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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英大辞典》及其学术价值

徐睿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厦英大辞典》是 19 世纪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写的厦门方言辞典。我们介绍了

该辞典的作者、写作背景和辞典体例，井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角度阐述该辞典在方言学

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厦英大辞典》、学术价值、方言学研究

董 《厦英大辞典》概貌
英国传教士 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编写的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01 the 陆rnacular

01 Spoken Languαrge 01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01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厦英大辞典)) )出版于 1873 年。我们所见的是 1990 年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的影印本。
该辞典以厦门方言为主，并涉及同安、泉州、漳州、安溪、长泰等地闽南方言，共收口语词、
书面语词、谚语、成语、惯用语、短语、句子 5 万多条。

《厦英大辞典》不标汉字，全书用白话字记音，按词头的音序排列，配以英文释义。不

过作者在分立词头时，还是考虑了汉字的区别，将不同汉字代表的音节分立出来。例如/te5/
这个音节共有 9 个词头，分别是

1. /te5/ [R. a god; an emperor](帝)
2. /te5/ [to follow; to go after; 归 imitate， as a person's example; sometimes said of illicit 

connection](Ø-) 
3. /te5/ [R. a piece; a place; pe由aps some of the phrases belong to "/toe句"， the earth, a 

place](块)

4. lte5/ [R吁世le earth; ground; a place=co1.](地)
5. /te5/ [narrow; to press; a quiver](榨)
6. /te5/ (better "teh7,,), a prefix and enc1itic affix to verbs(咧)
7. /te5/ te5 -tsiIJ 1, a sort of bells used by priests 
8. /te5/ [R, to wear on the head=col. te]a surname(戴)
9. /te5/ ;>1_te5_te5, very black 

词头 1 、 2 、 5 、 8 意义明确:词头 3 、 4 意义有所交叉，在词头的分立和词目的归属上有
些犹豫:词头 6 只是体貌标记"咧"的语音变体，词头 9 是后缀"口/teh7/" 的语音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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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它们都分列出来:词头 7 则很难明确/te5/的语素义，也单列之。可见，作者在分立词
头的时候尽量细致，把本字未明、难以确定本义的语素也单列为独立词头。

i司例的排列则不按音序按义I页。以/te5/(跟)为例 :kunlmtd(跟随)，但2_te5(护士、侍从或晚
辈跟随着服侍起居)， te5一liau3 oe6也5(跟久了会有厌烦情绪)等单纯表"跟随"本义的列入第
一段:sal-td(互相跟随，即时时相伴:或意愿相合)， 196.h15sal-td(两句话相跟随，即两句
话意义联系紧密)， 612.b02-befte5一i I(钱不跟着他，即他赚不到钱)等有引申、比喻意味的列
入第二段:te5.la92d『khoan3(模仿别人的做法)， te5.kit-ki05(跟着儿子称呼，是常用的-种称
呼亲戚的方式)， te5 -ts~i 5 -be\人云亦云)等表示模仿义的，列入第三段; te5也ui3 jip8(跟着潮
水涌入)， te5才 it8-101自(跟着太阳下山，发誓的用语)， te5-he3-hoal (跟着火灭了，发誓的用语)
等相同组合方式的短语列入第四段; te5 hi5(跟着戏班，在当时被认为是轻浮的行为)， te5 

tsal-b:?(和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带有低俗色彩的"跟"则列入第五段。
为了便于学习，作者在每个词目头下，尽可能穷尽列举该词头相关的词语，因此不少双

音节词在辞典中两见，一些多音节词语甚至三见、四见。这样使辞典的内容大大增多，好处
就是查阅者能够尽可能多得到某个音节相关的信息和言语环境。

除了词头、词例以外，辞典还注明了该词对应的文白读、是口语词或书面语、是哪个方

言点的口音、是杏有其他同音词或同义词等，内容相当丰富。

就 《厦莫大辞典》的作者与编写背景

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是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传教士。他

1830 年出生于牧师世家， 1851 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1855 年在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

修完神学课程。同年，杜嘉德跟随宾戚廉(Rev. William C. Bums)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在厦门
的传教生、涯。杜嘉德刚到厦门，英国长老会厦门负责人 Rev. James Johnston 就因病回国，杜
嘉德不得不独自承担长老会在传教布道方面的重任。在大美国归正教(Re岛rmed Dutch 

Church of America)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等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就掌握了厦
门和津州臼水营方言，并用方言传教。 1
杜嘉德之所以能迅速融入当地语言环境，原因有三:
首先，杜嘉德拥有良好的语言学基础和学习热情。据洪惟仁(1991). 杜嘉德自幼学习古

代和现代语言，熟悉希伯来语，善于边记法。另据资料记载，社嘉德在格拉斯哥大学就学期
间，学习了速记法(但Phonogra叩ph巧ly小 i这主对他学习声调另别4义的汉i语吾很有帮助。 2 他掌握了好几种

l 白水营在厦门西北方，隶属漳州，其方言属漳腔闽南话。在 1856 年 9 月 17 日打马字给大美国归正教总
会写的信里提到，由于社嘉德的白水营万言水平有了提高，他们就不太常去帮忙传教了。可见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杜嘉德就掌握了厦门方言和白水营方言。原文是: "Sho此ly after the departure ofMr. Bums, 1eaming 
th创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s wou1d have been glad to retain Peh-chui-ia, and Mr. Johnston (E. P.) being willing to 
take charge there as far as he was ab1e, we very w i11ing1y relinquished it to them. He was still unab1e to use the 
language with 仕'eedom， so we continued to visit the place as often as we cou1d. Before Mr. Johnston's knowledge 
was sufficient to relieve us ofthe pastora1 care ofthat interesting church, his ill-health compelled him to retum to his 
native land. His p1ace was soon supplied by the arrival ofMr. Douglas. We have continued the same pastoral care of 
that church. Lately our visits to the place have become less frequent, as Mr. Douglas has become better acquainted 
with the language."(FORlγ YEARS IN SOUTH CHINA--The Life of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 CHURCH 
UNION, ANSON D. F. RANDOLPH & COMP且刊; Inc., 182 FifthAvenue, NY, 1894.) 
2 原文: "Phonography was then newly introduced, and he studi巳d it eager1y. This method ofwriting he found very 
useful in catching and recording the Chinese sounds, which vary in singular ways; the tones used quite altering the 
meaning of many words."(Memorial Sketch 01 Carstairs Douglas, LL.D--ABRIDGED FROM THOSE FORMERLY 
W阳ITEN， published at The Chinese Recorder, June, 1890, 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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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欧洲语言，井研读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其勤奋与博学令打马宇钦佩不已。打马字称他为
"第一流的汉学家"。 3
其次，西洋传教士对厦门方言的学习与研究较为深入，给杜嘉德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16 世纪开始，西洋传教士便在东南亚调查、记录汉语。而当时东南亚的华人大部分是

闽南人，因此留下了许多闽南方言词典，如我们所知的最早闽南方言词典一一17 世纪初西
班牙耶稣会教士 Pedro Chirino 编写的《闽南话词汇)) (李如龙 2008)0 1815 年，马礼逊在马
六甲开办了英华学院，并为外国人学厦门话设计、拟定了汉语罗马字方案。 1850 年，打马

宇等人在厦门开设的夜校正式推行教会罗马宇，又称"白话字"。而早期到达厦门的传教士
们纷纷记录常用的词语和句子，编写厦门话学习手册，积累了丰富而全面的语言材料。例如

杜嘉德在《辞典·前言》里提到的 John. Lloyd 和 Alexander Stronach 两位传教土编写的未出

版的词汇手稿。 John. Lloyd 在 1844 年抵达厦门， 1848 年去世。据打马子回忆， John. Lloyd 

在学习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他掌握了大量的厦门方言词汇，发音标准，当地人甚至觉得，光
昕说话觉察不出他是外国人。 4 John. Lloyd 编写的厦门方言词汇手稿"精确而又全面"5 ，
给后来的传教士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材料。 Alexander Stronach 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在厦门主要致力于创办教会寄宿学校和推广白话宇和翻译《圣经))，并曾
与打马字、杜嘉德等人一起探讨《圣经》翻译的术语问题。这些传教士的记音方法和词汇手

册给扯嘉德的方言学习创造了便利条件。
第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杜嘉德对闽南各地的语言共性与个性有感性认识。据记载，杜

嘉德曾到自水营、泉州、安海、台湾等地拓展教会力量，到漳州访问太平天国革命军60 每
到一地，杜嘉德便与当地传教士或信徒一起，挨家挨户探访民众，在各地设教会、建教堂，

发展当地人当牧师。这样的传教经历使杜嘉德接触到漳腔和泉腔闽南方言生动活泼的口语。
在《辞典》里，杜嘉德总结出各地闽南方言口音的异同及其对应关系，这种横向的材料比较
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 1桌文: "1 never knew a more incessant worker. He was a man of most extensive general information. 1 think 1 
have never met with his equal in this respect. He was acquainted with several modem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as 
a thorough student of the originallanguages of Holy Scripture, as witness the fact of his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even after his 1ast sickness had commenced. As regards thc Chinese language, he was already taking his place 
among the first sinologues of the land."(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The Life 01 Rev. John 陆n Nest 
Talmage, D.D. . THE LAST TWO DECADES, ANSON D. F. RANDOLPH & COMPANY, Inc., 182 Fifth Avenue, 
NY, 1894.) 
4 原文: "He was mastering the language with rapidity. His vocabulary was not 80 large as that of some of the other 
brethren, but he had a very large number of words and phrases at his command, and was pronounced by the 
Chinese to speak the 1扭伊age morc accurately than any other foreigner in the place. They even said of him that it 
could not be inferred simply from his voice, unless his face was seen, that he was a foreigner."(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The Life 01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D. . TWO NOBLE MEN SUMMONED HENCE, 
ANSON D. F. RANDOLPH & COMPAN飞 Inc. ， 182 FifthAvenue, NY, 1894.) 
5 原文:

wonde缸r白臼削I此lly accurate and fi卸III when the time at which i让t wa创吕 p庐re叩pa缸reωd and the m口mt比eria创Is t由hαena硝t hand for such a 
work a盯r陀e t尬a达ke口∞n into c∞ond也缸s剖id伽era副a创tiωon."(仙儿始4企emo旷rlωal Sketch 01 Carstairs Douglas, LL. D---ABRIDGED FROM 
THOSE FORMERLY U;灾ITTEN， published at The Chinese Recorder, June, 1890, P267.) 
6 参见 C. A. V. Bowra (包罗)著、余丰译《厦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厦门立虫资料(第二辑)[c].内部发行， 1983 以及 Twentieth Century imp陀ssions 01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01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Editor-in-chief: Amold Wright, assistant editor: H. A. Cartwright. London. L10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61 



在学习厦门话的过程中，杜嘉德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井萌生了编写-本完备的
方言口语辞典的想法。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带着纸和笔，随时记录、修订、核实自己收集的
材料。 7 <<辞典》出版后得到各界认同，杠嘉德因此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杜嘉德在《辞典·前言》里反省了《辞典》编写的不足，一是动物、植物、医药类词需

要专业知识，难以全面收集并进行准确的释义，二是全书没有汉字，三是缺少英汉索引。关
于汉字问题，作者解释，是因为约有 113 到 114 的词条找不到相应的汉字来表示，且当时在
伦敦无法用汉字排版。同时，作者也认为，厦门话应该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方言。他希望跳出

汉字的束缚，厦门话可以得到更多重视和发展。 8

奎 《厦英大辞典》的学术价值
《厦英大辞典》编写于 19 世纪下半叶，记录的是 1850 年前后的厦门方言。其时，汉语

处于纵横两向发展的交汇处:从纵向说，中国杜会处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
生活变化剧烈，汉语也在此时经历着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的蜕变，书面语和口头语、汉字和

拼音文字展开激烈竞争:从横向看，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密切，各地方言与周边方言、通语
和外国语接触、频繁，互相影响。此时的语言生活呈现纷繁复杂的情景，汉语及其方言也经历

了剧烈变化。就厦门方言而言，自 1842 年厦门开埠以来，方言在一百多年间从融合到足型、

发展，其间有语言自身的演变，也有方言、语言间接触的相互作用，这一过程是研究汉语方
言演变、接触与融合的好素材。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利用近代厦门万言材料、系统比较近

代和现代厦门方言的并不多。补足这一环，对汉语方言纵横两向(亦即演变与接触)的比较研
究有重要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方言结构系统的形成与演变。

西洋传教士记录的方言材料与传统韵书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者记录音值，后者记录音类
(罗常培 1930); 前者注重口语，后者受书面语影响较大。而《厦英大辞典》正是音值记录
细致准确的口语辞典，其中所体现的语音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由于语音变化与词汇、语法都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部辞典有助于理解厦门方言系统内部语音、词汇、语法各部分的关系。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举例说明。

3.1 呆子语音系统内部的研究

《厦英大辞典》采用白话罗马字记音，详细描述了厦门方言元音、辅音和声调的特点，

但为时代所限，缺乏明确的音系和音位概念，在舌尖前洁塞擦音Itsl与舌面前清塞擦音/部/、

合口介音/u/和/0/的音位分合上与当时大部分传教士持不同意见。作者在《辞典》的前言中
表明自己的观点，正文中则采取主条目详释、附条目参见主条目的方式，使两种i己音方法都

得到体现。这说明作者对语音的敏感和记音从严的态度。

7 原文: 'The first work he had to undertake was the acquiring ofthe language. To this he set himselfwith the most 
conscientious zeal and thoroughness, and the same presevering industry that distinguished him in every part of his 
life. He brought to the study a scholarly mind, trained to systematic ways of doing work, and a minutenes of 
research that one rarely fmds equalled, and never, 1 think, surpassed.'….. He soon saw the great need for a 
thoroughly well prepared dictionary of the Amoy colloquial, and he began to collect materials for it. Wherever he 
went, his note book and pencil were in his hand, collecti吨， revising and veri穹ing. In 1873 the dicitonary was 
published, and has proved very useful."(儿命morial Sketch of Carstairs Douglas, LL. D一一-ABR1DGED FROM 
THOSE FORMERLY WR1TTEN, published at The Chinese Recorder, June, 1890, P267.) 
8 详见《辞典·前言>> viii-ix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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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归纳了《厦英大辞典》中体现的厦门方言语音系统。与现代厦门方言相比，当时柳
母、入母大部分字是对立的，但在词汇中出现二母相混的状况:然后、湿润、交头接耳、苍
耳、立夏、立冬、硫磺、口额Ijiãu5(niãu5)-am6/(脖子上有伤疤)八个词，柳母或入母字都有j 、
l(n)两读:大部分入母宇人、如、仁、辱、任、柔、忍、热、饶、扰、肉、柔、儒等等，声
母都只有Ij/一读，但个别入母字在有些词里读为/ν(或InI): 入意llip8_i5/(决定，下决心)、耳目、
忠言逆耳、木耳、大耳丁公仙(指大耳朵的人)、明火劫弱(明目张胆地抢劫)、宝二(赌场里的
二把手)、一口日Itsit8-f'iã1 -lit81。如果不是作者记音时分辨不清，便是当时柳、入母字己开始
相混。

从韵母方面说，这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的参韵混入了公韵。参韵字数量不多， <<辞典》
里除了"参类药材"义的"参"，还有拟声词Itom2/ ， 意为"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到了
罗常培的《厦门方言音系))，韵母表中已无10m!韵母。虽然书中《厦门音与十五音及广韵比
较表》里"参" (人参)仍读Isom1/ ， 但作者加注 X ，表示该字见于《厦门音新字典》或《十
五音))，但未经发音者承认。而现代厦门话， "参 " 10m!己混入"公" 10lJI韵。 9 和泉腔参韵
读1'Jm!、漳腔参韵保留10m!的情况相比，厦门方言这一变化既不是照搬泉州音，或是如"森"
宇那样在泉州音的基础上就近改造成lim!， 而是在漳州音的基础上就近并入10lJI 。

词音方面，二次变调初现端倪。二次变调是指某音节按照变调规律发生过两次变调，如
螺丝的"螺" : 1;)2→1;)6→1;)5。阳平字在各调之前变为阳去，阳去宇待各调之前变为阴去，
两次变调之后，螺读为阴去。有关此类现象的研究所见不多，手头材料仅有周长梅、欧阳忆

耘(1998)提到过。我们在《辞典》里发现 3 条例证:
"香蕉"在辞典有三种拼音方式:①kelJ1-chio 1: plantains, =gelJ2 -chio 1. ( gelJ2 -chio 1: the 

plantain, the banana. ( gelJ 6 -chio 1: better gelJ2 -chio \也e plantain. 这三种拼音方式词似乎可以
做如下解释:①是本音，请声母浊化后声调也随之由阴调类变为阳调类，即变为②:③是②
一次变调以后的形式，但在实际口语中，也可以再变一次调，读为 gelJ5，这样， gelJ6 就被误
为是本调，有了词条③。但这个二次变调的发生并不稳定，因此作者加注: gelJ 6 -chio 1, better 
gelJ2 -chio 1 .类似的例子还有:表团(手表)①pi03_a3, a watch. ②pio1二pi03 ， a watch. 螺丝钉
( 102 -si 1 -telJ \ a screw-nail.(1;)6-si1-telJ\ screw-nails; better 1;)2_si1_telJ 1. 

"香蕉"在现代厦门方言里还是遵循普通的变调规则，而表固和螺丝钉现在仅有二次变
调的形式。可见二次变调现象在当时己经发生，但还随意、不稳定，甚至在发展过程中还有
回流反转的现象。而现代厦门方言的二次变调现象有扩大趋势， <<辞典》收录的部分词现在
发生了二次变调，井已稳定下来，如:

泉州 (tsoan2→tsoan6→tsoan5)
落后日/落后年/落昨日(loh8→loh7→105)
匣固 (khoe?7→khoe俨→khoe?l)

架固 (ke5→ke3→ke1 )
十数年/十数个(S05→S03→SOI)10

为止(ui2→ui6→ui5)
一'象固(一点儿)(tshui5→tshui3→tshui 1 )

混乱(hun6→hun5→hun3)
骑马 (khia2→khia6→khia5)

技固(筛子)(tau2→tau6→馅的
馒头(bin2→bin6→bin5)
潮州 (ti02→ti06→ti05)

蒙古(bOIl→b096→bOIl)

口 /hOlil金(存放死人骨头的罐子)(hOlJ2→hOlJ6→hOlJ5)

9 罗常培《厦门音系))， <<罗常培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P245 0 

10 该词二次变调形式己相当固定，以致母语者都以为本字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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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惮/贫惮骨(懒惰、懒骨头)(pin2→pin6→pin5)
辞生(与死人的告别仪式，也用来贵骂贪吃、饭量大的人)(se→si6→si5)
口/ham21眠(说梦话)(ham2→ham6→ham5)
无存(没打算)1无存卡好/元存办卡去(tshun2→tshun6→ts~5)
规仔(海瓜子)/规仔蛙/蜿仔蛙目(单眼皮)(kan5→kan3→kan1)

3.2 关于词汇系统变化及语音与词汇的关系
《厦英大辞典》收词量大，口语词多，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厦门方言词汇系统的面貌。

通过与现代厦门万言词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近义词的竞争、书面语和口语的竞争、通语
和方言词的竞争、上下位词的竞争引起的词汇系统的改变，也可以看到常用词义项的增减和

构词能力的消长(参见李如龙、徐睿渊 2007)。由于收词量大，口语词材料丰富，几种特殊
构词法的调整和演变也表现明显:双声、叠韵和分音词逐渐萎缩，重叠、词缀和文白造词继
续活跃在口语中(参见徐睿渊 2008) 。

至于语音变化与词汇的关系， <<辞典》的材料可以为"词汇扩散论"提供恨好的材料。
如上文说到的柳、入二母的相混，就是词汇承载音变过程、语音系统的变化从单个词音变化
开始的例证。而文白异读的调整、别义异读的简化、送气和不送气音之间的转换、清音声母
浊化、阴声韵鼻化等现象虽然都表现在词音里，但尚未对语音系统造成冲击、使之发生变化
(详见徐睿游I 2008) 。

3.3 关于语法系统变化及语音与语法的关系

由《词典》的材料看来，百年来厦门方言语法方面的变化虽然细微，但不可忽略。就目
前材料看，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能愿动词爱(想要、易于、将要)、 问要)、口/kué/(易于)
势力的消长;否定词晤、勿解Jbue6/、无之间的关系;疑问语气词"吗"是方言固有的还是
通语影响借入的: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助词遣、了、去、着的关系等等。由于作者编写辞典不
是为了语法研究，因此语法系统演变研究存在例句少、分布不全的困难。也许参考同时期的
方言口语教材和方言圣经材料，可以有更多发现。

伴随实词虚化的语音弱化过程，在《辞典》的记录里也有体现。
李如龙(2001)曾指出，闽南方言状态补语和动词之间有常用助词/ka?7/和/a?7/。二者均由

动词 "j莲"虚化而来，即/kau5/→/ka?71→/a?7/(调值由低降调弱化为低促调) 0 "道"本意为"到"，
至今是常用动词。虚化为助词后，若强调则读本音，说快时脱落韵尾，甚至连声母都脱落了。
文章也以福州话和潮州话今天还用阴去调的/kauJ为佐证。我们在《辞典》里找到许多以"道"
为助词的短语，如沃道衫透透(淋得衣服湿透了)，火激道红(火扇得通红)，讲道嗦麻(讲得嘴
发麻)等等，均读为/kau5/，并无语音弱化形势。可见在当时， "j莲"的语义和用法虽己虚化
为助词，但语音尚未弱化。

另外，厦门方言有一类处置句，动词+/i 1j+补语。如:衫甲/i 1 /收起来(把衣服收起来)，
廉甲Ji1/食互li 1/了(把稀饭吃光了)。从语感来说，一般都认为这个/i 11就是第三人称单数"伊"。
甚至厦门人说普通话的处置句时，会受到母语的影晌，将以上两例说成"衣服把它收起来"
"稀饭把它吃给它完飞即把/凡il斗/对应成普通i话击的第三人称单数"它"飞。

但《辞典》里的此类句式中，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助词并非我们想象的/i1/，而是Jkhi1/0 <<辞
典》立/khi 1 /为独立词目，释义为 a particle used in imperatìve phrases(祈使句里的助词)，举例
u讲~明" (把它讲明白了)。与之读音相同的，还有欺、口(倾斜)、蹊和崎。在《辞典》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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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止出现的此类句式，助词也都为/khi 1 /，而非/i 1 /，如/也h01J5-khi l-sin 1 /创~新(把它修整如新)，
!hoã6 _khi l_tiã6 /捍~定(把它扶稳了)， !ke3_khi 1也ai6/口~在(把它垫稳了)， !khia6_khi 1 _的3;待其起(让
它竖起来)等等。这么看来，今天的/i l ;可能由!khil/弱化而来，但!khil;为何词，未解。

和其他材料相比，西洋传教士记录的汉语方言材料对汉语方言研究既有优势又有劣势。
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己多有论述(罗常培 1930; 游汝杰 2002; 陈泽平 2003; 陈泽平

2007)。就《厦英大辞典》而言，由于作者本身语言学基础好，与方言口语接触密切，编写
态度认真细致，材料较为可靠。大部分有疑义的词音，可参照前后文或其他同时期的传教士
方言材料做出判断。但由于作者太过细致，对某些词的释义过于详细，有时可能将语用义作
为墓本义，将临时义收为国定义，因此词语义项增减和转移的研究困难较大:有些词的释义
与今日不同，或以今日的语感无法确定其正确与否，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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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臼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陆rnacu/ar or Spo~en Lan伊age of Amoy 
was compiled by the Scottish missionary Carstairs Douglas in the 19th cen阳可.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uthor, explains how the dictionary is organized, and shows how important it is in 
dialectolog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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