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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英語教材研究：以光緒和宣統皇帝英語學習為例

摘   要  光緒帝是清代第一位正式接受英語教育的皇帝，對英語學習有極高熱忱；
宣統帝溥儀聘請英國人莊士敦擔任帝師學習英語也從未有過先例。從教
學方法和教材的使用來看，光緒帝的英語學習較為正式與系統，但缺乏
了解外界資訊的渠道；宣統帝溥儀則較為隨性散漫，卻有機會接觸到不
同領域的原版報刊、雜誌，這些英語素材都成為了他認識西方世界的重
要途徑。當前學界以英語作為二語∕外語的學習理論主要以西方應用語
言學理論為根基，並非扎根於中國本土土壤。皇帝作為特殊的英語學習
者，研究其英語教材的使用與英語學習情況對於了解中國英語教育發展
有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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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結 束 後， 洋 務 運 動 興 起，
恭 親 王 奕 訢 奏 請 開 辦 外 語 學 館， 京 師 同 文 館 隨
後 於 1862 年 創 辦。 中 國 近 代 正 規 的 英 語 教 育
始 於 京 師 同 文 館 的 建 立。 在 此 之 前， 出 於 域 外
語 言 翻 譯 的 需 求， 明 朝 曾 設 立“ 四 夷 館 ”， 清
朝 則 設 立“ 四 譯 館 ”， 後 又 將 四 譯 館 併入會 同
館， 更 名“ 會 同 四 譯 館 ”。 明 朝 的 四 夷 館 雖 然
設 有 十 大 語 言 館（ 韃 靼、 女 真、 西 番、 西 天、
回 回、 百 夷、 高 昌、 緬 甸、 八 百、 暹 羅 ）， 但
以 少 數 民 族 和 中 國 鄰 國 語 言 為 主， 尚 未 涉 及
英、 法、 德、 俄 等 西 方 國 家 外 語 翻 譯。 康 熙 或
許 是 中 國 首 位 意 識 到 培 養 中 西（ 中 俄 ） 雙 語 翻
譯 人 才 重 要 性 的 皇 帝。 清 廷 曾 在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1689 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又在雍
正五年（1727 年）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其
間隨着中俄關係發展創辦了俄羅斯文館。 1 雖然
隨 着 中 外 交 流 的 增 多， 清 朝 開 始 有 意 識 地 培 養
中西雙語人才，但皇帝自身的語言學習仍以滿、
蒙、 漢 語 為 主， 並 不 涉 及 西 語 學 習。 當 時 朝 廷
內 仍 以“ 天 朝 上 國 ” 的 價 值 觀 和 世 界 觀 自 尊，

認 為 皇 帝 學 習“ 蠻 夷 語 言 ” 有 失 身 份。 光 緒 帝
是清代第一位正式接受英語學習的皇帝，對英語
學習有極高熱忱，並由張德彝和沈鐸為其授英文
課。2 光緒帝學習英語的動機與當時清廷在中外
戰爭中的連連失敗、洋務運動的興起，以及部分
有識之士倡導學習西方，改革政治、教育體制來
挽 救 中 國 等 政 治 歷 史 背 景 有 密 切 關 聯。 另 一 方
面， 宣統帝溥儀聘請英國人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 擔 任 帝 師 學 習 英 語 也 從 未 有 過 先
例。有關晚清時期諸多政治、經濟、歷史背景，
在此不再過多贅述，本文旨在以晚清英語教材為
視角，了解二位皇帝的語言學習情況。

當前以英語作為二語∕外語（Engl ish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的學習理論
主 要 以 西 方 應 用 語 言 學 理 論 為 根 基， 語 法 翻 譯
法、 任 務 型 教 學 法 以 及 交 際 法 等 英 語 教 學 方 法
都 是 基 於 外 國 的 理 論 發 展 而 來， 並 非 扎 根 於 中
國 本 土 土 壤。 晚 清 時 期 的 英 語 教 育 尚 處 於 萌 芽
階段，但仍能培養出諸如嚴復等優秀的翻譯家、
教 育 家， 其 教 材 與 教 學 方 法 必 有 可 取 之 處。 而
皇 帝 作 為 特 殊 的 英 語 學 習 者， 不 論 是 師 資 還 是
教 材 資 源 配 備 均 需 經 過 嚴 格 篩 查， 因 此 研 究 其
英 語 教 材 與 英 語 教 學 情 況 對 於 了 解 中 國 英 語 教
育 與 教 材 的 發 展 有 特 殊 意 義。 有 關 光 緒 皇 帝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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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 儀 學 習 英 語 的 記 述 十 分 零 碎， 其 中 關 於 英 語
教 材 的 資 料 大 多 只 記 錄 書 名， 許 多 細 節 有 待 考
究。 筆 者 通 過 蒐 集 文 獻， 力 圖 為 光 緒 和 宣 統 兩
位 皇 帝 的 英 語 學 習 概 況 和 相 關 教 材 的 面 貌 呈 現
更多有價值的細節。

一、光緒帝英語學習概況

光 緒 帝 正 式 學 習 英 語 的 時 間 大 約 有 三 年，
始 於 1891 年 底， 止 於 1894 年 底 慈 禧 太 后 傳
令“滿功課及洋字均撤”。 3 其間，張德彝和沈
鐸 擔 任 英 語 教 師 每 隔 一 日 輪 流 給 光 緒 帝 上 課。
光 緒 帝 的 英 語 學 習 是 其 主 動 要 求， 而 非 被 迫 接
受。《 翁 同 龢 日 記 》 中 曾 記 述 帝 師 翁 同 龢 在 光
緒 十 七 年 十 月 廿 五 日（1891 年 11 月 26 日 ）
“ 聞（ 皇 上 ） 欲 通 泰 西 字 義 ……” 4。 德 齡 在
《 清 宮 二 年 記 》 中 提 及“ 皇 帝 即 問 我 父 親 能 否
講法國語……” 5，可見光緒帝學習外語的積極
性 很 高。 根 據 史 料 記 載， 光 緒 帝 一 般 情 況 下 都
能堅持準時上課，很少缺席。 6 慈禧太后撤銷光
緒 帝 的 英 語 課 後， 他 仍 然 堅 持 以 非 正 式 的 方 式
學 習 英 語， 包 括 自 學 以 及 向 專 業 人 士 請 教， 例
如 康 有 為 弟 弟 康 廣 仁 以 及 德 齡 均 教 導 過 光 緒 帝
英語。有關光緒帝英語學習的成效，德齡在《清
宮二年記》中提到：

我每天早晨碰見光緒皇帝。他常常趁

我空的時候，問我些英文字。我很驚奇他

知道的字這樣多……我們常常談到西方

文明，我很驚異他對於每一事物懂得那樣

透徹。

我們談了好一會，所談的大多是關於

外國的風俗習慣的。

夏天我比較空閒，每天能有一個鐘點

的時間替皇帝補習英文。他很聰明，記憶

力又驚人的強，所以進步很快，然而他的

發音卻不很正確。不久他就能夠閱讀一般

學校英文讀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夠

默寫得很好。他的英文字寫得非常美麗，

對於古字、美術字等尤為擅長。

接着又向皇帝皇后話別，皇帝只搖着

頭用英文祝我們幸福……7

從 德 齡 的 敘 述 中 可 知， 光 緒 帝 總 是 主 動 請 教 英
語， 雖 然 發 音 不 太 準 確， 但 詞 彙 量 比 較 大， 能
閱 讀 英 語 短 篇 故 事、 默 寫， 能 在 具 體 情 境 下 用
英 語 進 行 簡 單 的 對 話， 例 如 在 話 別 時 用 英 文 表
達 祝 福， 英 文 書 寫 十 分 美 觀， 並 且 對 西 方 的 文
化 與 文 明 有 一 定 了 解。 由 此 可 見， 光 緒 帝 的 英
語 學 習 不 僅 涉 及 語 言 本 身， 如 拼 寫、 發 音、 語
義 等， 還 涉 及 該 語 言 相 關 的 國 家 文 化、 文 明 以
及 書 法（ 書 寫 藝 術 ）。 筆 者 認 為， 光 緒 帝 英 語
發 音 不 準 的 原 因 一 是 由 於 當 時 科 學 技 術 有 限，
學 生 所 用 教 材 均 以 文 本 形 式 呈 現， 缺 乏 聽 力、
口 語 等 音 頻、 視 頻 材 料 輔 助 學 習； 二 是 光 緒 帝
作 為 皇 帝 身 份 的 特 殊 性， 其 英 語 教 師 礙 於 皇 帝
之 尊， 不 能 如 實 糾 正 發 音； 三 是 光 緒 帝 缺 乏 與
外 界 直 接 溝 通 的 機 會。 雖 然 光 緒 帝 有 機 會 接 觸
到 外 國 來 使， 但 其 一 言 一 行 時 刻 受 到 慈 禧 太 后
的監控，所有的對話需經中間人（如翻譯人員）
傳達，且在公開場合進行，缺少私下直接交流。
該情況在《清宮二年記》中有詳細記述。

筆 者 尚 未 發 現 光 緒 帝 的 英 語 教 師 是 否 有
為 其 制 定 專 門 的 英 語 學 習 大 綱 的 相 關 史 料。 彼
時， 京 師 同 文 館 於 光 緒 二 年（1876 年 ） 正 式
頒 佈《 八 年 課 程 表 》。《 八 年 課 程 表 》 首 年 要
求“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第二年
“ 講 解 淺 書、 練 習 句 法、 翻 譯 條 子 ”， 第 三 年
“ 講 各 國 地 圖、 讀 各 國 史 略、 翻 譯 選 編 ”。 8

由 此 可 見， 前 三 年 的 大 綱 注 重 英 語 的 認 字、 寫
字、 短 篇 文 選、 各 國 地 理 和 歷 史， 而 從 光 緒 帝
英語學習成效來看，他恰好在英語詞彙、閱讀、
書 寫 以 及 對 西 方 文 明 的 了 解 方 面 打 下 良 好 的 基
礎。 鑑 於 其 兩 位 英 語 教 師 均 出 自 京 師 同 文 館，
光 緒 帝 雖 然 不 是 京 師 同 文 館 的 學 生， 但 其 英 語
學 習 或 間 接 受 到 京 師 同 文 館《 八 年 課 程 表 》 的
指引。

二、光緒帝所用英語教材

在 學 習 英 語 的 三 年 中，光 緒 帝 所 接 受 的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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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教 育 是 較 為 規 律、 正 式 且 有 規 劃 的。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有 清 宮 內 務 府 在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1907 年）和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的“呈
進 書 籍 檔 ”， 即 內 務 府 為 光 緒 皇 帝 購 置 書 單 的
記 錄， 當 中 顯 示 光 緒 皇 帝 在 交 給 內 務 府 的 目 錄
中提到：

近來商務印書館分館又有新印各書，

一併購呈。每種四部。《瀛寰全志》一冊、

附圖一冊，《萬國史綱》《英華大辭典》

《帝國主義》《歐洲新政史（下冊）》《高

等學堂中國》《西洋歷史教科書》《華英

音韻字典集成》《華英進階全集》《和文

漢譯讀本》。9

從 光 緒 帝 的 言 辭 來 看， 他 對 商 務 印 書 館 的 出 版
情 況 頗 為 了 解。 光 緒 帝 在“ 呈 進 書 籍 檔 ” 所 提
的 書 目 有 三 部 是 由 當 時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的 英 語
教 材， 分 別 是《 英 華 大 辭 典 》《 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 華 英 進 階 全 集 》。 其 中，《 華 英 進 階
全 集 》 包 括《 華 英 初 階 》 與《 華 英 進 階 》， 該
教材編排系統，由淺入深，是真正意義上的“教
科書”；《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和《英華大辭典》
為 雙 語 辭 典， 屬 於 字 典 類 工 具 書。 帝 師 張 德 彝
還 編 撰 出 版 了《 英 文 話 規 》， 屬 於 語 法 解 析 類
工 具 書。 這 些 教 材 均 為 當 時 具 有 影 響 力、 學 貫
中西的專家所編著。

（一）張德彝與《英文話規》

《英文話規》（Grammar ）是近代最早由
中國人編寫的英文文法書之一，成稿於 1895 年。
國 家 圖 書 館 古 籍 館 普 通 古 籍 閱 覽 室 現 藏 有 該 書
一冊。該書的編者張德彝是光緒帝的英文老師，
亦 是 京 師 同 文 館 首 批 優 秀 畢 業 生。 該 書 在 英 語
語 法 概 念 的 翻 譯 和 解 釋 上 有 別 於 現 今 通 用 的 叫
法，有其創新與特色。

邱志紅曾對《英文話規》作過概述。 10《英
文 話 規 》 以 英 語 詞 性 為 綱， 通 過 講 解 英 語 的 九
類 詞 性 的 用 法， 使 讀 者 窺 見 英 語 語 法 的 全 貌。
張 德 彝 富 有 創 造 性 地 將 名 詞、 形 容 詞、 代 詞、
連詞等譯為“實字”“指實字”“替實字”“承
轉 字 ” 等（ 見 表 一 ）， 更 為 直 觀 地 傳 達 了 不 同
詞性的含義與關聯。例如，將“形容詞”與“代
詞 ” 譯 為“ 指 實 字 ” 與“ 替 實 字 ”， 直 接 從 字
形字義上表達其與“名詞”（實字）之間的關係。
形容詞常用來描寫或修飾名詞，即“指實字”；
代 詞 在 句 中 起 替 代 作 用， 避 免 重 複， 即“ 替 實
字”。同理，副詞通常用來修飾動詞，將 “副
詞 ” 譯 為“ 指 動 字 ” 更 為 直 觀 地 表 示 其 與“ 動
詞 ”（ 動 字 ） 的 聯 繫。“ 連 詞 ” 的 譯 法 只 說 明
了“conjunction”用來連接詞與詞、句與句的
功能，卻無法表達承接、轉折（如 but）等邏輯
關係，而“承轉字”的譯法卻能體現這種關係。

表一. 張德彝《英文話規》詞性翻譯

序號 英文 通用叫法 張德彝《英文話規》

1 article 冠詞 分指字

2 noun 名詞 實字

3 adjective 形容詞 指實字

4 pronoun 代詞 替實字

5 adverb 副詞 指動字

6 verb 動詞 動字

7 preposition 介詞 接連字

8 conjunction 連詞 承轉字

9 interjection 感歎詞 發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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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彝在《英文話規》的序言中寫道：  

嘗思天下百工，不以規矩，工不能

成，是循規蹈矩，其成工必精也，即西國

之文字語言亦爾。字、句，皆有成規，措

置稍乖，義必相反……罕有譯及話規者，

前汪芝房星使著《英文舉隅》一書……尚

不宜於初學。余因不揣簡陋，復將英文話

規仔細詳參，寫以俚句……竭力就簡刪

繁……11

從 序 言 中 可 知， 張 德 彝 對 英 語 的 語 法 有 自 己 獨
到 的 體 會 和 見 解， 他 以 孟 子“ 不 以 規 矩， 不 能
成 方 圓 ” 的 道 理 解 釋 了 為 甚 麼 要 學 語 法， 倘 若
不 能 掌 握 好 語 法、 構 詞 成 句 的 規 則 便 無 法 正 確
理解語義。同時也闡明了當時流行的語法書《英
文 舉 隅 》 由 於 語 言 晦 澀 不 適 合 初 學 者， 以 及 編
寫《 英 文 話 規 》 的 初 心 便 是 利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語
言 解 釋 語 法 規 則， 更 好 地 為 初 學 者 服 務。 有 趣
的 是，《 英 文 話 規 》 在 編 排 上 雖 然 條 例 清 晰，
在 措 辭 方 面 也 以 白 話 呈 現， 便 於 初 學 者 掌 握 知
識， 但 卻 沒 有 設 置 相 應 的 語 法 練 習。 12 由 此 可
見， 當 時 的 英 語 教 材 設 計 以 知 識 的 梳 理、 講 授
與傳遞為主，教材編者對知識掌握程度的檢測、
評 估 意 識 不 高。 此 舉 或 是 由 於 彼 時 英 語 尚 未 與
升 學、 就 業、 考 試 直 接 掛 鉤， 其 學 習 目 的 並 非
為了通過某項英語測評。

（ 二 ） 商 務 印 書 館 與 《 華 英 進 階 全 集 》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英華大辭典》

1. 《華英進階全集》

商 務 印 書 館 在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1900 年 6 月 19 日 ） 刊登過一則“ 重印《 華
英 進 階 全 集 》” 的《 申 報 》 廣 告， 現 節 取 部 分
內容如下：  

是書華英文字並列，句讀明顯、釋解

詳盡、久已風行宇內。凡中外之書院學堂

皆藉以教授生徒，均稱受益……茲將《華

英初階》和《進階》初、二、三、四、五

集合定成一大本……每大本實洋二元二

角半……13

從廣告內容可知，《華英進階全集》（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s:  From Pr imer  to 
Fifth Reader ） 是《 華 英 初 階 》（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 ） 和《 華 英 進 階 》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 ）兩套教材
的合編本。《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深受歡
迎，至民國時期仍然不斷再版，可見當時已掀起
學習英語的熱潮。其初版時間尚有爭議，目前一
般認定為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該教材
甚至在 1946 年仍在重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就收
錄了一版 1946 年的《華英初階》縮微文獻。

《 華 英 初 階 》 與《 華 英 進 階 》 屬 於 從 國 外
引 進 的 編 譯 教 材， 該 書 的 中 文 序 言 中 提 及 該 教
材 原 為 英 國 人 為 印 度 殖 民 地 編 寫 的 英 語入門 教
材，考慮到印度教材對於中國學子適用性問題，
商 務 印 書 館 邀 請 謝 洪 賚 對 其 進 行 編 譯、 註 釋，
廣受歡迎。封底的《重譯者識》節錄如下：

當中外交通之始，華人士之治英文者

殆莫不取資於印度文學會所著之讀本。本

館曾取以譯漢刊印問世。書成未幾風行一

時……顧其書專為印度人而作，凡所稱

述或未必盡合於吾中國之學子。今更將全

書量為修改。凡專為印人說法者，悉數刪

汰。其他譯註亦靡不審慎周祥，務求與原

文相合，於讀者有迎刃之益，刪繁補缺，

蔚為大觀……14

《華英初階》共 48 頁，包括英文序言（含
“Plan of the Book” 及“Directions to the 
Teacher” 兩 個 部 分 ）、 英 文 字 母 表 及 書 寫
（Alphabet）、 英 文 拼 寫、 課 文、 宗 教 課 文，
最 後 附 晨 禱 文、 日 禱 文、 晚 禱 文。 每 篇 課 文 講
解由單詞、詞組和短句構成，附中英對照。《華
英初階 》 第 4 頁有專門的英文書寫示範與指導

（圖 1），15 德齡曾提及光緒帝英文書寫十分美觀，
可見當時的外語教育也十分注重書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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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英文書寫指導（圖片來源：1927 年版《華英初階》第 4 頁，筆者自藏書。）

《 華 英 初 階 》 作 為 針 對 英 語 初 學 者 的
教 科 書， 其 內 容 編 排 與 如 今 常 見 的 英 語 教 科
書 十 分 不 同。 現 今 針 對 初 學 者 的 外 語 教 科
書 普 遍 以 語 言 功 能 為 導 向， 例 如 如 何 用 英 語
問 好、 道 謝、 購 物 等， 但《 華 英 初 階 》 是
以 單 詞 的 拼 寫 難 度 與 發 音 進 行 編 排， 例 如
先 學 習 由 兩 個 字 母 組 成 的 單 音 節 單 詞， 比 如
“so”“go”“me” 等， 再 學 習 由 三 個 字 母

組 成 的 短 元 音 單 詞， 如“fan”“pen”“ l ip”
等。 並 且， 教 材 通 常 會 將 字 形 相 似 的 單
詞 排 列 一 起 便 於 學 生 辨 認 和 區 分， 例 如

“came”“game”“ lame”“name”“same”
等。 此 舉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讓 學 生 盡 快 而 有 效 地 掌
握 英 文 閱 讀 能 力， 即“ 識 字、 認 字 ”， 與 現 今
流行的語言交流功能導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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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is my great hope that 
the present emperor of China will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illustrious 
emperor Kanghi in literary activity 
and among other works prepare 
a foreign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orthy of the present times.17（筆者

譯：首先我非常希望現在的中國皇帝能在

文學與其他作品方面效仿偉大的康熙皇

帝，編寫一本不愧於當今時代的中外辭

典。）

羅 布 存 德 所 編 撰 的《 英 華 字 典 》
（Engl ish-Chinese Dict ionary ） 配 有 國
語 和 粵 語 發 音， 是 最 早 在 香 港 出 版 的 雙 語 字
典。18 辜鴻銘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序中，
介 紹 了 羅 布 存 德 編 撰 的《 英 華 字 典 》、 鄺 其 照

（Kwong Ki-Chiu）編譯的《華英字典》和《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 之 間 的 淵 源。 彼 時， 市 面 上
流 通 有 適 合 外 國 學 生 學 習 中 文 使 用 的 英 漢 字
典， 但 針 對 中 國 學 生 學 習 英 語 使 用 的 雙 語 字 典
卻鮮有人關注，唯獨鄺其照曾編輯《華英字典》
以 滿 足 需 求。 據 辜 鴻 銘 所 述， 鄺 其 照 所 編 的 字
典 是 以 羅 布 存 德 的 字 典 為 基 準， 從 中 摘 錄 編 譯
而 得， 但 羅 布 存 德 的 編 著 有 許 多 瑕 疵， 存 在 詞
不 達 意 的 現 象， 尤 其 是 在 粵 語 白 話 的 語 境 下 並
不 合 邏 輯 和 語 言 規 範， 例 如 將“Demigod”
（ 半 神 ） 不 恰 當 地 譯 為“ 半 個 上 帝 ”， 但 是 這
些 謬 誤 並 沒 有 在 鄺 其 照 的 版 本 中 得 到 糾 正。 商
務 印 書 館 為 此 傾 注 大 量 的 人 力、 物 力、 財 力 糾
正 羅 布 存 德 版 本 的 錯 處， 以 期 向 大 眾 提 供 一 本
既 全 面、 可 信 度 又 高 的 字 典。 在 看 到《 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 的 樣 本 時， 辜 鴻 銘 認 為 與 鄺
其 照 的 版 本 相 比， 有 顯 著 的 進 步（decided 
advance），並且應該完全取代鄺其照的版本
（ . . .should certainly supersede i t） 來 滿
足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的需要。 19

三 年 後， 商 務 印 書 館 於 1905 年 夏 天 與 顏
惠 慶 達 成 共 識， 決 議 出 版 一 本 新 的 英 漢 詞 典，
即《 英 華 大 辭 典 》（Engl 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 ic t ionary ）。根 據《 英 華 大 辭 典 》

《 華 英 進 階 》 有 初、 二、 三、 四、 五 集，
共 六 冊， 書 中 涵 蓋 序 言《 給 教 師 的 建 議 》

（“Direct ions to the Teacher”）、目錄、
課文、附錄（主禱文、飯前禱文、飯後禱文）、
版 權 頁、 封 底 序 言。《 華 英 進 階·初 集 》 在 序
言中分別在朗讀（發音）、詞彙課、測評、拼寫、
訓 練 記 憶、 宗 教 課 六 個 方 面 為 教 師 教 學 提 出 建
議。 與《 華 英 初 階 》 相 比，《 華 英 進 階 》 的 課
文 內 容 不 再 停 留 在 詞 組 和 短 句 方 面， 而 是 由 英
文 短 篇 構 成， 包 括 寓 言 故 事、 自 然 知 識、 人 體
構 造、 日 常 生 活 等， 每 篇 課 文 的 標 題 有 中 英 兩
種文體。初、二、三集課文以“養道德”和“啟
知 識 ” 為 主， 四、 五 兩 集 的 課 文 選 取 注 重“ 明
學（哲）理”和“助興趣”，具備了“跨學科”
學 習 的 雛 形。 部 分 課 文 也 從 實 用 性 角 度 出 發，
給予指導， 例如《 華英進階·三集 》 第 108 課
的課文《書信》（“Letters”）指導學生如何
用 英 文 撰 寫 書 信 申 請入讀 學 校， 向 書 坊 購 買 書
籍，遭遇信札誤遞如何修函申明等。 16

謝洪賚因其個人的宗教信仰，將禱告文引入
教材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從《華英初階》與《華
英進階》的內容銜接來看，這套教材在為初學者
打好語言基礎的同時，也十分注重道德、思想、
價值觀方面的引導，不僅教導語言知識，更注重
給予文化價值。在思考如何將“立德樹人”與外
語教材相結合方面對今人具有啟發意義。

2.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與《英華大辭典》

《 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初 版 時 間 為 光 緒 二 十 八 年（1902
年 ）， 由 盛 宣 懷 題 字， 原 著 者 為 德 國 傳 教 士 羅
布 存 德（Wilhelm Lobscheid， 又 稱 羅 存 德，
1822—1893）。該 字 典 收 錄 約 十 萬 詞 彙 語 彙 ，
包 含 翻 譯 、 發 音 、 語 源 、 概 念 解 釋 以 及 插 圖
等 。商 務 印 書 館 又 邀 請 了 李 提 摩 太（ T i m o t h y  
R i c h a r d ,  1 8 4 5–1 9 1 9 ） 為 字 典 作 概 述 ， 他
在 概 述 中 表 示 希 望 光 緒 帝 能 效 仿 康 熙 帝 組 織 編
撰《 康 熙 字 典 》 那 樣 支 持 中 外 文 字 典 的 編 撰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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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團 隊 在 序 言 中 所 述， 雖 然 當 時 市 面 上 已 有
《 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 在 售， 但 隨 着 中 國 學
生 在 英 語 學 習 方 面 的 進 步 以 及 許 多 新 術 語 的
出 現， 亟 需 一 部 更 全 面、 涵 蓋 更 多 詞 彙 的 辭 典
問 世 以 滿 足 需 求。 起 初， 商 務 印 書 館 計 劃 將
《 韋 柏 士 特 大 辭 典 》（ 又 稱“ 韋 氏 大 詞 典 ”，
Webster 's Internat ional  Dict ionary ） 翻
譯 成 中 文， 經 過 短 暫 的 試 驗， 這 個 計 劃 被 終
止， 因 為《 韋 柏 士 特 大 辭 典 》 體 量 過 於 龐 大，
為 了 確 保 字 典 的 銷 售 價 格 足 夠 親 民， 出 版 社
最 終 決 定 以 英 國《 納 韜 而 字 典 》（Nuttal l 's 
Dict ionary ） 標準 版作 為基礎 改譯， 有不完備
的 地 方， 再 從《 韋 柏 士 特 大 辭 典 》 補 錄， 編 譯
過程中涵蓋《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大量例句，
從《 韋 柏 士 特 大 辭 典 》 中 新 增 幾 千 個 單 詞 及 其
例 詞、 例 句， 並 根 據《 韋 柏 士 特 大 辭 典 》 的 體
系 重 新 編 排 幾 乎 所 有 詞 彙 的 註 解。 20 因 此《 英
華 大 辭 典 》 可 視 為《 華 英 音 韻 字 典 集 成 》 的 增

表二. 《英華大辭典》副編輯名單

畢業院校 姓名 字∕號

上海約翰書院

嚴鶴齡 侶琴

徐善祥 鳳石

俞慶恩 鳳賓

趙國才 月潭

周貽春 寄梅

曹慶五 延生

陳達德 峻鄉

謝昌熙 儲臣

周森友 ∕

徐銑 閏全

張文廷 鏡人

吳遵瀚 尊翰

香港皇仁書院

陳蔭明 芷蘭

王勳 閣臣

李建楨 爵五

曾汐湖 穫斂

補版和修訂版。

《英華大辭典》包含約 12 萬單詞與詞組，
並 附 有 相 應 的 翻 譯、 讀 音、 概 念、 圖 像 解 釋 等
等， 一 套 兩 冊。 除 了 總 編 輯 顏 惠 慶，《 英 華 大
辭典》的編輯團隊還包括其他 16 位畢業於香港
皇仁書院或上海約翰書院的副編輯（見表二）。
由 於 辭 典 所 涉 及 領 域 的 詞 彙 龐 大， 而 當 時 許 多
科學、文藝等領域的英文詞彙沒有相應的中文與
之對應，為了保證科學性與嚴謹性，《英華大辭
典》的釋義還參考了嚴復（Yen Fuh）和伍光建

（Woo Kwang-kien）的譯著、《英和字典》（英
文與日文雙語辭典）、江南製造局（Kiangnan 
Arsenal） 編 寫 的 術 語 表， 以 及 中 國 教 育 會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博醫
會（The Medical Association）和商務印書館
的出版物。中文勘定由袁竹一先生主持，英文訂
正由其留學美國的妹妹慶蓮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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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英華大辭典》節取內容（圖片來源：1935 年《英華大辭典》（縮本）第 1377 頁，筆者自藏書。）

《 英 華 大 辭 典 》 附 有 中 英 文 扉 頁、 中 英 文
編 輯 組 成 員 資 訊 頁、 侯 官 嚴 手 書 序 言、 卜 舫 濟
（F.S. Hawks Pott）序言、編輯團隊英文序
言、顏惠慶中文《英華大辭典》序、略字（縮寫）
中英列表、英語詞性（Parts of Speech）略
寫 表 以 及 辭 典 正 文。 辭 典 正 文 內 容 按 英 文 字 母
順序從 A 到 Z 排列。 每個單詞註有單詞拼寫、
音 標、 詞 性、 單 詞 英 文 解 釋 及 中 文 註 釋、 詞 組
及 詞 組 的 中 文 註 釋， 部 分 單 詞、 詞 組 還 配 有 插
圖（圖 2）。

三、宣統帝英語學習概況及英語教材

與 光 緒 帝 相 比， 宣 統 帝 溥 儀 的 英 語 學 習 則
“ 隨 意 ” 很 多。 溥 儀 的 英 語 老 師 莊 士 敦 是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的 文 學 碩 士。 根 據 溥 儀 在《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所 述， 他 的 英 語 學 習 是 李 經 邁 的 建 議，
經 徐 世 昌 代 向 英 國 公 使 館 交 涉， 最 終 聘 請 莊 士
敦來為其教學。21 因此，溥儀學習英語的動機較
為 被 動， 與 光 緒 帝“ 主 動 要 求 ” 形 成 反 差。 溥
儀 的 學 習 態 度 屬 於“ 一 曝 十 寒 ” 式、“ 三 天 打
魚， 兩 天 曬 網 ” 型， 經 常 缺 席、 請 假， 而 莊 士
敦 也 不 像 中 國 老 師 那 樣 嚴 格， 會 縱 容 溥 儀 的 貪
玩。溥儀自述道：

當他乍一來教書時，因為他是一個外

國人的關係，我每天還是按照預訂的時刻

到毓慶宮去學習英文。後來日子多了，彼

此也熟悉了，我那“翹課”的老毛病又復

發，甚至也有時讓他“放假”一日，他也

無可無不可地作了通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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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聽得還有味道，不過只有一會

兒工夫我照例又煩了……莊師傅……等

着我玩鼻煙，一直等到下課的時候……於

是我就跑到跨院去了。這位蘇格蘭老夫子

於是又守着糖果盒子等在那裡，一直等到

下課。23

莊 士 敦 在《 紫 禁 城 的 黃 昏 》 中 敘 述 道， 溥
儀 對 學 習 語 言 並 不 十 分 感 興 趣， 他 們 常 常 用 中
文 討 論 國 際 時 事、 政 治、 自 然 科 學 等 話 題， 把
授 課 的 時 間 都 佔 去 了。 24 由 於 莊 士 敦 是“ 中 國
通 ”， 能 用 中 文 無 障 礙 交 流， 且 他 的 教 學 不 注
重 英 語 語 言 的 學 習， 對 待 溥 儀 學 習 上 偷 懶 的 行
為 十 分 寬 容， 而 溥 儀 本 身 又 不 夠 勤 勉， 因 此 溥
儀 的 英 語 停 留 在 較 為 初 級 的 水 準， 能 大 致 閱 讀
普 通 的 英 語 會 話 和 英 文 四 書（ 須 中 文 老 師 協 助
理 解 ）， 但 是 無 法 讀 懂 英 文 報 紙 和 一 般 的 英 文
書 籍。 在 學 習 英 語 的 期 間， 溥 儀 喜 歡 說 話 時 摻
雜些英語單詞，比如“威廉姆（溥傑的名字），
快 給 我 把 penci l（ 鉛 筆 ） 削 好 …… 好， 放 在
desk（桌子）上！” 25 從這個細節也可以推斷
溥 儀 尚 不 具 備 用 完 整 流 利 的 英 語 進 行 對 話 的 能
力。 但 與 光 緒 相 似 的 是， 溥 儀 的 英 文 書 法 十 分
漂亮，受到了莊士敦的褒獎（圖 3）。

根 據 溥 儀 自 述， 他 從 14 歲 起 開 始 上 英 文
課， 在 三 年 的 英 語 學 習 期 間， 只 念 了 兩 本 書，
一 本 是《 愛 麗 絲 漫 遊 奇 境 記 》（Al ice in the 
Wonderland ）， 另 一 本 是 譯 成 英 文 的 中 國 四
書。莊士敦對溥儀的教學重點不在於學習英語，
而 更 加 注 重 教 育 他 像 個 英 國 紳 士。 溥 儀 在《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沒 有 具 體 說 明 所 讀 的 英 文 的 中 國
四 書 是 由 哪 位 譯 者 編 著 或 哪 個 出 版 社 印 製， 但
莊 士 敦 在《 紫 禁 城 的 黃 昏 》 中 展 示 溥 儀 的 英 文
書 法 時 曾 提 到：“ 寫 的 是 抄 錄 我 譯 的《 孟 子 》
一 書 中 的 若 干 段。” 26 由 此 可 猜 測 溥 儀 所 用 的
英 文 四 書 很 可 能 是 由 莊 士 敦 翻 譯 的， 並 非 是 出
版社編審出版的正式教材。

除了《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和英文的四書，
莊 士 敦 常 拿 一 些 外 國 畫 報 給 溥 儀 進 行 講 解， 溥
儀 對 於 報 刊、 雜 誌 的 內 容 十 分 感 興 趣， 例 如 飛

機、 坦 克、 大 炮 等。 他 曾 在《 我 的 前 半 生 中 》
提到：

可是畫報上的飛機大炮、化學糖果和

茶會上的禮節所代表的西洋文明，還是深

深印進了我的心底。從看歐戰畫報起，我

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27

溥 儀 於 1925 年 遷 到 天 津 的 張 園 居 住， 謝
小 華 從 天 津 的 英 商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1928 年 寄 給
溥 儀 的 訂 閱 期 刊 帳 單 中 發 現， 溥 儀 訂 閱 了 許 多
外 國 刊 物， 包 括《 畫 刊 》《 電 影 世 界 》《 倫 敦
新 聞 》《 三 藩 市 紀 事 》《 亞 洲 雜 誌 》《 地 理 雜
誌》《每日速寫》《天體學》《攝影雜誌》等，
溥 儀 還 是 美 國 國 家 地 理 學 會 的 會 員， 美 國 國 家
地 理 學 會 經 常 給 溥 儀 寄 來《 國 家 地 理 》 雜 誌 和
各 種 宣 傳 品。 除 了 日 常 閱 讀 消 遣， 溥 儀 訂 閱 中
外報紙也為了從中收集情報，包括《泰晤士報》
等。28 由於溥儀自己不能流利地閱讀外文報紙，
需 要 專 人 為 他 翻 譯。 他 在《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提
及 自 己 常 聽 鄭 孝 胥 講 解 英 國《 泰 晤 士 報 》 如 何
評 論 中 國 局 勢 等， 從 這 個 細 節 也 可 推 斷 出 溥 儀
需 依 靠 他 人 複 述 了 解 外 文 報 刊 的 內 容。 除 了 上
述 報 刊 雜 誌， 溥 儀 在《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還 提 及
一 本 美 國 雜 誌《 老 爺 雜 誌 》， 他 常 把 自 己 裝 扮
成《老爺雜誌》中外國貴族的模樣。

不 論 從 教 師 的 教 學 方 法 還 是 從 教 材 的 使 用
來 看， 溥 儀 的 英 語 學 習 與 光 緒 相 比 顯 得“ 非 正
式 ” 許 多。 雖 然 他 只 學 習 過《 愛 麗 絲 漫 遊 奇 境
記 》 和 英 譯 四 書 兩 種 英 文 教 材， 但 是 不 論 是 出
於 興 趣 或 是 政 治 目 的， 他 有 機 會 接 觸 許 多 涉 及
不同領域的原版的報刊、雜誌，包括政治時事、
時 尚、 藝 術 等 等， 這 些 多 元 的 真 实 的 英 語 素 材
（authent ic mater ia ls） 都 成 為 他 了 解 西 方
世界的重要渠道。

結語

本 文 對 晚 清 兩 位 皇 帝 英 語 學 習 素 材 的 整 理
還 有 許 多 缺 漏， 其 目 的 並 非 對 比 光 緒 和 宣 統 帝
誰 的 英 語 學 習 更 有 成 效， 誰 的 教 材 使 用 更 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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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溥儀手寫英文原稿（圖片來源：莊士敦著《紫禁城的黃昏》第 77 頁，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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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鑑， 而 是 通 過 了 解 他 們 的 英 語 學 習 和 教 材 的
使 用， 總 結 對 今 人 有 價 值 的 借 鑑 意 義。 從 兩 位
皇 帝 的 英 語 學 習 背 景 可 知， 英 語 語 言 的 工 具 性
價 值 不 是 他 們 學 習 英 語 的 主 要 目 的， 他 們 更 看
重 和 在 意 的 是 賦 予 在 這 個 語 言 上 的 人 文 價 值，
比 如 英 語 背 後 所 代 表 的 西 方 文 明。 光 緒 帝 的 英
語 學 習 雖 然 較 為 正 式 與 系 統， 所 用 的 教 材 也 都
比較權威，但由於慈禧太后的介入，光緒帝少了
與 外 界 溝 通， 了 解 外 界 的 通 道。 溥 儀 的 英 語 學
習 雖 然 比 較 隨 性 散 漫， 但 是 他 有 廣 泛 的 獲 取 外
界 資 訊 的 渠 道， 比 如 他 的 英 語 教 師 莊 士 敦 和 各
國 的 報 刊 雜 誌 等， 但 是 由 於 溥 儀 需 仰 賴 他 人 複
述 外 文 素 材 的 內 容， 因 此 他 所 了 解 的 西 方 世 界
是 加 了 許 多 層 濾 鏡 的 美 好 世 界， 認 為 西 方 的 事
務 都 是 好 的， 從 言 行 舉 止 到 穿 戴 談 吐 都 效 仿 西
人。

此 外， 從 上 述 教 材 的 誕 生 背 景 可 知， 當 時
的 有 識 之 士 不 滿 足、 不 依 賴 於 在 中 國 的 外 國 傳
教 士 編 譯 的 中 英 雙 語 教 材， 不 斷 思 考 中 國 的 學
子 需 要 甚 麼 樣 的 教 育、 甚 麼 樣 的 教 材， 致 力 於
為 中 國 學 子 提 供 更 高 品 質、 價 格 親 民 合 理 的 英
語學習範本，體現了各界人士的拳拳愛國之心。
其 中， 商 務 印 書 館 對 於 中 國 英 語 教 育 和 教 材 的
發 展 起 到 舉 足 輕 重 的 作 用， 它 在 晚 清 及 民 國 時
期， 不 論 在 英 語 教 材 編 輯 品 質 還 是 出 版 數 量 上
始 終 排 在 首 位， 其 原 因 從 上 述 細 節 也 可 窺 見
一 二。 除 了 聘 請 名 家 主 持、 參 與 編 譯 工 作， 商
務 印 書 館 對 於 教 科 書 的 出 版 均 是 精 心 策 劃， 包
括 了 解 讀 者 需 求、 版 本 的 選 用、 科 學 性、 嚴 謹
性、 價 格 高 低、 插 圖 質 量 等。 教 材 的 進 步 顯 示
出 教 育 的 進 步， 這 也 是 物 質 與 精 神 文 明 進 步 的
重要體現。

附： 本 研 究 得 到 北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中 國 外 語 教 材

研究中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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