬ好似天兵降九霄ꎮ 哈哈笑ꎬ笑哈哈ꎬ义和团能上

法ꎮ 哈哈笑ꎬ笑哈哈ꎬ义和团能吹灯ꎮ 上法吹灯ꎬ吹
打上法ꎬ一定要把洋人打垮ꎮ” [８] “几段青烟ꎮ
透大清ꎮ 黄旗几个ꎮ 到西东ꎮ 一段黄沙ꎮ 耀眼明ꎮ
八面威风ꎮ 追鬼叫ꎮ 一身铁胆闹江东ꎮ 可笑可笑不

用问ꎮ 就知道ꎮ 黑阻路ꎮ 白当道ꎮ 众神惊ꎮ 诸神

叫ꎮ 披金甲ꎮ 云雾消ꎮ 洪(红)灯照ꎮ 三五七八就

知到ꎮ 那是你看ꎮ 可笑不可笑ꎮ” [９] 义和团的革命

歌谣的宣传形式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革命圣地

得到了遥远的呼应ꎮ 除了告白、歌谣、民间口碑以

外ꎬ义和团为了吸引大量的团民ꎬ散布了大量浅显通

畅的揭帖:如
“四海风云架海潮ꎬ争权争教又争朝ꎮ
西风未尽南风起ꎬ兵火相连野火烧ꎮ
天下各省谁为主ꎬ满天星斗与孽妖ꎮ
生灵到底归何处ꎬ只见明灯路一条ꎮ
还我江山还我劝ꎬ刀山火海爷敢钻ꎮ
哪怕皇上服了外ꎬ不杀洋人誓不完[１０]２９￣３０ꎮ
这些揭帖形式上采用七言诗歌形式ꎬ句尾还押

韵ꎬ每句字数相等ꎬ运用了白话表达了新思想、新事

物ꎬ文字朴实ꎮ 在天津ꎬ义和团散布的揭贴遍及大街

小巷ꎮ 诸如: “神助拳ꎬ义和团ꎬ只因鬼子闹中原

天下雨ꎬ地发干ꎬ全是教堂遮住天ꎮ”“兵法

艺都学会ꎬ要平鬼子不费难ꎮ 折铁路、拔电杆ꎬ紧急

毁坏火轮船ꎮ” [１０]２９￣３０

同样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革命形式上ꎬ也用白

话公布布告、公文、诏旨、兵册、馆街名册和家册ꎮ 义

和团农民运动在语言上的革命诉求ꎬ虽然不像太平

天国那样有明确的纲领ꎬ并进一步提出反对儒学ꎬ提
倡朴实简易的文风ꎬ但是义和团在使用白话的程度

上比天平天国更加口语化ꎮ 义和团领导阶层不像太

平天国起义者那样把反对文言与批判儒学经书联系

在一起ꎬ并有意地使用白话挑战文言的权威ꎮ 义和

团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底层农民和手工业者ꎬ
即使后来成员纷杂ꎬ他们的话语方式决定了其口语

化的语言策略ꎮ 这一点正好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相

反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起者饱读经书ꎬ深受儒家

思想的影响ꎬ如洪秀全是在科举取士多次失意后回

家乡发起农民运动ꎬ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多年ꎬ对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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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见识ꎮ 所以他们宣传革命所选择的语言就形

成了“我们”与“你们”的区别ꎬ与晚清开明地主和知

识分子的语言策略相似ꎬ虽把白话作为一种革命的

工具ꎬ但内心认可的还是文言ꎮ 如洪秀全自己一边

禁儒书ꎬ一边私下看经书著作ꎬ看完立即烧掉ꎬ而动

员民众参加革命和宣传革命纲领时采用白话的布

告、公文等ꎬ这种注重语言转换的革命形式与义和团

相似ꎬ但义和团的发起者直接来自底层民众ꎬ他们在

进行政策宣传与动员时ꎬ白话化程度和形式比天平

天国更加彻底ꎬ几乎找不到文言的踪影ꎮ 比如义和

团的揭贴、布告、书信、碑文以及坛谕、团规、戒条等

等几乎都采用老百姓的口头语言ꎬ甚至直接采用民

众的歌谣形式进行宣传ꎬ起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ꎮ
这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统治者产生了影响ꎬ
他们发现白话简单易懂ꎬ在宣扬政策方面能够充分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ꎬ于是他们也采用白话歌谣来推

行自己的政策ꎮ 如袁世凯为了分化瓦解义和团ꎬ就
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ꎬ仿效曾国藩、罗泽

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ꎬ通过官吏、乡
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宣讲生ꎬ直接向群众进行劝

导ꎬ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ꎬ他还广贴告示ꎬ奖
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主民团ꎮ 可见ꎬ
晚清农民运动把白话作为革命宣传与发展的工具ꎬ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谣宣传革命方针政策ꎬ它的

朴实易懂简单的文风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启蒙民众

的语言诉求不谋而合ꎮ 只不过是这种语言主张随着

革命的失败并没有席卷全国形成全面影响ꎮ

三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不可忽视外来因素的影

响ꎮ 外来因素主要是传教士、翻译文学对晚清白话

文运动的发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ꎬ特别是欧式白话

和语法的传入ꎬ构成了现代白话的主要形式ꎬ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发展起过极为

重要的作用” [１１]ꎮ 鸦片战争后ꎬ传教士借助不平等

条约在中国活动的范围和权力逐渐加大ꎬ他们在宣

传西方宗教的同时ꎬ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化的冲

突和语言的障碍ꎮ 正如上海清心书院的美国北长老

会传教士范约翰回忆ꎬ他来华之初传教“苦于风土

人情不谙ꎬ语言文字之隔膜ꎮ” [１２]１１为了有利于

传教ꎬ“他们广泛开展新闻、出版、教育和社会改革

活动ꎮ” [１２]１７其中办学是传教士最重要的辅助宣道的

手段ꎬ他们兴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ꎬ同时把西方的教

育制度和教育理论传入中国ꎬ提出:“教育不能灌输

教条应把知识和能力相结合ꎮ” [１２]９６教会学校的兴办

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儒学经书的教学方

式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言接受的广泛性ꎮ 由于

西方传教士传教主要集中在下层民众ꎬ为了提高他

们的知识水平ꎬ教会学校为下层民众和妇女打开了

接受知识的大门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高墙壁垒ꎮ 另

一方面ꎬ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ꎬ建立了强大的出版机

构ꎬ以编译西书ꎬ翻译介绍了西方科技、经济、法律、
政治、社会学说ꎬ以及宗教神学ꎬ最早把古希腊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进化论ꎬ特别是宇宙进化论和生物进

化论介绍到中国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西学

的需要ꎮ 传教士介绍西学ꎬ兴办学校ꎬ改革教育体

制ꎬ办报纸ꎬ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晚清白话文运

动不相关联ꎬ实质上这些措施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

发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ꎬ当
两种文化相遇时ꎬ首先是在语言产生上生出同化过

程ꎮ 比如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文化ꎬ引入了大量的欧

化的词语ꎬ特别是光、电、气、地球等等全新概念ꎬ在
引入欧化词语基础上ꎬ还引入西语的语法ꎬ改变了文

言的语句逻辑结构ꎬ这些都对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

文言语言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ꎮ
从实践层面上看ꎬ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学校ꎬ语言

方面的课程占了很大的比重ꎬ曾有一份教会学校的

课表如下:
首年:认字写书、浅解辞句、讲解浅书ꎮ
二年:讲各国简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ꎮ
三年:讲各国地利、读各国史略ꎬ翻译选编ꎮ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１２]１４９ꎮ
这是教会学校九年制的教学课表ꎮ 从课表中我

们可以看出ꎬ首年教会人们学会认字是入学的首要

条件ꎬ显然把语言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ꎬ几乎每年都

要学习翻译ꎬ还要学语法ꎬ而语法是欧化白话最重要

的语言特征ꎮ 教会学校比较重视语言教育ꎬ激起了

人们对西语学习的热情ꎮ 如 １８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申
报»以«论西人渐染浮嚣之习为题载»写到华人学习

西语的热情:
“上海为通商大埠ꎬ西人之处此者最多ꎬ华人类

多效其所为ꎮ 其制造灵巧不能学ꎬ乃学其浅近者ꎬ效
其语言ꎬꎮ” [１３]２２１

晚清的翻译促进了欧式白话的形成与输入ꎮ 晚

清翻译中ꎬ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传教士和晚清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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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翻译ꎮ 翻译首先要找到两种语言语意相对应的

语词ꎮ 由于中西长期隔绝ꎬ文化迥异ꎬ如何在中国语

言文化中寻找相类似的概念、范畴和术语来恰当地

表述西方异质文化ꎬ这对于晚清长期以来的以尊古

复古的文言书面语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ꎬ也是相当

困难的问题ꎮ 比如“传教士翻译«圣经»是对 Ｇｏｄ 一

词应做“天主”、“上帝”还是“神”就曾有过激烈争

论ꎮ” [１３]１００翻译产生的词语主要来自两个方面ꎬ一方

面是寻找相类似的概念和术语ꎬ就像上面我们所说

Ｇｏｄ 一词译作上帝就是根据中国的天人观念而来ꎬ
寻找相似的文化内涵ꎮ 另一方面就是直译ꎬ在中国

语言文字里无法找到类似的词ꎬ就直接引入了这些

新词语ꎬ这些词语融入到欧化的白话中ꎬ大多数是属

于自然科学的术语ꎬ他们构成了欧化白话的主要来

源ꎮ 比如翻译西方书籍产生了一些新的词语ꎬ比如

“«代数学»与«代微积拾级»的翻译发行不仅向中国

学者介绍了符号代数与微积分分学的基本内容ꎬ而
且在中国数学史上创立起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符

号ꎮ 其中如代数学、系数、根、多项式、共程式、
常数、变数、自变数、ꎮ” [１３]１６９这些新词语创造得

很贴切ꎬ并且沿用到现在ꎮ 晚清翻译中这样类似的

新词语还有很多ꎬ主要表现在化学、物理和医学ꎬ还
有哲学领域里ꎬ比如坦克、大炮、自行车、火车、化学

各元素的词语等等ꎮ 再如“哲学“一词ꎬ是从日本输

入的ꎮ 原来的译名并不固定ꎬ有心理学、心灵学、理
学、心智之学等多种译法ꎮ ２０ 世纪初ꎬ哲学一词使

用增多ꎬ才逐渐固定下来ꎮ” [１３]１８３可见ꎬ翻译创造的

新词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它还要符合各自语言文

字的文化习惯ꎮ 这些新词语构成了现代白话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是现代白话的重要体现ꎬ正如朱自清先生

在«经典长谈»中指出:“白话文不全跟着国语的口

语走ꎬ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ꎬ却有意跟着翻译的

白话走ꎮ 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ꎬ也是国语的现

代化ꎮ” [１４]

当然晚清传教士翻译也有局限性ꎬ他们翻译的

著作大多是传教士口译ꎬ再由国人笔述ꎬ所以翻译的

语句还是按照文言的文法来翻译的ꎬ只是在其中夹

杂了一些新词语ꎮ 下面我们摘取一段传教士玛高温

口译ꎬ华衡芳笔述的«地学浅释»的翻译:
“地球全体均为土石之质凝结而成ꎬ人若未常

深求其故ꎬ以为尚能察究金某石之所在或浅或深已

足以致用矣ꎮ 及细考之而知地质时有变化及其变化

之故有关生物者ꎬ则不得不再究其鸟兽鱼草木之种

类以为识别ꎮ 如是究源竟委ꎬ遂成地理一家ꎮ” [１５]

由于译书与笔述分开ꎬ导致了传教士翻译文学

里很显著的一个特点ꎬ新词语、新思想、新事物里夹

杂着文言语法结构ꎮ 那么作为晚清饱学西学的知识

分子ꎬ他们在撰写著作和翻译西方书籍时也是在文

言语法基础上翻译的ꎮ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

论»后ꎬ又陆续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
学»ꎬ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书ꎬ他翻译的著作是在文言句法的基础上进行翻译

的ꎬ以至于人们读不懂他的著作ꎬ严复自己在«群己

劝界论»的凡例里曾说:“海内读吾译者ꎬ往往以不

可猝解ꎬ皆其艰深ꎮ 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ꎮ 理本

奥衍ꎬ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ꎮ” [１６]这是因为古文不能

翻译外国近代文学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ꎬ严复在这

里所说的原书之难一是文言里无法找到与之意义相

似的新词语ꎬ二是文言结构无法表达复杂的文句ꎮ
但是他们译书中的新词语、新思想、新事物以及偶尔

夹杂的欧式语法深深影响了晚清白话文运动ꎮ
我们探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进入ꎬ可以从官方的立场和民间的立场进行梳

理ꎮ 但是我们发现ꎬ晚清封建统治者、传教士把白话

作为工具性语言ꎬ农民运动把反文言倡白话与反封

建当作并行的政治策略来推行ꎬ截然对立的阶层与

个体对白话的支持态度亦是晚清白话文运动获得普

遍支持的重要历史原因ꎬ当然传教士欧式语法ꎬ新词

语的输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西方语言的语

法、结构和语词ꎬ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合力支撑是

晚清白话文运动发生的重要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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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 Ｗｅ ｔ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ａｗ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ꎻ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ｉ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ｄ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
ｌ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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