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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泽平先生的《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是一部研究福州方言历史演变的著作。
如书名所示，全书阐述福州方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
笔者有幸得见书稿，觉得这是一部优秀的著作。
细读以后，以为全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作为方言历史演变的研究之作，《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中细节之丰富，远非同
类研究著作所能比拟。
一般的方言历史比较研究，通常只涉及百余年间某些音类的变化，内容无多，篇幅也有限。
《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则对一百多年前福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现象做了全面的描写。
而且自《戚林八音》至今，19世纪时福州方言中哪些语言现象已经完成变化，哪些正在发生变化，哪
些尚未发生变化，无不清楚说明，提供了一幅方言变化发展的详细画卷。
这样的写法，是其他汉语方言的历史研究值得借鉴的。
　　当然，《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能够提供百余年前方言如此丰富的细节，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文
献材料可用。
这就是当时传教士记录的有关的方言材料。
传教士研究汉语方言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宗教宣传，但他们具有现代语言学的知识，记录分析汉语方言
的能力是我国传统的方言研究者所不能比的。
他们又具有r宗教的热忱，为了掌握传教所需的方言，他们对这一方言的深入观察，细致描写，广泛收
罗，往往令人惊叹。
比如R.S.Maclay（麦利和）和C.C.Baldwin（摩怜）《福州方言拼音字典》（1870）收有福州方言83个字
头，即使删除其中的生僻字和异体字，再补充方言俗字，据此整理的同音字汇也可收字达3千多，和
《方言调查字表》相仿，而从《字典》的3万余词语中删除大量书面语词后，也得以收入6920条词语。
此外，从前述两作者的《榕腔初学撮要》（1871）和C.S.&A.E.（2hampness夫妇的《福州方言入门二十
课》（1904）中，还能提取约800个短语和句子，用作语法的观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

内容概要

　　《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传教士福州土白文献之语言学研究》中，笔者打算研究19世纪传教士
留下的福州方言资料。
这项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完成一个19世纪福州方言的“调查报告”。
只有先建立起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平面，才能再进一步，讨论从那时起到现在福州方言发生了哪
些变化，这是《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传教士福州土白文献之语言学研究》的第二个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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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时的福州地方官府对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不欢迎，最初不让他们在市区所在闽江北岸落脚。
但在朝廷对列强软弱无力的大环境下，官府对传教士的顽强努力也无可奈何。
传教士的立足点和活动范围逐步扩大。
1850年在闽江南岸的保福山购置了地产，建起寓所。
1853年建立了寄宿学校，起初规模很小，男女生兼收。
1856年仓山的天安堂和台江茶亭的真神堂两座颇有规模的礼拜堂相继建成。
1859年又在城内设置了布道所，在仓山办毓英女校，建立美华书局。
到1860年已有56个当地人受洗人教。
③欧美传教士到亚洲各处宣讲布道，发展教徒，筹建教堂，办学办医馆，由点及面逐步扩大新教区，
手段和过程都差不多，这些我们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
我们关心的是来到福州的传教士学习、研究和使用福州方言的史实。
　　传教士抵达福州之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学习福州话。
这不仅是传教的需要，也是在当地生存的需要。
在当时的福州，不仅没有人懂英语，绝大多数民众连官话也不懂。
杨顺在曼谷时曾学了一些闽南话和一些官话，但在福州一上岸，他发现这两种汉语在福州全用不上。
几天之内，他就开始跟着一个当地的教师学习福州话。
这是历史上福州话与英语的首次接触。
随着这种语言接触的扩大和深化，产生了一批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记录、描写福州方言的文献资料。
自此，这样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汉语南方方言进入了欧美语言学家的视野。
　　我们可以拟想当时的状况。
一批洋人到了福州，找到了可以来教他们说福州话的教师后，在双方没有共通语言，并且没有任何双
语教材、工具书的情况下开始教学，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靠着对传教事业的热忱和基督教徒的坚忍精神，他们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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