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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官話課本研究Y序

李新魁

中山大學中文系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瀨戶口律于教授的著作〈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即將和讀者見面，

這是語言學界和文化史學界的一件喜事。我較早地拜讀瀨戶口教授的這部著作，很樂

意向讀者介紹自己閱讀這部書的一些粗淺體會。

琉球是中國東南面一重島嶼的名稱，現屬日本的沖繩縣。明代之際，在這些島嶼

上建立有中山、山南、山北三個王國。中國明太祖洪武五年( 1372 ) .曾。在行人楊載

將明王朝建立的事詔告琉球諸國。中山王察度即保遣他的弟弟泰期跟隨楊載到中國來

朝見朱元璋，進頁方物。朱元璋也賞賜有加。此後，中國的明室朝廷，就與琉球諸國

建立了冊封和朝責的政治關係。到了明末清初，琉球雖屬於日本，但仍與中國的封建

王朝保持著這種關係 o 從明初至清末，中、琉之間的這種友好關係維持了大約五百年

之久。在這幾百年的時間中，琉球人民為了與中國交往，學習中國的文化和技術，中

山等國的王朝特意建立了官生制度，不斷保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文化、禮儀和語言

等。琉球的官生來到中國，學習的主要是當時中國的共通語 官話。

這些從琉球來中國求學的官生，明朝初期安排於南京國子監學習。明廷遷都北京

之後，以及後來的清朝，他們則在北京的國子監中學習漢語。除了這些官費的留學生

之外，還有一些人是自費苦IJ中國留學的。為了滿足自費留學生的需要，清朝政府又在

福州建立了琉球館，接待來自琉球的賓客和那些自費來華求學的琉球「勤學人」。為甚

麼要在福州建立琉球館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琉球與福建對海相望，在地理位

置上甚為接近，而且有海路可通，來往方便，中、琉之間的使人來往;多經由福州、|。

二是福建人與琉球人存在某種特殊的血緣關係。明洪武二十五年( 1392 ) ，明太祖曾

i*善於造船的閩中舟主三十六戶到琉球去，在當地建造船隻以便利往來，這些船工便

在琉球的那霸久米阿永久居留下去。他們成了?是代所稱的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三十

六應是虛數，表示眾多的意思。據記載，這些船工來自福建各地，有福州、建于1'1 、南

劍卅|、泉州、汀什|和興化等。因此，他們將閩方言移植到琉球去，後來成了琉球王國

的臣民。有了這兩層關係，所以在福州建立琉球館便是很符合實際的需要了。

會瀨戶口律于著〈琉球官話課本研究}於 199:3 年 10 月由本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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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代，琉球國揀到中國來求學的，有的就是這些間人的子孫。特別是清代，

官生多是由久米村閩人充任。而到福州、|琉球館來留學的，更主要是來自久米村的勤學

人。這些人到中國來學習文化知識和官話，再回到琉球傳授給其他的國人。而他們及

其他一些漢人在琉球教授的官話，主要是從南方學來的當時流行於廣大南方地區的官

話。

瀨戶口教授在本書得出結論說，幾種琉球人學官話的課本，反映的主要是當時南

方地區的官話。她引用一些學者的說法，認為清代的官話主要分為南、北兩吏。這種

說法大體符合事實。近代的音書、官話課本等多言及官話有南、北語音立異，例如清

人莎靠尊作於戚豐年間的〈正音咀華〉一書說: I何為正音?答曰:遵依欽定〈字典〉、

〈音韻闡微〉之字音即正音也。何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建都，即以江南省話為南

音。何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話為北音。」莎氏所說的南音，當

是官話立中流行於南方的一吏。它以中原共同語的語音(即莎氏所說的「正音J) 為基

礎，保留了較早年代共通語的某些語音特點，如保存入聾，聲母上保存見組聲母二等

字不穎化(不從 ki → ts:i )的特點以及保留疑母的[ Ð ]等。這就造成了南、北昔的差

異。本書所引用的黃紹武〈間音正讀表} ，其所表現的正讀，就分為南音與北音;而

北、南音的歧異，其中有一條就是 [k] 組聲母穎化與否的差別。去日黃氏在「亮疆」等

字下注: I北朱香，南姑香。 JI奸間」等字下注: I北朱天，南姑天。 JI欽」字下注:

「北初賓，南苦賓。」等等。這都表明正音立中，還有南音與北音立異。清代中葉李汝

吟所作的〈李氏音鑑} ，也常常指明南、北音的區別，如他在卷一「字母音異論」一章

說: I斯集所載......如香湘、姜將、堯槍六母，以南音辨之，亦缺一不可。而北有數

郡，或香與湘同，姜典將同，克與槍同，亦以六為三矣。此則南北互異。」李氏在此

書特別留意和描述南音與北音之異同，他在卷五中設間說: I子，北人也，而於南音

辨立詳，殆亦切磋立益乎?對曰:是也 o 即如同母十一韻，亦由數年同人切磋而成，

非珍一人所能為耳......珍於南音立辨，得〔許〕月南立益多矣。」李氏於卷四「南北方音

論」一節，論南昔典北音之辨甚詳。他所說的南音與北音，固然也包含有南方方音與

北方方音在內，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多也指官話立中南、北音立異。清季張文偉作

〈張氏音括} ，也常常指明南北音之異。如;在首說: I按南音無陽平，北音無入聲。蓋

南於陽平轉作上聲，北於入聲有變有轉，俱消納於陰、陽、上、去四聲之中。」又

說: I按〔李〕如員所編字母施之於南音甚合，蓋北音於微母字音概變作深喉濁音與日俞

母字音同。南音則不然，輕唇自輕唇，深喉自深喉，三音迴然各別。」總之，清代的

音學著作，多指明南、北之異，明白地顯示出官話之中還有不同的支系。這正如王亦

鶴作於民初的〈國語正音教科書〉中「例言」所說的: I國語正音者何?統合一國語言以

一音為正則也。......所謂官話者，多見之士夫，而齊民不與。其中有南北音之殊。」

總之，瀨戶口教授在書中所作的推斷，是相當有道理的。這襄略引數說以佐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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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官話課本中所使用的詞匯和語法，瀨戶口教授也詳細地分析其特點及所反映

的共同語或方言。書中所述，大體上符合近代官話及某些方言的歷史和現狀。此書指

出，教授官話者所加的旁庄，表現了閩方言的語音特點。由於這些傳授官話的人多以

聞語為母語，他們傳授的官話，也就受到聞方言的影響，保留了許多聞語的語音和詞

匯、語法特點。這個結論也是正確的。

梅、乏，我們從瀨戶口教授的書中可以了解到:明清時代琉球人學習官話的課本問

表現了近代官話的基本面貌，又反映了攪雜於課本正文或旁注中的聞方言的殘渣。這

種分析所揭示出來的語言事實，對於我們研究官話史及方言史，以及研究近代共同語

與方言交融的情況，無疑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外，瀨戶口教授的這部著作，相當詳細地介紹了琉球人民與中國人民交往的歷

史。她引錄各種難得的資料，相當詳盡地論述了琉球與中國建立良好的政治關係和睦

鄰關係以及保遣官生來華學習文化和語言等情況，給讀者展示了一幅中、琉人民長達

五百年交往的歷史圖景及友好情誼。而書中刊載的幾種課本的具體內容，也處處展現

了中、琉人民友好相處的動人情景。瀨戶口律于本身就是琉球人，她寫作這本書，有

她自己的感受，有歷史的親切感;而對於與這一歷史淵源有雷切關係的現代中國人和

琉球人以至日本人來說，讀了這本書，也同樣具有這種歷史的親切感。它使我們了解

過去，知道在中、琉人民之間，曾經有過十分友好的交往，存在著彼此之間情真意切

的善鄰關係 o 因此，這部著作的出版，確是能夠起著展示中、琉人民友好交流史的作

用。這對於國際關係史和人額文化史的研究，當然也有其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間是讀者，也是瀨戶口教授的同道，我樂觀此書之成，受為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