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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6世纪中叶，以基督教传教士入华为起始标志的汉外双语词典史，是延续了300余年未曾中断的
、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一段历史。
《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以明清时期欧洲入华传教士
、驻华外交官、洋员等“业余者”编纂的双语词典为研究对象，首先调查了历史上300多年问在华欧美
人士编写的汉外双语词典的基本信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时段内梳理了16至19世纪从手稿汉外词典到
出版的汉英词典双语词典史的主要发展脉络。
同时，通过对19世纪早、中、晚期最重要的三部综合汉英词典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了它们之问的继承
与倒新关系以及对当代汉英词典缩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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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玲，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博士，讲师。
学术兴趣广泛，对19世纪汉英词典史、16至19世纪世界汉语教育史、传教士汉学、中国基督教史等领
域均有涉猎。
曾先后到访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德国奥古斯特大公图书
馆等地调研资料或访学。
2008年，参与筹备并实施北京外国语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基金会合作项目“马礼逊文集”，《马礼
逊文集》十四卷于2008年出版。
2011年获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礼逊《汉英英汉词典》研究”
（11CYY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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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欧洲最为常见的叶尊孝汉拉词典抄本中，标明时间的抄本并不多。
因此，笔者所见到的1694年、1698—1700年、1713年、1726年、1741年、1788年、1807年标有确切时间
的抄本，对研究叶尊孝汉拉词典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在标明时间的各抄本中，1713年和1741年抄本因原本的问题，不如1694年、1698—1700年、1726年的汉
拉词典质量高，因此笔者没有重点考察。
其余的五部汉拉词典都非常重要，1694年和1698—1700年抄本再现了叶尊孝生前编写的汉拉词典的原
貌，1726年抄本是为出版预备的最完善的汉拉词典版本，1788年和1807年抄本是叶尊孝汉拉词典的影
响研究中最关键的两部词典。
叶尊孝汉拉词典的影响研究需要从这些抄本中去追溯。
 第三节 手稿汉外词典的巅峰 从教会史记载16世纪由奥古斯丁会拉达编写的第一部汉外词典，至17世
纪末叶尊孝汉拉词典的出现，对于这一段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手稿汉外词典的历史，仍有许多空白需要
填充。
 手稿汉外词典的萌芽时期，人们还在致力寻找对应词以及对应表达的初级阶段，因此，双语词典基本
还是粗线条的对应词表形式。
萌芽时期汉外词典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对汉字注音系统的创建与不断完善，这使得按注音字母A—Z排序
法编排汉字词目成为可能，奠定了现代汉语词典以及现代双语词典字母排序法的基础。
 汉外双语词典的编纂从16世纪传教士学习汉语收集自编的外汉双语词汇表式的手稿萌芽，发展至17世
纪末，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探索，已经逐渐解决了两种语言间的注音、检索、释义、例证等诸多方面的
问题，汉外双语词典编纂体例和方法也走向了成熟。
叶尊孝汉拉词典对前人编纂的手稿汉外词典有了重大突破，体现出手稿汉外词典编纂的成熟 叶尊孝汉
拉词典的宏观结构尤其是设计体例已经颇为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封面设计、词
典序言等前页材料，功能索引表和百科性质的附录等后页材料正式被收入了汉外词典。
这些辅助性材料以往并不受词典编者或词典使用者重视，而叶尊孝汉拉词典的前后页材料非常丰富和
完备，词典的序言对借鉴前人的词典、本词典中的汉字注音系统等方面内容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词典
的封面和正文每一页的结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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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是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这
一。
从16世纪中叶，以基督教传教士入华为起始标志的汉外双语词典史，是延续了300余年未曾中断的、具
有独特文化特质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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