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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英语学 ：邝其照及其著作
口 高 田 时雄 著

口孙建军 译

译者按 ：原文刊登于《东方学》第 辑 （ 年 月 ） ，第

一 页。 高田时雄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 国 际知

名敦煌学专家、 巴黎社会科学髙等研究院第三课程语言学博士

及京都大学文学博士。 他负责完成了
“

日 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

库
”

的构建 主持 日 本国家科研项 目
“

东亚世界人文情报学研究

教育基地
”

。 高 田时雄先生多次在法国 、中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著名院校担任客座教授 ，
长期从事汉语和民族语言史的研究 其

研究成果曾获 日本东方学会奖和金田
一京助博士纪念奖。 他在

“

敦煌学国 际联络委员会
”

担任干事长一职 ，
组织过三次敦煌学

国际研讨会。 著有《敦煌资料的汉语史研究》 （ 日文 ，
年 ，东

京创文社 ） 、《 中 国语史的资料与方法》 日 文 ， 年 京都大

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 《 明清时代音韵学 》 （ 日文 年 ，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 《草创期的敦煌学》 （ 日 文 年 ，东

京知泉书馆 ） 、《敦煌 民族 语言 》 （ 年 北京 中华书局 ） 、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 目录》 （ 年 ， 北京 中华书局 ） 、 《转

型期的敦煌学》 （ 年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 《汉字文化三千

年 》 （ 日文 年 京都临川书店 ）等。

绪 言

当长期 以世界文化中心 自居的中国第一次打开国 门 ， 被迫

进行以对等关系为基础的外交通商时 ，最紧缺的就是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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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人才。 清朝政府一直拖到同治元年 （ 才设立京师同文馆 ， 同治二年

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 ， 同治三年 （ 又设立了广东同 文馆 ，教授英语等

外语及各种西学 ，致力于培养从事洋务工作的外语人才 。 在这种官立学校学习

的学生后来活跃于外交等国际舞台上。 然而 ， 此前中国并不是没有擅长英语的人

才 ，特别是在广东沿海
一

带 ， 由于在不 同 的层面上需要与外国人打交道 ， 因此社会

各个阶层都开展了相应的英语学习 。 与外国人有着 日 常性接触的买办商人以及受

雇于外国商馆的雇员们或多或少地会说
一

种英语 这就是后来被移植到上海地区

的
“

洋泾浜英语
”

。 在广州甚至还出版过不少学习这种英语的小册子。 不难想象 ，

在清末中 国呈现的英语学习状况大体就是这个水平。 或许可以称之为某种程度上

的英语学 ，但如果说是真正的英语学就难免牵强了 。 时代正在召唤精通纯正而地

道的英语人才的 出现 需要他们为了让中国人学习准确的英语而尽心尽力地编纂

词典及教材。 邝其照就是主动承担这个角色 ，并留下 了深深足印的人物 。 即便把

邝其照称作中 国英语学的开山鼻祖也不为过。 本文旨在概述邝其照的人生经历及

其英语学。

一

、略传

以往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关注过邝其照 ，不过近十年来 作为第一位编纂英汉词

典的 中国人 邝其照逐渐受到关注 。 然而有关邝其照的传记有很多不 明之处 ，
目

前甚至连其生卒年月 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加以佐证。 这里根据为数有限的可信材

料 ，梳理一番邝其照的一生。 尽管有的材料仍局限于推测 的范畴 ，但大多数材料都

有史可依 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有关邝其照的前半生史料 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 （
图书

馆 ，由休伯特 班克罗夫特 （

— 采访邝其照时 留

① 有关这些学校的论述 详见苏精 《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 （私家版 ） ， 年 。

② 内田庆市 ：《有关 其照 的 〈华英字典集成 〉 》 ， 载于 《关西大学 中 国文学会纪要》第 号
， 年

月
，

页 。 该论文随后收 录于 内 田庆市 ： 《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 》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

丛刊第 期 ） 关西大学出版部第 年 月
，
第 — 页 。 宫田和子 《邝其照 〈字典集成 〉 的谱系》

，

载于 《中国研究月报》 第 卷 第 期 （
总第 期 ） 年 月号 ）

，
第 页 。 由此可见 邝其照英

语学的研究 最初 由 日本学者开始 ，并逐渐受到中国学者关注 。

③ 班克罗夫特 是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史学家 ，经营书店 和出版业。 班克罗夫特收藏 （

是一部庞大的历史资料集 年归属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 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即以该收

藏为基础而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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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记录的可信度最高 。 该记录长达 页
， 采取 由班克罗夫特提问 ，

邝其照 回答

的形式。 采访于 年 月 日 进行
， 当天邝其照访问了该图书馆 。 由 于是 出 自

本人之口
，
可以说是了解邝其照此前经历的第一手资料。

邝其照 ，
道光十六年 （ 出 生 于广东省新宁

县② 字容阶 （蓉 阶 ） ， 乳名全福。 民 国后 ，新宁改名 为

台山 ，是著名 的侨乡 。 邝其照在香港 的官府学校接受
‘

教育 ，毕业后 曾担任预备学校 的 校长③ 。 这里所指 的

官鮮校 （ 又被 叫作
“

皇家书馆
”

，

是 年香港官厅为直接管辖教育而设立的。 而此

前的香港教育主要靠教会来进行④ 。 年香港割让

以后
，
基督教的传教团体相继在翻开设学校

，
积极从

事教育事业 。 其中 ， 在澳门 已经有所成就的马礼逊学 ，

校 （ 于 年迁至香港
，成为香港地

‘

、

‘ ‘ ‘

其 風
区教会学校的先驱。 起初该校受 到 了香港 官厅的资

助
，
运营非常顺畅 ，

然 而不久 以后
，
因 为与官厅的关系不够协调 ， 年被迫关

闭⑤ 。 著名 的容闳 （
— 就是该校学生之一 。 邝其照上学的时候 ，香港的

教育 中心已经变成官府学校。 他的人学年龄和在学期间的情况不得而知 ， 但是无

疑他在此打下 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顺便提一下 ， 年 月 日 ，
香港官厅任命

德国传教士罗存德 （
— 为视学官 （

① 一

： ：

“ “

以下引 用 时称作
“

采访 （

”

。

另 ， 邝其照的正确英文拼写为
“

，
邝本人也使用该拼写 。 容 闳的 自 传 《西学东渐记 》 （

等书按照官话习惯标记为
“

②
“

，

“

应该是
“

新宁
”

的粤语发音 。 互联 网上有人认为邝出生于道光二十三 年 （

聚龙村名人邝其照
”

）
，
但是出典 不明 。 高永伟在 《邝其照 和他的 〈英语短语词

典 〉 》 （ 《辞书研究 》 年第三辑 ） 中指出 邝的准确 出 生时间为 年 ， 广东 新宁 ，这个观点估计是依据采

访 的内容 。 不过 ，新宁
“

即现在的广州 市芳村 区聚龙村
”

的说法有误 。

③
“

。

④ 王齐乐 ： 《香港中文教育发展 史 》 ，香港 ： 波文书局 ， 年 ，第 页及以后 。

⑤ 《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 》 ，第 页及以后 。

⑥ 《西学东渐记一容 闳 自传 》 （东洋文库 ）百濑弘译注 ，东京 ：平凡社 ， 年 ， 第二章 （ 第 页及 以

后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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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存德因后来编写 《英华字典 》 、

— 而名声大噪。 目前尚 不清楚邝其照是否与罗存德有过接触 ， 如

果两者有过交往的话 ，完全可以想象后来邝其照在编纂英汉词典之际
一定会得到

某种程度的启发 不过 目前只能停留在想象的范围之内 。

年 ，容闳的提议得到了 采纳 ，
清政府设立 了 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的制度 。

随后的 年终于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 。 虽说是留学生 但他们还只是 至

岁 的孩子。 这些孩子们在上海接受了为期一年的预备教育后启程前往美国 。 上文

提到邝其照担任预备学校的校长 ， 他的工作正是负责该校 留 学生的 预备教育②。

起初计划每年派遣 名留学生 为期 年 这些学生是第一批 。 选带幼童出 洋肄

业局 （ 设在美国东部康涯狄格州的哈特福德 容闳 （ 纯

甫 ） 和陈兰彬 （ 荔秋 ） 任监督③ ， 随行的 中文教习 有叶源睿 （ 树东④ ） 和荣增祥 （ 元

甫 ） ， 由 曾恒忠 （兰生 ）担任翻译。 从第三批 （ 起 ， 邝其照开始加入这个使团 ，

率领留学生前往美国 。 这对邝其照来说是第一次走 出 国门 ， 时年 岁 ，可 以说是

为时较晚的外国体验。 但是邝其照凭 自 己 的能力在 年出版了第一部词典《字

典集成 》 ，这说明他对英语学 自然有着极大的热情 。 这一点将在后文中 阐述。

第三批留学生的监督是祁兆熙 （ ？
一

，邝其照是他的副手。 邝其照的成

行无疑是因为他的英语能力得到了赏识⑤ 。 祁兆熙 留下了 当时的旅行 日 记 ，我们

有幸可 以从 日记中了解邝其照的第一次海外旅行 。 月 日 从上海出帆 ， 日

驶入长崎港 途经神户 ，
日 到达横滨。 在横滨换乘旧金 山汽船公司的

“

日本号
”

于 日早上 时前往美国 。 在 吨的
“

日 本号
”

上 乘客们饱受恶劣

① 《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 第 页 。 有关罗存德介绍 详见那须雅之 小传
一

〈英华

字典 〉无序本为何物》 载《爱知大学文学论丛 》第 辑 年 。 该论文提及罗存德于 年 月 日

被任命为视学官
一

事 又提到
“

年 月罗存德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公立学校 的

校长 ） （第 页 ）
，
另外还提到

“

第二年的 年 月 日抵达香港后 罗 存德立 即就任公立学校的

校长
”

。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 ， 其照与罗存德有过接触的可能性极大 。

② 邝其照 《英语汇腋初集 》的 自 序中有
“

始读书于香海 ，继授书于沪江
”

，
指 的或许就是这件事 。 此部

分内容在著作部分也将论述 。

③ 进士出身的陈兰彬经常被安排坐在容 闳的上座 而且两人的教育观点相左 因此两人的关系不佳 。

有关内容容闳本人也有详细 阐述 参照 《西学东渐记》 。

④ 使团成员的姓名依据 《西学东 渐记》 。 依据后 文注解 《游美洲 日 记》 将 叶源睿的字 由绪东改为树

东 。

⑤

⑥ 祁兆熙
： 《游美洲 日记 》 ，长沙

：
岳麓书社 ，

〖 年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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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和晕船的折磨 ， 月 日终于安然抵达旧金山 。 旧金山有很多广东 出身的同

乡 也有几个邝其照的亲戚。 从 日 记中可以 了解到 ， 邝其照受到了他们 的款待。

同月 日
，

一行乘坐火车离开旧金山
，

日 上午终于到达了 目的地斯普林菲尔德

。 使团总部设在哈特福德 而将留学生分派到各地的 中心则设在斯普

林菲尔德 。 日 ，每个留学生的去向得到落实并把他们送走 以后 ，监督祁兆熙前

往哈特福德的总部 。 日 记中写道 ， 当天邝其照 因探望 自 己 的侄子 ， 没有与监督同

行 稍晚才到达本部 。 邝其照探望的侄子很可能是第一批出洋 ，正在美国留学的

邝荣光。 第
一

批留学生名单④中有
“

邝荣光 ，广东新宁县 ，年十岁 ，癸亥
”

。

从上海出发时 ，似乎事先已有安排 ， 即把留学生安全送到美国后 ，邝其照要跟

祁兆熙一起随访其他国家。 由于情况有变 ，邝兆熙不能 同行 邝其照于 月 日

只身前往华盛顿 ，从那里去了英国⑤ 。

不久经英国回 国的邝其照又于次年 （ 作为第四批留学生使团 的监督再

度前往美国 。 在第四批留学生 中 ，两个分别名叫邝炳光和邝国光的学生估计是

邝其照家族的子弟 这无疑是邝其照极力推荐的结果。 两个孩子同为光字辈 都是

岁 。 上文提到的第一批留学生邝荣光也是光字辈 ，若出洋年龄是 岁的话 ，
也

应该是 岁 ，跟前两个孩子同龄。 炳光、 国光当 中的一人不排除是邝其照 自 己 的

孩子 。 目前只知道邝其照有个孩子名 叫翰光⑦ 。 第 四批留学生出发前夕 ，邝其照

在香港出版了 《字典集成》的修订版。

不知 出于何故 邝其照的第二次出访也没有立刻回国 ，
而是留在美国从事教育

使团工作 ，为期 年半。 后来 ，他因为给父母服丧而离职 并开始埋头著书立说 。

① 采访中 邝其照明确表示 ，在美国大约有邝氏门族 至 人 。

② 《西学东渐记》
，
第 页

，
英文版

③ 祁兆熙 ： 《游美洲 日 记》 ，第 页
“

邝容阶后至 、 因访姪稽迟也
”

。

④ 徐润 《徐愚斋 自 叙年谱》 ， 年香山徐氏排印本 ，第 页背面 。

⑤ 祁兆熙 ： 《游美洲 日 记》 ，第 页
“

十月六 日 乙亥 、礼六⋯⋯午饭后容阶至美京 ，

一点钟乘车往 ， 由此

转抵英国
”

。

⑥
“

。 最后的
“ ”

应该是
“

，
显然这是采访记录

人员的笔误 。

⑦ 在后来的修订版《华英字典集成》的附录
“

杂字撮要
”

中 ， 附有光绪壬寅年
（

邝翰光的序文 。 序

文中有
“

先君容阶所著华英字典
”

，
由 此推断邝翰光是邝其照 的儿子 。 不过依据

“

聚龙村 名人邝其照
”

，
可知

作其照有六个儿子 ，依次为敬文 、敬昆 、雅敬 、 （ 四子光燧早逝
）

、敬涛 、 敬绍 。 该段文字的参考资料中列举了

《邝 氏族谱》 ，假设这些名字出 自于族谱的话 ，
就不能

一

概否定 。 那么 ， 邝翰光与邝敬文或许是同
一人。



ri 国际汉学》第二十六辑

到 年 月他接受班克罗夫特采访之时 ，又过了大约 年① 。 从第四批留学生

成行的 年 月开始 ，邝其照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达 年半 。 邝其照撰写的关

于英语学习的著作陆续完成于后半段时期
，
也就是集 中在 年和 年。 有

人认为邝其照毕业于耶鲁大学②
，笔者尚不能确定。 如果他就学耶鲁的话 ，大概也

是服丧期间 。 但是从使团离职之后 ，邝其照似乎仍住在哈特福德 。

邝其照离开美国的确切时间不甚明 了 。 采访尾声 ，邝其照对于
“

你准备马上

回 中 国吗 ？

”

的提问 ，
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

只是谈到是否回 国还不清楚 ，
要看著作

的完成情况 ，等在 中国制作的汉字活字寄 回之后 ，如果有好工作的话或许回国 ， 但

是也要看情况而定④
。 邝其照提到的著作 指的是 《华英字典集成》第三版 这部词

典终于在 年出版。

回国后 邝其照的英语能力得到赏识 ，他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 的任命 ，担任总

督府的总文案 直到光绪十五年 （ 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为止⑤。 张之洞出 任

两广总督是在光绪十年 （ ， 因此可以推断 ，他在接受班克罗夫特采访的一年

多之后就已经回 国 。 光绪十二年 （ 邝其照在广州开始发行 《广报》 。 这是中

国人最早尝试刊行的中文报纸 在中 国报刊史上经常被大书特书 。 值得纪念的创

刊号于同年 月 日发行 ，吴大猷、林翰瀛担任主笔。 该报除了在广州售卖以外 ，

①

②
， ，

’

， ’ ，

③ 《英文成语字典》 的卷首 中收录 的众多推荐词 中 ， 有一份收件人写有

日 期是 年 月
，

由此可以推断此时邝其照确实住在哈特福德市 的沙姆大街 。

④
“

“

⑤ 根据 光宁 《邝氏谱乘》 ， 年 ，香港
：
篁斋图书室刊 ，第 页 。 不过该书非正式出版没有标明

出处 ，且明显的错误随处可见 ，
因此说不上确凿 。 但是邝其照受聘于张之洞

一

事应该属 实 。 另据
“

聚龙村名

其照
”

，回国后的邝其照跟随邵筱川从事洋务和通商 ，
之后 ，

光绪十一年 （
被聘至广东 。 因此

，
与其

说是回国后立即受张之洞所聘 ，
毋宁说是先在

一

定程度上建立了人际关系 经过介绍才受聘于张之洞 的说法

更合情合理 。 本文支持光绪十年 （ 邝其照居住在上海的观点
，
依据是王韬在《英语汇腋 》初集 的序文内

容
，
末尾署有

“

光绪十年岁次 甲 申五月 上输长洲王韬序于般北寄庐
”

。 这一年 王韬结束了 佘年 的逃难生

活终于回到了上海 。 可以想象邝其照在上海直接见到王韬并委托对方撰写序文 。 《铁园文录外编》卷十
一

“

潘孺人传略
”

中 ，
可见

“

光绪十年岁次甲 申季夏三月下瀚 ，余方还 自 粤东 ，小住春 申浦上 ，养疴杜门
”

。 （季夏

应 为季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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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远销到广东省其他地区以及上海 、梧州 ，甚至经由香港、澳门远销到了新加坡 、越

南 、 旧金 山 、菲律宾等地。 光绪十七年 （ 因刊登的文章触犯了总督李翰章而

被迫停刊①。 为此 ，邝其照等人把报社搬到了租界沙面 ，
以外国人的名义继续发行

《 中西 日 报》 。 其后报纸名称几经变更 ，
经过多番波折 ，维持至 年左右② 。 不

过这期间作其照是否
一直参与经营 尚不清楚③ 。 在广州 ，邝其照住在芳村的聚龙

村④ ，聚龙村是光绪五年 （ 邝氏家族从台 山迁居的村落 ’众多清代风格的民居

群落保留至今 ，现在被指定为广州市的
“

文物保护单位
”

。 这些民居 当 中 ，据传三 、

四 、十
一号楼 由邝其照亲 自设计并建造 ， 四号楼就是作其照的故居⑤ 。 这些都是 当

地流传的说法 ，姑且信以为实。 憾的是 ，邝其照去世的地方和确切的去世年份都

是个谜 ，因为此后没有有关移居的信息 ， 因此基本可以推断他是在聚龙村的故居中

去世的 。

二
、著作

年 岁的邝其照开始编纂 《字典集成》直到 年第三次修订版发

行 ，共历时约 年。 在这期间 他专门从事英语词典 、英语学习书籍的编纂。 他对

清末英语学界的贡献之大 无人企及。 以下以英语学相关著作为主 对邝其照的著

作进行粗略的梳理 。

① 吴灞陵 ： 《广东之新闻事业》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 印 《广东文物 》 香港 ： 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

年 下册 卷八
“

人文艺术门
”

所收 ，第
— 页 。

② 方汉奇主编 《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
一

卷 第 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页 。

③ 有观点认为邝其照曾任清朝驻新加坡商务领事及驻美商务参赞助理 但由于没有具体出处 因此本

文没有采纳此观点 。 赫明义 ：《文字密林中的身影
——作其照与 〈华英字典集成 〉 》 。 〃

如果将这种看法比照邝其照生平的话 只能推断邝其照可能在晚年的最后时期

任职驻新加坡商务领事 而任职驻美商务参赞助理应该就是生活在美国那段时期 了 。

④ 位于现在的广州市荔湾 区衢口涌 。

⑤ 见 《聚龙科名人邝其照 》 。 但是该文认为邝其照对民居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年份是 年 这或许是

与聚龙村开村之年相混同 因为 年时邝本人还在美国 。 因此 即便这些民居由 邝设计
，
其建筑年份也需

等邝其照居住在广州后才能正式算起 。

⑥ 《聚龙村名人作其照 》认为其是在民国初年病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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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其照的英语学著作

刊行年 中文书名 英文书名 自序 日期

《字典集成》 缺

《字典集成》

《英文成语字典》

《英语汇脑初集 》

《英语汇膝二集》

《应酬宝笈》

《英学初阶》

《华英字典集成 》

《字典集成 》同治戊辰年携
，
粤东 全福选著

，

这是 其照词典的第一个版本 ，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增补 。 日 本国 内唯
一

的初

版藏本在御茶之水图书馆① 。 与后来的修订版不同 ， 初版的作者署名为邝全福
‘

，英文书名不是
，
而是 。 封面上的 中文书名只

有
“

字典集成
”

四字 ，
没有

“

华英
”

。 尽管封面上冠以
“

华英
”

两字是在第三版以后 ，

但是邝其照本人似乎
一

直认为正式书名是
“

华英字典集成
”

，
这一点从第二版的 自

序 中
“

余囊刻华英字典集成一书
”

可知 。 在此 ，为便于 区分 ，特意不加
“

华英
”

两

字 。 另外 ，邝其照在初版署名全福 ，
此后也没有使用过这一署名 。

初版的正文共 页
，附录有

“

杂字
” “

粤东俗字注解
”

以及
“

华英句语
”

。

“

杂

字
”

部分从天文开始 ，至外国官而结束 属于分类体的汉英词汇集。 附录二的内容

是粤东俗字的注解 ，
包括附录三的

“

华英句语
”

在 内 ，

“

杂字
”

和字典正文中均使用

了粤东的俗字 ，
鉴于外省读者不易理解俗字 ，作者对粤语词汇进行了解释。 最后的

“

华英句语
”

部分是
一

个问答式句例集 这里可以看出邝其照一开始就致力于编撰

一本实用性的英语教材 。 这些附录在修订版中进行了大幅增补。 顺便提一句 ， 明

治初年柳泽信大 （退藏 ）将卫三畏 （ ，

— 糾
） 和罗存德的

《华英词典》进行训点翻译并出版。 在明治三年曾经以这本词典附录中 的
“

粤东俗

字注解
”

为基础进行了改编和翻译 ，
并以 《粤东俗字便蒙解》

一名出版② 而这本小

册子竟成了 日 本最早的与粤语相关的著作 。

① 笔者认为
，
澳大利亚 的米切尔 图书馆 （

也藏有此书
，
但尚未亲眼所见 。

② 明治三年 （
九月 官许 ，松庄馆藏梓 ，东京书林冈田屋嘉七发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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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指出① ，
这部词 主要依据麦都思 （ 的 《英华字

典》
，
如标题所示 ，

词典编纂的过程中还 引 用 了 马礼逊 （

—

和卫三畏的字典。

《字典集成 》光绪元年重镇 ，
粤东 其照选著

， ，

：

这是邝其照词典的第二版。 上文提到 ，
这部词典是邝其照送走第三批留美学

生
，途经英国 回国之后 ，又率领第四批留学生赴美之前匆忙出版的。 书中有一段简

短的 自序 ，
日 期是

“

光绪元年端阳节
”

，相当于阳历的 月 日 。

该词典正文共 页 ， 附录有 （

一

）杂字撮要 （
：

， ；
二 ）语言文字合璧 （ ；

，

，
；
三 ） 水程轮路记略 （

：

，
四 ）中外年表 （

， ； 五 ）货物税则 （

：
， 其中附录 （ 四 ） 的题签标注为乙亥

六月 ，
可以推断正式出版最早也应是 月 以后 。 自 序 中叙述了修订的大致情况 ，

“

其上段之字典略为增减 、 中段之杂字添人甚多 、并广辑语言文字之要者刻于后
”

。

我们从中可以 了解到虽然词典正文的增补不多 ，但是对附录进行了较大的补充 ，
还

增加了贸易业务等实用栏 目 。

就在邝其照抵达美国之时 ，
上海的英文报纸 《字林西报》

—

刊登了该词典的书评②
。 书评批评附录的

“

杂字
”

使用了广东音 ，但同时认为

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 ，
还髙度评价了其他附录的实用性。 最后还指出 ，在中 国

国 内能看到 中国学者为增进英语知识所作的努力 ，
是中 国今后知识进步的 良好前

兆。

这部词典出版 年后 ，
光绪五年 （ 上海点石斋出版了石印的缩小影印

版 ，
而在 日 本 ，

明治十四年 （ 永峰秀树又根据点石斋的石印本进行训读弃翻

译成 日 语③ 。 与初版相 比 ，第二版的影响甚大。

《英文成语字典》 （

， ；

① 见《有关邝其照的 〈华英字典集成〉 》 ，第 — 页
，
另见《邝其照 〈字典集成 〉的谱系 》 ，第 — 页 。

②

③ 见《有关邝其照的 〈华英字典集成〉 》第 页 、 《邝其照 〈字典集成 〉 的谱系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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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这本词典于纽约出版时 ，没有中文书名 。 这里标出的 中文书名
“

英文成语字

典
”

是在邝其照其他著作的后附广告中 出现的 ， 因此可 以认为是 由邝其照本人命

名的 。

该词典的正文 页
，
加上附录和索引 ，是一本长达 页的大部头著作 。 邝

其照在 自 序中描述了该词典的编纂过程。 尽管在以往出版的词典中收录了英语熟

语 但是定义不够充分 ，
也缺少句例。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 邝其照参考了 《韦伯词

典 》等一些主要词典 ，但还是没能找到适合中 国人的材料。 于是 他单独出版这部

解说英语成语的著作 ， 以便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 。 ； 其照所指的成语就是熟语 该

著作收录词条约 ，每个词条中采用的句例都是邝其照在美国逗留期间苦心收

集而来。 对每个熟语 邝其照按照使用频率 设置了 （ 等级 ， 以方便学习

者使用。 这种追求实用性的精神体现在邝其照的所有著作当中 。

正如标题页上明示的那样 正文之后
， 附有英语谤语、 中国 的谚语与格言以及

源于拉丁语法语的惯用语的解释 另附有
“

中外年表
” “

孔子圣迹年谱撮要
”

以及

“

耶稣事迹年谱撮要
”

。 虽然这部词典主要是为学习英语的外国人 （包括 中国人 ）

编写的 但是在英语词典的历史上可谓开辟了新领域 应给予高度评价。 邝其照在

本书出版之际 邀请耶鲁和哈佛的校长等当时美 国著名的学者 、教育家撰写了推荐

词
，
其数量多达 篇 ，均收在了该词典的卷首或卷尾① 。 既然是推荐词 ， 大多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 虽然也有替如惯用句与俗语的区分不够明确等批评 但是也不乏

溢美之词 ，如该著作对英语母语人士了解 自身语言特点也极为有用 这样的著作出

自
一位外国人之手令人欽佩等 。 由 于本书开启 了英语词典编辑的新思路 所以在

曰本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除了 日语版本之外 还出 版了翻刻本③ 。 尽管在 日本

明治二十
一

年 （ ，迪克森 （ ，

— 的 《英语熟语辞典》

：

① 最后 封 （
日期分别为 年 月 和 月 ）似乎没赶上印刷 排在了最后

一页
（第 页 ） ，而其他

封则排在卷首 。

② 增 田藤之助校订编寨附译 ： 《英和双解熟语大辞汇》 东京 ：英学新社 年。

③ 东京
：
国民英学会刊 ，明治三十四年 （ 以后 曾多次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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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①
，其影响似乎被取而代之 但是这部词典至今对英语母语人士来

说还具有
一

定的实用性 世纪 年代在美国还被重新复刻发行 。

无论如何 ，这部著作是邝其照在美期间倾尽心力的
一

部作品 ，充分证明了作者

具有极高的英语能力 。 或许可以把本书称作清末英语学 中里程碑式 的成果 。 不

过 ’这部著作对中国人学习英语有着怎样的辅助还需另 当别论②
。

《英语汇腋初集 》 ，

，

： ：

： ： ：

《英语汇脑二集》

； ；

⋯

这两本书都是会话教本 ，发行时期 、发行书肆等均相同 ， 因此在这里一并加以

说明 。 邝其照也在这两本书的 自序 中写道 ，

“

余作英语汇腋二集 ，
盖与初集递续而

互成 相连而并贯者也
”

，说明这两本书属于同一系列 。 年针对邝其照出版了

《成语字典》后 ，
立即着手编写 中 国人的英语教育系列 （

’

。 该系列著述均出版于邝其照回国后的 年 ， 因而完成的时间先后只能从

自序的 日期上进行推断。 根据 自序 日 期 ，
可以认为这两本书是最先完成的 （参照

上表 ） 。 正如上文提到 ，初集中可见王韬的序文③
，
其中写道 ，

“

英语汇腋有初集 、二

集 、三集 ， 由浅及深 、 由粗及逮精 、 由略及至详
”

。 而邝其照在初集的凡例中也提到

“

此书全套共分三卷
”

，
以此可以推断该系列原计划应出版三集 ，

最后没能实现。

初集、二集都是先有邝其照的中文 自序和凡例 ，然后是英文的 自序和 目录。 初

集为 页
， 部 （ 共 课 （ 。 二集则为 页

， 部共

课。 初集仅有 多个单词 ，
二集又新增了 个单词。 如 同儿童靠口 授学

说话 学习方法着眼于 自然学会口语。 书中主张只要能开 口说英语 语法 自然就会

搞懂 ，用不着去啃许多晦浬难懂的英文书 。 该书还明确标注了重音的位置 ，用连字

① 东食 ：共益商社书店 。

② 前注高永伟《邝其照和他的 〈英语短语词典 〉 》也强调了该词典在英语词典编辑史上的意义 。

③ 王韬 ： 《英语汇腋序 》
，
另收于 《锼园文录外编》卷十二 字句有所改动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年刊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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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分割出 了音节的每个部分 ，常用词语用粗体字印刷等等 ，
可谓颇费心机 。

此书所使用的语汇采用常见于报端的相对正式的汉语 ， 既不是方言也不是官

话 ，因此邝其照在
“

凡例
”

中称会有助于学习汉语的英 国人② 。 同时他还宣称 ，
日本

人也可以与中 国人一样 ，
使用本书学习英语③ 。

事实上 ，作为学习英语 口语的书籍 本书的结构非常缜密 ， 内容完善。 如果认

真学习本教科书的话 ，预计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会话能力 。 不过 ，
正如该书的英文

题目所示 虽然本书的初衷是作为
一本教科书 （ ，但是到

底有多少学校采用 了这部教材 尚不甚明 了 。 从 其照参与过留学生预备教育这一

点来看 ，或许可以推测类似的学校曾经采用过 ，然而本书在 出版之际 ，幼童出洋已

经废止。

与此相关的
一

点也值得关注 。 那就是这
一

系列的所有著作在凡例的末尾都强

调了版权所属 。

“

是书在英美各 国享有版权 ，除此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凡有翻刻

者必加追究
”

，
足见邝其照不愧为精通欧美相关制度 的洋务专家。 同时也可以推

断 一味强调版权反而妨碍了这一系列的流传④ 。

《应酬宝复》 （ ：

，
：

：

，
：

： ：

：
： ：

，

本书可谓是本系列的应用篇。 包括书函实例 、 收据等商用书面格式以及名片

的形式等 是商务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 书 中除了附有馈赠礼品随附卡片的英文范

① 其照对 自 己在此书上所花 费心思似乎很满意 。 在班克罗 夫特的采访中还特意进行了说 明。

② 英文序文中可见与该内容相对应之处
“

’ ，

③ 同上 ：

“

④ 顺便提
一下

，《英语汇腋二集》在文末介绍了邝其照相关著作的售价 。 这是
一份标题为

“

邝其照华

英书籍减价发售
”

的广告 。 内容为 ： 《华英字典 》每部银五员 正、 《应酬宝笈》 每部银壹员七角 、 《英文成语字

典》每部银四员五角 、《英语汇腋初集 》每部银壹员三角 、 《英语汇腋二集》每部银壹员七角 、 《英学初阶 》每部

银六角 。 香港永乐街利 昌隆 、
上海抛球场华彰号同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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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外 ，竟然还有墓碑铭的例文 这些 内容大概夹在邝其照用于撰写字典的参考书

里 。 此外还包括标点符号 的使用方法 、 助动词 、后缀词 的说 明 ， 共 页。

《英语汇腋初集》 的凡例中有
“

此书全套著成后 ，余又同 时续出二书以备学者所需

览。
一为《地球说略》载天下各国舆图 、 区宇所聚 、垓埏所通 靡不详记。

一为 《应

酬宝笈》 、 内载书启禀帖格式 、吉凶仪礼等类 ，于学英文者最关急务
”

。 此书即凡例

中提到的后者 。 而计划同时发行的 《地球说略 》最终似乎没能出啤 。 正如 《字书》

的附录中所介绍的那样 邝其照为达到实用的 目的 ，在每一部著作中都下 了许多功

夫 而本书收录的正是最为实用的 内容 可以说是将此 目的发挥至极致。

《英学初阶》 （

：
： ：

： ：

此书共 页
，
课

，
是英语初级教材 。 如同 《英语汇腋》

，
它 明确标注了重

音 划分了音节。 此前 ，作者曾经翻译过一本英国 出版的初级英语读物 ，并尝试采

取了英汉对照的形式 但并不称心 ，还觉得缺乏趣味性 也没有插图。 因此 邝其照

在出版本书时 ，除了精心挑选趣味性强的 内容 ，还在每课都附上 了铜版插图 。 通过

这种做法 ， 其照认为基本达到了 目 的 。 汉文序文 中有
“

此书之成 不惜钜费 将

天下各方物产可供采览者 ，务雕镌其模像
”

由此可见 ’他为制作铜版插图付出 了

相当的开支 。 这些插图共有 张 ，小到一两厘米的动物图片 ，大到占据整个页面

的图片 。 从 自序的 日期可以看出 ，本书之所以在本系列中最后出版 ，
正是因为这些

插图的订制花费了些时 日 。

凡例中有
“

凡学者当从此卷读毕后 、随读 《英语汇腋》 《地球略说》等书
”

，
可见

邝其照把本书定位在启蒙阶段的必读教科书之列 。 不过与 《英语汇腋》相同 ，
从本

书现存数量不多的事实来推断 ， 当时的传播并不广。 这
一点想必出乎编者邝其照

的预料。

《华英字典集成 》 （

， ，

： ：

； ： ：
，

自序写于 年 ，
此时邝其照还在美国 。 从内容上来看 ， 自序脱稿后不久 ，邝

其照便接受了班克罗夫特的采访。 此时本书的初稿巳经基本完成 ，并寄往中 国制

① 《英学初阶》序 ，中英文内容基本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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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但邝其照仍在继续修订① 。 这次的修订幅度很大 堪称邝其照在美国 年的研

究和体验的集大成。 本书取消了以往书籍中的粤语发音 ，取而代之的是书面语的

表达方式。 修改理由与上述《英语汇腋》相 同 。 本书在序文 （英文 ） 中明确表示 ，

“

应当指出 ，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 翻译时运用了简单易懂的汉语 ，

而不是某种特

定的方言
” ②

。 邝其照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
第三版《华英字典集成 》受到了极大的欢

迎
，
后来多次重印③ 。 重 印本的封面和序文均原封不动地套用了第三版的内 容。

笔者所见的最新版是 年香港和盛印务局承印 （

的版本 ，或许还有更新的 。

以上介绍了邝其照英语学的所有著作。 邝还著有 《地球五大洲全图 》④
，
而其

他为人所知的作品仅有收录在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 的
“

五大洲舆地户 口产表
”

一卷以及
“

台湾番社考
”
一卷。

“

五大洲舆地户 口产表
”

与 《地球五大洲全图 》似乎

有所关联 或许就是附在地图旁的表格 ，
目前尚不 明确 。

“

台湾番社考
”

大概是中

法战争时期的作品 ， 当时法国舰队封锁台湾 ， 台湾问题急剧升温。 法军逐渐把矛头

指 向广东
，
而与之对抗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中就有邝其照的身影。

、小结

清朝中 国对英语并非一无所知。 乾隆年间会同四译馆编纂的 《新华夷译语》
⑤

的词汇集中
，除了英语 还有荷兰语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拉丁语等 ，这

些语种与中 国边境少数民族语言收在一起。 这
一点极具象征性意义 ， 此书正是基

于华夷思想 将欧洲语言列入众多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之中 。 然而要想在新的

①
‘ ‘ ’’

②
“

，

③ 前注内田论文和宫 田论文中介绍 了两种 年刊本 、循环 日报社 年刊本和 年刊本等 。

不过
，
两种 年刊本中

，

一种无疑是 年当年 的刊本
，

另一种有增订的刊本没有明确标注出版年份 应

该视为后来增订本。

④ 《舆图要录》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

，
第 页 号。

“

地球五大洲全图 邝其照绘 ，
光绪元年

刻印本
，
未注 比例 。 单幅 彩色 厘米 厘米 。 附五大洲 各国人 口清册 ， 各国丁方道里表

，
各 国土产纪

要
，五大洲水运路程道里表 轮船路里程表等 。 图中简要地绘出世界五大洲轮廓及主要山脉 、河流走向

”

。

⑤ 故宫博物 院所藏钞本 。 英语有
“

暎咭琍译语
’ ’

二卷 。 与其他西方语言 的五卷本相比 ，篇幅短小
，
错误

也多 。 大概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中没有英国人的缘故吧 。

— 鸳渊一 村上嘉实译 《有关新华夷译语》 ，载

于 《史林 》 ，第 期第 号 ，昭和 年 月
，
第 ， 页 。 另

，
有关现状可参照冯蒸 《 〈 华夷译语 〉调査记》

，

载于《文物》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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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国际关系中生存下去 英语对打开国门后的清末政府来说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

新英语学的构建需要全新的人才 而邝其照就是担当这个角色的主要人物。

毫无疑问 ，
邝其照的著作以其清新和全面的特点超越了此前的相关作品 ，达到

了
一

个新的高度。 不管是咸丰年间的 《华英通语》 《英话注解》 ， 同治年间的 《英语

集全》和《英字入门 》
，
还是光绪年间 出版的 《英文举隅 》和 《英字指南》 ，

要么是绝

非正统的洋泾浜英语 ，
要么只是英美教材的译本。 与之相比 ，邝其照的英语学著作

‘

则截然不同 这些著作是基于独到的编辑方针 ，凝聚多种创新而结出 的硕果 ，堪称

屹立于清末英语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然而 ， 《华英字典集成》以及
一系列外语著作

在清末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着实令人惋惜 。 邝其照对清末英语学所做出 的贡献

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附记

本文脱稿后 ，笔者看到新近出版的铃木智夫所著 《近代中 国与西方国际社会》

东京 ：汲古书 院 ， 年刊 ） 。 该著作的第二章
“

清政府官费派遣留美学生研

究
”

，利用祁兆熙的《游美洲 日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该文提及邝其照 （ 第 —

页的注解 。 特别是有关作其照出使美国前在上海时期的活动的资料 ，有很多

值得参考之处 敬请参照。

译者单位 ：
北京大学 曰语 系 副教授 早稻 田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