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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的漢語學習與中國蒙學

摘   要 羅明堅是第一位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耶穌會士，也是明代第一個具備
漢語聽說讀寫能力的西方傳教士。他的漢語學習材料和學習方法均取法
中國傳統蒙學教材。他通過《千字文》等識字讀物來正音識字；通過名
物知識類讀物擴展和積累詞彙；再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學習中國文化。
他結合中國反切注音發明了一套完整的羅馬注音方法，按從獨體字到合
體字的順序學習漢字，運用意義聚合和韻部聚合的兩種分類識字方式積
累詞彙，從學習對句和講故事入手訓練閱讀與寫作，最後以模仿書信和
八股文來練習寫作。羅明堅的漢語學習，融合中西語文學方法之長，對
於中國蒙學教材和教學方法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發展，為後來入華耶穌
會士學習漢語積累了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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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明 堅（ M i c h e l e  R u g g i e r i ,  S . J . ,  
1543–1607），意大利人，是第一位入華定居
的 耶 穌 會 士。他 於 1579 年 抵 達 澳 門，不 久 就
創立了歷史上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機構——
經 言 學 校。比 他 晚 了 約 三 年 才 來 到 澳 門 的 利 瑪
竇，曾在此學習漢語。1583 年，羅明堅攜利瑪
竇 進 入 肇 慶，並 一 直 擔 任 羅 馬 耶 穌 會 在 華 的 負
責 人，直 至 1588 年 離 開 中 國 返 回 歐 洲，才 由
利 瑪 竇 繼 任。因 此，羅 明 堅 是 晚 明 中 西 文 明 交
流 和 漢 語 學 習 的 真 正 先 驅。羅 氏 在 華 九 年 間 留
下 了 第 一 部 中 文 天 主 教 作 品《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第 一 部 歐 漢 辭 典《葡 漢 辭 典》、第 一
本 漢 語 會 話 教 材《賓 主 問 答 私 擬》、第 一 部 由
外 國 人 所 作 的 中 文 詩 集《中 國 詩 集》，而 且 第
一 次 將“四 書”譯 成 西 班 牙 語 和 拉 丁 語。近 年
來，來 華 傳 教 士 的 中 文 學 習 受 到 越 來 越 多 的 關
注。葉 農 對 明 清 時 期 來 華 歐 洲 傳 教 士 學 習 中 國
語 言 的 地 點、語 種、學 習 方 法 等 進 行 了 全 面 鉤
沉，但對羅明堅着墨不多； 1 張西平最早對羅明
堅漢語學習進行了專題梳理，2 但沒有涉及羅明
堅 對 於 蒙 學 的 學 習。柏 理 安（Liam Matthew 

Brockey）首次注意到耶穌會士漢語學習融合
了 中 國 的 傳 統 教 育 方 法，但 沒 有 注 意 到 羅 明 堅
的 首 創 之 功；3 杜 鼎 克（Ad Dudink）、 金 國
平 等 注 意 到 羅 明 堅 留 下 的 一 些 具 有 漢 語 學 習 性
質 的 中 文 資 料 及 其 漢 語 教 師 的 記 載，但 都 沒 有
涉及羅明堅對於蒙學資源的學習與利用。4 本文
擬 結 合 羅 明 堅 所 使 用 的 漢 語 學 習 材 料 和 手 稿，
深 入 考 察 羅 明 堅 依 循 中 國 蒙 學 的 材 料、方 法 學
習 中 文 的 過 程，揭 示 羅 明 堅 開 創 性 的 漢 語 學 習
經 歷，從 而 為 我 們 深 入 了 解 來 華 傳 教 士 的 漢 語
學習，乃至中外語言文學交流歷史奠定基礎。

一、羅明堅的漢語學習歷程

在 羅 明 堅 抵 達 澳 門 之 前，試 圖 到 中 國 傳 教
的傳教士們對於是否應該學習、能否學好漢語尚
存在爭議。早在 1555 年，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巴
列 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 首 次 富 有
遠見地提出了學習漢語以助傳教的建議，5 而沙
勿略則將學習漢語付諸實踐，但卻因學習方法不
當 而 事 倍 功 半。因 此，當 時 有 一 些 傳 教 士 因 面
對 重 重 困 難 而 產 生“為 甚 麼 浪 費 大 好 光 陰 學 習
甚麼中國語言，從事一個毫無希望的工作”6 的
疑問。不過，時任巡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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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gnano）認為，要進入中國傳教非學習中文
不可，並指定羅明堅學會中文。根據范禮安的指
令，羅明堅一開始就確立了全面掌握漢語聽說讀
寫的目標。為了將來可以將傳教工作推向內地，
羅明堅沒有就近學習澳門流行的廣州話，而是選
擇當時的通行語——官話。羅明堅回憶其最初學
習漢語的情況稱：

起初為找一位能教我中國官話的老師

非常困難，但我為傳教非學官話不可；可

是老師們如只會中國官話，而不會講我們

的話（原文作葡萄牙話）也是枉然，因為

我聽不懂啊！因此後來找到一位老師，只

能藉圖畫學習中國語言了，如畫一匹馬，

告訴我這個動物中國話叫“馬”，其他類

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國字，

它並無字母可循，這為葡萄牙人以及神父

們學習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由於服從

仍有信心而且感到幸福。7

幸 運 的 是， 羅 明 堅 很 快 找 到 了 一 位 合 適 的 老
師——一位來自福建的落第秀才。與羅明堅同時
代 的 佩 雷 斯（Francisco Pires）神 父 記 載 了
羅明堅在澳門跟隨秀才學習漢語的情況：

抵達此地後，他用葡萄牙人給他

的施捨興建了望教生之家（Casa de 

Catecúmenos）。又在那裡蓋起了主

教 廳 和 主 管 神 父（P.e Ministro） 的

騎樓。他立刻編了一本《教義問答》

（Cathecismo）。這是一個在此的天主

教徒用漢語給他寫的。這個文人本來準備

考取功名，然而上帝（似乎是要給他天主

教的功名）讓他沒有中考。其妻因而絕望

上吊自盡。他棄家出走，來找羅明堅神

父。羅神父非常和善地接待了他。他留下

來當了幾年老師。8

這 裡 所 說 的“望 教 生 之 家”，即 羅 明 堅 創 辦 的
“經言學校”。羅明堅專門提到了這所學校：

我們給中國人講道付洗。這座學校非

常重要，外教人也對它非常佩服。一切多

靠來往的商人的捐獻支持……這個學校

可謂是歸化龐大中國的隆重開始。9

經 言 學 校 有 懂 得 葡 萄 牙 語 和 官 話 的 中 國
人，為 早 期 來 華 傳 教 士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語 言 交 流
環境，是歷史上第一所對外漢語教學機構。

正 是 在 福 建 秀 才 的 精 心 指 導 下， 羅 明 堅
的 中 文 水 平 進 步 非 常 快。羅 明 堅 在 上 述 書 信 中
提 到：“我 盡 力 學 習，托 天 主 的 庇 佑，目 前 我
已 認 識 一 萬 五 千 中 國 字，逐 漸 可 以 看 中 國 書 籍
了。”10 這裡提到的已掌握的漢字資料，很可能
來自《葡漢辭典》。《葡漢辭典》由意大利漢學
家 德 禮 賢（Pasquale D'El ia, 1890–1963）
於 1934 年 在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首 次 發 現 並 命
名，其 編 號 為 Jap.Sin. I .198。學 術 界 主 流 意
見將其歸功於羅明堅，認為利瑪竇可能只是後期
參與了一些工作。《葡漢辭典》手稿共 198 頁，
自 第 32 至 156 頁 屬 葡 漢 對 照 詞 表，其 餘 為 語
言 學、神 學 和 科 學 筆 記 散 頁，是 歷 史 上 第 一 部
歐 漢 雙 語 辭 典。其 正 文 分 葡 語 條 目、羅 馬 字 注
音 和 漢 語 條 目 三 欄（ 僅 第 33a 至 33v 頁 分 四
欄，第 四 欄 為 意 大 利 語 翻 譯），收 錄 葡 語 詞 彙
六千餘條，與之對應的漢語字詞有 5,460 條。11

《葡 漢 辭 典》採 取 了 先 列 出 葡 萄 牙 語，再 標 出
羅 馬 的 漢 字 注 音，最 後 寫 出 漢 字 的 編 纂 體 例。
葡 語 條 目 包 括 單 詞、 短 語 和 一 些 短 句， 是 從
1569 年出版的《葡拉辭典》第三版中精選出來
的。 12 其 漢 字 詞 條 則 主 要 由 中 國 人 書 寫，以 南
方 官 話 口 語 詞 彙 為 主，但 也 包 含 一 些 閩 粵 方 言
和少量書面語詞彙，涉及的漢字總數在 12,000
至 15,000 個 之 間。其 注 音 為 羅 馬 注 音 方 法，
而 非 中 國 傳 統 的 反 切 注 音，學 習 者 不 必 如 學 習
反 切 那 樣 需 要 掌 握 一 定 數 量 的 常 見 漢 字，因 此
很 適 合 漢 語 零 基 礎、以 字 母 文 字 為 母 語 的 外 國
人 學 習。羅 明 堅 的 識 字 量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急 劇 提
升的原因就在於此。

識 字 量 的 增 加，無 疑 方 便 了 羅 明 堅 與 中 國
官 方 的 交 際，因 而 贏 得 了 比 葡 萄 牙 商 人 更 多 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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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中文，且尚稱不錯，可以看中文

書、說中國話；兩廣總督我見過多次，他

們稱我為“師傅”，因為去年我曾把我們

聖教的大綱書寫出來，呈給總督展閱，使

他們對我們有個初步的認識，所以目前在

溝通方面已沒有甚麼困難了。13

到 1583 年，羅 明 堅“已 經 開 始 學 看 中 文
書籍了”，甚至開始簡單的書籍撰寫，並且“已
撰 寫 了 幾 本 要 理 書 籍”。同 時，儘 管 羅 明 堅 中
文尚不流利，但是已開始嘗試用中文講道：

我利用明確的自然推論，並配以中國

人的比喻給他們講道；尤其利用我編寫的

中文小冊子。同時天主也助佑，感化一

些中國讀書人進教，他們會講葡萄牙文，

因此要他們用中文把要理寫出來，目前

幫忙傳教，有一些回家生活，做好教友。

只可惜目前對中國話我尚不能運用自如，

而且我學的是官話，在澳門用廣東話，因

此沒有機會實習，只有到中國內陸地方才

有實習的機會。因此視察員神父要我無論

如何，非進入內地不可。14

1583 年 9 月，羅明堅攜利瑪竇進入肇慶，
開 始 在 內 地 全 力 以 赴 學 習 中 國 文 字，並 且 在 肇
慶 聖 母 小 教 堂 中 傳 播 上 帝 的 福 音，這 實 際 上 是
沿 襲 了 澳 門 經 言 學 校 的 成 功 經 驗。為 了 滿 足 日
常 會 話 的 需 要，羅 明 堅 於 1585 年 編 寫 了 一 份
名為《賓主問答私擬》（圖 1）的注音口語文獻。
這 份 文 獻 以 主 客 問 答 的 形 式 展 開，其 中 的 客 人
是 來 訪 問 的 中 國 人（相 公），而 主 人 為 傳 教 士
（師 父）。主 人 回 答 了 客 人 對 其 身 份、行 旅、
生 活、信 仰 等 方 面 的 詢 問，也 涉 及 購 買 修 建 仙
花 寺 的 木 頭 磚 瓦、資 金 來 源、吃 齋 習 俗 等 具 體
事 情。 15 這 份 文 獻 全 文 無 一 漢 字，說 明 羅 明 堅
此 時 還 難 以 直 接 認 讀 漢 字，漢 語 口 語 也 尚 不 流
利，但因日常生活需要而編寫了一份注音文獻，
以 便 練 習 日 常 會 話。不 過，由 於 羅 明 堅 在 肇 慶
時 需 要 更 多 地 與 官 員 和 文 人 打 交 道，所 以 他 將
語 言 學 習 的 重 點 由 口 頭 語 言 逐 漸 轉 向 了 書 面 語
言。到 了 1584 年 下 半 年，羅 明 堅 已 經 能 夠 閱
讀 及 理 解 中 國 的 歷 史 書 籍，因 此 開 始 轉 向 儒 家
經典的研讀：

今年，有 10部關於中國這個偉大王
國的歷史書籍自皇城北京運來。這些書都

是經典性的著作。我們將閱讀這些書籍，

並且寫出摘要，明年呈送教長。由於上帝

的恩賜，現在我們兩人不但已經能夠閱讀

和理解這些中國著作，而且也可以和一般

中國人談論書中內容。16

羅 明 堅 在 肇 慶 時 中 文 的 迅 速 進 步，得 益 於
他 再 次 聘 請 了 一 位 福 建 秀 才 擔 任 漢 語 教 師。在
這 位 秀 才 的 幫 助 下，羅 明 堅 甚 至 開 始 嘗 試 寫 作
中 文 詩 歌。其《中 國 詩 集》第 十 七 題〈與 一 秀

圖 1.　《葡漢辭典》散頁第 3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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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相 聯 論 道〉記 錄 了 他 在 肇 慶 跟 隨 一 位 秀 才 學
習寫詩的最初過程。其一云：

君尊天主教，予學舉人文。

結拜為兄弟，君予上紫宸。17

從 標 題 看，這 首 五 言 絕 句 採 用 的 是 對 句 的 學 習
方 式，即 老 師 出 上 句，學 生 對 下 句，這 其 實 是
古 代 私 塾 訓 練 童 蒙 對 句 的 基 本 方 法。這 種 方 法
十 分 有 效，羅 明 堅 很 快 學 會 了 中 文 詩 歌 創 作。
他提到：

中國官員很喜歡我們，對我們居住在

這裡感到滿意。他們中最有學問的一位，

寫了一些詩句贈送給我，同時還送給我兩

塊題字的金匾。第一塊匾我安放在我們房

屋的門上方，而另一塊則擺放在教堂裡。

為了慰問我們的（弟兄們），我把題字和

詩句譯為我們的文字。18

1585 年 4 月， 肇 慶 仙 花 寺 竣 工， 時 任 嶺
西 道 王 泮 和 肇 慶 的 官 員 們 舉 行 了 一 個 盛 大 的 落
成 典 禮，並 賦〈登 塔 志 喜〉。羅 明 堅 居 然 寫 下
了一首水平並不低的〈題塔〉和詩。19 這表明羅
明 堅 在 中 文 老 師 的 指 導 下，中 文 寫 作 水 平 得 到
了迅速提升。

大 概 至 1584 年 底 起，羅 明 堅 已 基 本 具 備
了 中 文 聽 說 讀 寫 能 力，開 始 轉 入 中 文 傳 教 文 獻
的 寫 作 階 段。其《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在 這
一 年 經 過 反 覆 修 訂 後 正 式 出 版， 大 獲 讚 譽。
1585 年 底 到 1586 年 春， 羅 明 堅 前 往 紹 興，
不 僅 在 一 路 上 留 下 眾 多 中 文 紀 實 詩 篇，還 與 徐
渭 等 著 名 文 人 以 詩 文 討 論 教 義。返 回 肇 慶 後，
嶺 南 著 名 詩 人 歐 大 任 曾 專 程 到 仙 花 寺 訪 問 羅 明
堅，其〈仙花寺逢竺僧堅公〉云：

浮海南來已幾年，問師何者是單傳。

法門不二無文字，豈必西天更有天？ 20

歐大任稱羅明堅為“堅公”，正文中尊其為“師”。
我 們 目 前 沒 有 看 到 羅 明 堅 的 回 贈 或 和 詩，但 是

羅明堅所抄錄的《尺牘指南》第 41 至 42 頁有
一段“自述修道修門事情”：

生之修奉天主之教。天主非同神佛，

乃開天闢地之主，並無形相若別神佛，俱

世人修道所成。故生等奉侍天地人本來之

主，尊敬修其本來之心，不敢二門有別致

罪。21

可 以 想 見，歐 大 任 詢 問 羅 明 堅 的 來 歷 和 師 承，
而 羅 明 堅 也 一 一 回 答，並 耐 心 解 釋 其 教 義 與 佛
教 的 不 同。歐 大 任 的 贈 詩 很 可 能 是 在 看 到 或 者
聽 到 羅 明 堅 自 述 的 基 礎 上 寫 成 的。這 顯 示，此
時 的 羅 明 堅 已 經 可 以 與 中 國 人 討 論 教 義，並 形
之於文字了。

1588 年 底， 羅 明 堅 返 回 歐 洲， 但 他 並 沒
有 停 止 其 促 進 中 西 文 化 對 話 交 流 的 工 作，而 是
轉 向 中 國 典 籍 的 翻 譯。羅 明 堅 於 1590 年 完 成
了 西 班 牙 文“四 書”譯 稿，它 包 含 三 個 部 分，
分 別 為《大 學》《中 庸》《論 語》的 前 兩 篇，
羅 氏 將 它 呈 予 西 班 牙 國 王 腓 力 二 世，供 其 了 解
中國思想及政治理念。22 1591 至 1593 年間，
他又完成了“四書”的拉丁譯本，內容包括《大
學》《中 庸》《論 語》《諸 賢 名 言》《孟 子》
五 部 分。23 上 述 開 創 性 的 工 作，說 明 羅 明 堅 對
於 中 國 經 典 的 學 習 已 經 達 到 了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也成為了中國經典西譯的開山之作。

綜 上 所 述，作 為 第 一 個 嘗 試 全 面 系 統 學 習
漢 語 的 來 華 傳 教 士，羅 明 堅 學 習 漢 語 時 沒 有 適
當的教員，沒有可資利用的字典和合適的課本，
但 是 他 克 服 了 各 種 困 難，短 短 數 年 間 就 掌 握 了
漢 語 的 聽 說 讀 寫，其 學 習 的 效 率 和 進 步 速 度 實
在 令 人 驚 歎。那 麼，羅 明 堅 究 竟 是 如 何 學 會 中
文的呢？

二、羅明堅的漢語學習教材

羅 明 堅 在 一 封 書 信 中 曾 敘 說 了 學 習 漢 語 之
難，表 示：“據 說 即 使 中 國 人 為 能 達 到 相 當 水
平，也 須 讀 十 五、二 十 年 不 可。”24 這 表 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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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 關 注 到 中 國 人 固 有 的 漢 語 學 習 方 法。事 實
上，羅 明 堅 按 照 蒙 學 傳 統 循 序 漸 進 地 學 習 了 五
個 層 次 的 蒙 學 課 本：以《千 字 文》為 中 心 的 識
字 啟 蒙 類 讀 物；以《幼 學 瓊 林》為 中 心 的 名 物
知 識 類 讀 物；以《通 俗 故 事》為 中 心 的 故 事 類
讀物；以《千家詩》為中心的詩歌類讀物；以“四
書”為中心的性理類讀物。

《千 字 文》與《三 字 經》《百 家 姓》，並
稱“三 百 千”，是 中 國 蒙 學 最 為 基 礎 的 識 字 教
材。學 完“三 百 千”後，學 生 掌 握 的 漢 字 大 約
為 一 千 五 百 字，這 是 中 國 蒙 學 所 劃 定 的 一 個 啟
蒙識字基本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一份《千
字 文 》 刻 本（Jap.Sin. I .58a2）， 無 封 面，
首 頁 標 題 為“千 字 文”，署 名“梁 敕 員 外 散 騎
侍 郎 周 興 嗣 思 撰 次 韻， 明 迪 功 郎 莆 陽 林 國 寧
書”，25 說 明 這 是 來 自 福 建 的 刻 本。正 文 漢 字
上方有手寫羅馬注音，下方則有拉丁譯文釋義。
其 注 音 系 統 與 羅 明 堅 所 編《葡 漢 辭 典》基 本 一
致，而 拉 丁 文 筆 跡 則 與 羅 明 堅《葡 漢 辭 典》散
頁 26 及拉丁文“四書”譯本完全一致，由此可
知 這 份 譯 本 是 出 自 羅 明 堅 的 手 筆。學 術 界 迄 今
尚 無 人 關 注 此 書。事 實 上，羅 明 堅 在 1581 年
11 月 12 日 的 書 信 中 明 確 提 及 自 己 曾 翻 譯 了 一
本中文小冊子，並且介紹了其內容：

一五八一年我曾到廣東省會廣州小

住，曾翻譯這本中文小冊子，茲只給您寄

去一本，使您可以知道中國字的寫法，同

時對中國人的智慧與能力有所了解，並也

曉得天主如何使這外教民族深悉倫理道

德，以及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去實行。27

書 信 譯 者 羅 漁 隨 文 標 註“ 不 知 他 翻 譯 的 為 何
書？”28 裴化行則推定“許是《三字經》或《千
字 文》”，29 後 繼 研 究 者 多 據 此 斷 定 是《三 字
經》。事 實 上，羅 明 堅 在 同 一 信 件 中 介 紹 了 中
國 民 眾 的“天”“地”“天 命”，以 及 善 惡 報
應 和 婦 女 守 貞 等 思 想，着 重 講 述 了 中 國 人 崇 拜
父母、官長、皇帝的情形，30 這正與《千字文》
的 內 容 相 契 合，而 與《三 字 經》的 內 容 相 去 較
遠。因 此，羅 明 堅 翻 譯 的 中 文 小 冊 子 不 是《三

字 經》，而 是《千 字 文》，即 羅 馬 耶 穌 會 所 藏
的這份《千字文》拉丁譯本。

羅 明 堅 對《千 字 文》正 文 進 行 羅 馬 注 音 和
拉 丁 文 翻 譯，是 為 了 方 便 正 音 和 識 字。如《千
字 文》首 句“天 地 玄 黃”中，“天”字 上 方 書
寫“calū”，即 拉 丁 文“天”的 譯 詞；下 方 則
有 羅 馬 注 音“ t ien”。這 樣 的 體 例，既 接 近 中
國 古 代 的 辭 典，也 與 西 語 辭 典 體 例 基 本 一 致。
如 此 一 來，以 字 母 文 字 為 母 語 的 西 方 人，就 能
藉 助 羅 馬 注 音 準 確 讀 出 漢 字 之 讀 音，並 藉 助 拉
丁 文 釋 義 了 解 其 意 義。《千 字 文》中 還 有 一 些
筆 記 符 號 和 批 註，應 是 羅 明 堅 研 讀《千 字 文》
所留。如第 4 頁“四大五常”一句中，“五常”
之 旁 有 畫 線 指 向 文 本 上 方 的 空 白 處，並 用 羅 馬
數字和字母寫着“5 ver i tas”，以提示“五常”
是 指“ 五 種 美 德 ”； 第 13、14 頁 出 現 的“ 沙
漠”“雁 門”等 地 名，以 弧 線 相 連，說 明 它 們
是 地 名 組 詞；而 其 中 的 人 名，則 會 在 正 文 旁 註
上漢字作為提示，如第 13 頁“起翦頗牧”一句，
旁 邊 依 次 註 有“吳、王、廉、李”四 字，以 註
釋 這 句 話 說 的 是 吳 起、王 翦、廉 頗、李 牧 四 位
歷史人物，顯然是在學習中國歷史知識。此外，
羅 明 堅 還 對《千 字 文》中 的 重 要 詞 語 進 行 了 摘
抄 練 習。其《葡 漢 辭 典》第 29 至 31v 散 頁 詞
彙表（圖 2），摘錄了《千字文》前 10 句的部
分詞彙，如“天地”（30v 頁）摘自“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日月”（30v 頁）摘自“日月盈
昃，辰宿列張”；“寒暑、往來”（31v 頁）、“春
夏秋冬”（29 頁）摘自“寒來暑往，秋收冬藏”；
“陰陽”（31v 頁）摘自“閏餘成歲，律呂調陽”；
“風 雲、雷 雨、霜 雪”（30v 頁）摘 自“雲 騰
致 雨，露 結 為 霜”等。由 此 可 見，羅 明 堅 利 用
《千字文》拉丁譯本，學習漢語字之音、形、義，
進而積累詞彙，學習中國文化。

中 國 蒙 學 常 將 自 然 和 社 會 的 各 類 知 識 以 韻
語 的 形 式 分 類 編 排，以 幫 助 兒 童 在 掌 握 基 本 漢
字 之 後 進 一 步 學 習 百 科 文 化 常 識，從 而 形 成 了
名 物 知 識 類 讀 本。如 廣 為 人 知 的《幼 學 瓊 林》
分為天文、地輿、歲時等 34 個門類，而且正文
常 常 自 帶 名 物 知 識 解 釋。如 卷 一“歲 時”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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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二十四節氣後，又解釋說：

東方之神曰太皞，乘震而司春，甲乙

屬本，木則旺於春，其色青，故春帝曰青

帝。南方之神曰祝融，居離而司夏，丙丁

屬火，火則旺於夏，其色赤，故夏帝曰赤

帝。西方之神曰蓐收，當兌而司秋，庚辛

屬金，金則旺於秋，其色白，故秋帝曰白

帝。北方之神曰玄冥，乘坎而司冬，壬癸

屬水，水則旺於冬，其色黑，故冬帝曰黑

帝。中央戊己屬土，其色黃，故中央帝曰

黃帝。31

這 裡 融 合 了 天 干、四 方、四 時、五 行、五 色、
八 卦 等 觀 念，表 達 了 中 國 人 對 天 地、宇 宙 的 理
解。羅 明 堅 在 其 中 文 教 師 指 導 下 學 習 過 這 類 讀
本。其《葡漢辭典》散頁中第 27 至 29 頁（圖 3）

圖2.　《葡漢辭典》散頁第30v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記 錄 了 二 十 四 節 氣、天 干 地 支 以 及 東 南 西 北、
春 夏 秋 冬、金 木 水 火 土、青 黃 赤 白 黑 等 詞 彙，
明 顯 是 對《幼 學 瓊 林》相 應 內 容 的 詞 語 摘 錄。
散 頁 在 記 錄 天 干 之 後、地 支 之 前 還 寫 有“刻”
字 註 明 天 干 用 於 紀 時；地 支 之 後 則 又 標 明“四
季”，並與“孟仲季”（見 28 頁）結合。散頁
第 24 頁還出現了伴有羅馬注音和拉丁文翻譯的
二十四節氣的名稱。第 170 至 171v 頁（圖 4）
的〈日 則 訣〉則 圖 文 並 茂 地 解 釋 了 二 十 四 節 氣
的 形 成 原 因，且 在 散 頁 末 尾 豎 排 羅 列 了 各 省 名
稱 的 羅 馬 注 音 與 緯 度，排 序 與 第 28 頁 一 致，
但 具 體 的 緯 度 數 字 存 在 差 異。以 上 種 種 表 明，
羅 明 堅 深 入 學 習 過《幼 學 瓊 林》卷 一 所 涉 及 的
天 文、歲 時、輿 地 知 識 和 觀 念，但 又 嘗 試 引 入
西方天文科學知識對之加以闡釋，如地球自轉、
公 轉 產 生 晝 夜 變 化、四 季 交 替，黃 赤 交 角 的 存
在 等 知 識。這 些 解 釋 是 當 時 的 中 國 人 前 所 未 聞
的，無疑會給人們帶來新鮮感。

我 國 古 代 蒙 學 教 材 為 了 照 顧 蒙 童 的 認 知 特
點，在 編 纂 時 常 常 運 用 一 些 生 動 活 潑 的 故 事 和
圖 畫 來 對 兒 童 進 行 道 德 倫 理 教 育，故 而 形 成 了
圖 畫 故 事 類 蒙 學 教 材。如《日 記 故 事》是 元 代
虞 韶 專 門 為 蒙 童 編 寫 的 一 本 故 事 書，它 以 簡 單
的 文 言 講 述 了 14 類 共 105 個 故 事，是 以“故
事”為 名 的 各 種 蒙 學 教 材 中 流 傳 最 廣、影 響 最
大的讀物。羅馬耶穌會所藏的《通俗故事》，32

首頁橫排從右到左題寫了“宮商角徵羽”和“忠
孝 廉 節”兩 行 題 詞，並 署 名“魯 子 秀”。《通
俗 故 事》紙 張 與 前 述 羅 明 堅《千 字 文》拉 丁 譯
本 完 全 不 同，但 是 卻 合 訂 在 一 起 且 頁 碼 相 連。
顯 然，此 書 和《千 字 文》原 本 是 獨 立 成 書 的，
但 因 為 皆 是 羅 明 堅 學 習 漢 語 的 教 材，所 以 被 裝
訂 在 一 起。《通 俗 故 事》的 主 要 內 容 來 自《日
記 故 事》，但 採 用 了 當 時 的 白 話 口 語，顯 然 是
為了便於羅 明 堅 學 習 口 語。其 內 容 多 宣 揚 儒 家
的忠孝廉節，但也有一些故事出自《搜神記》，
涉 及 因 果 報 應、神 仙 鬼 怪 等 觀 念。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通 俗 故 事》中 還 包 含 了 幾 則 西 方 故
事。如 第 29 則〈城 裡 老 鼠 和 鄉 下 老 鼠〉出 自
《伊索寓言》，它在佩里索引中編號為 352；33

第 34 則 是 關 於 亞 歷 山 大 的 聖 凱 薩 琳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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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葡漢辭典》散頁第 27 至 29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圖 4.　《葡漢辭典》散頁第 170 至 171v 頁〈日則訣〉（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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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體 與 前 面 明 顯 不 同，應 該 是 成 書 的 最 後 階 段
抄 錄 的。當 時 的 中 國 人 不 可 能 知 道 這 幾 個 西 方
故 事，因 此 應 該 是 羅 明 堅 口 述，再 由 中 文 教 師
筆 錄。《通 俗 故 事》正 文 各 頁 每 兩 字 旁 皆 有 紅
色 斷 句 標 記，偶 爾 還 有 一 兩 處 修 改 文 字，當 為
羅 明 堅 跟 隨 其 中 文 老 師 學 習 講 念 故 事 以 訓 練 口
語時留下的標記。

羅 明 堅 對 詩 歌 類 蒙 學 教 材 的 學 習，主 要 集
中 在《千 家 詩》上。吟 詩 作 對 是 中 國 傳 統 讀 書
人的基本修養，所以蒙學也頗為注重詩歌教育。
王守仁的《訓蒙教約》指出：“其栽培涵養之方，
則 宜 誘 之 歌 詩，以 發 其 志 意。”34 明 代 民 間 流
傳 的《千 家 詩》，35 為 南 宋 末 年 謝 枋 得 選 註 的
七 言 絕、律 二 卷 本。此 本 精 選 唐 宋 時 期 的 名 家
名 篇，易 學 好 懂，題 材 多 樣，十 五 世 紀 後 半 葉
在 民 間 廣 為 流 行，影 響 超 過 了 任 何 一 種 唐 詩 選
本。羅 明 堅 所 撰 的《中 國 詩 集》36 中 有 很 多 模
仿謝枋得版《千家詩》的作品。如第十一題〈偶
懷〉後 兩 句“時 人 不 識 予 心 樂，將 謂 偷 閒 學 少
年”直接來自其卷一所錄之程顥〈春日偶成〉。
《葡 漢 辭 典》第 188 至 189v 散 頁（圖 5）為
羅明堅學習《千家詩》的筆記，其中第 188 頁
摘錄了“人門”詞彙，有“時人、偷閑、少年、

野 僧、漁 郎”字 樣，是 他 學 習〈春 日 偶 成〉所
做的筆記。《葡漢辭典》189v 散頁記錄了“地
門”詞 彙：水 綠、長 安、塚 上、池 邊、清 溪、
遙山、山光，青山、碧園、水光、源頭活水來、
源白、水遠、綠遍山、山長、插田、山頭、長沙、
暮田、丘。其中，“遙山”一詞，摘自程顥〈郊
行 即 事〉之“芳 原 綠 野 恣 行 時，春 入 遙 山 碧 四
圍”；“源 頭 活 水 來”摘 自 朱 熹〈觀 書 有 感〉
之“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綠
遍、插 田”出 自 翁 卷〈鄉 村 四 月〉之“綠 遍 山
原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
才了蠶桑又插田”；“長安、長沙”出自李白〈題
北 榭 碑〉之“一 為 遷 客 去 長 沙，西 望 長 安 不 見
家”。37 程顥、朱熹、翁卷、李白的上述作品，
都 出 自 謝 枋 得《千 家 詩》卷 一。該 書 卷 一 還 收
錄 了 王 安 石 的〈元 日〉和 杜 甫 的〈漫 興〉，而
羅 明 堅 也 寫 有 一 首〈元 日 漫 興〉（第 八 題），
題 目 和 詩 意 顯 然 是 綜 合 了 杜、王 之 詩。以 上 事
實 表 明，羅 明 堅 熟 讀 過《千 家 詩》，做 了 比 較
細緻的詞語摘錄，還進行了模仿寫作訓練。

中國古代兒童在掌握常用字並學習了以《幼
學瓊林》為代表的“小四書”之後，即進入以“四
書”為代表的儒家經典的學習階段。38 在《千字

圖 5.　《葡漢辭典》散頁第 188 至 189v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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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丁文譯本中，羅明堅對仁、義、禮、信、
忠、孝、廉、節、命、性、心、情、才、知等儒
家 性 理 核 心 詞 彙 進 行 過 拉 丁 文 對 譯，可 以 視 為
對 四 書 所 涉 儒 家 核 心 概 念 的 初 步 學 習。《中 國
詩集》第十一題〈偶懷〉云：“朝讀四書暮詩篇，
優 遊 那 覺 歲 時 遷。”這 表 明 羅 明 堅 不 僅 深 入 研
讀 過 四 書，而 且 將 學 習 成 果 運 用 到 詩 歌 創 作 之
中。《中 國 詩 集》第 八 題〈元 日 漫 興〉有 旁 批
點明該詩主旨“而恥惡衣惡食之志者有在矣”，
出 自《論 語·里 仁》：“士 志 於 道，而 恥 惡 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39 第二十八題〈冤命不
饒 譬 喻〉，以 詩 體 形 式 翻 譯 了 烏 鴉 吞 食 蜈 蚣 卻
反 被 蜈 蚣 毒 死 的 西 方 寓 言，最 後 兩 句 的“曾 子
戒之當謹守，出爾反爾理無窮”，出自《孟子·
梁惠王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40 意
思 是 你 怎 樣 對 待 別 人，別 人 就 怎 樣 對 待 你。如
果 沒 有 對 四 書 的 深 入 研 讀，則 羅 明 堅 後 來 西 譯
四書的創舉是難以想像的。

綜 上 所 述，羅 明 堅 比 較 全 面 地 學 習 了 各 類
蒙 學 教 材，不 僅 掌 握 了 中 國 常 用 漢 字，積 累 了
較 為 豐 富 的 詞 彙，而 且 進 一 步 學 習 了 中 國 人 的
基 本 文 化 常 識、道 德 倫 理 觀 念，從 而 為 其 文 字
傳 教 和 經 典 西 譯 打 下 了 基 礎。他 的 漢 語 學 習 歷
程，清 楚 地 顯 示 了 早 期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遵 循 蒙 學
傳統學習漢語的進路：首先通過《三字經》《千
字 文》等 識 字 讀 物 來 正 音 識 字，掌 握 中 文 基 本
常 用 字；然 後 通 過《幼 學 瓊 林》等 名 物 知 識 類
讀 物 擴 展 和 積 累 詞 彙，學 習 百 科 文 化 知 識；再
通 過《千 家 詩》《通 俗 故 事》及 四 書 等 文 本 學
習中國文化，培養閱讀與寫作能力。

三、羅明堅學習漢語的方法

羅明堅的中文學習，先從正音、識字開始，
然 後 進 入 詞 彙 積 累 和 模 仿 寫 作 階 段，這 實 際 上
是 沿 用 了 中 國 蒙 學 的 基 本 教 學 方 法，但 也 吸 收
了西方語文學方法。

羅 明 堅 學 習 漢 語 所 面 臨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是 發
音問題。呂坤《蒙養禮》指出：“讀書須精韻學，
要熟反切。”41 反切是古人在“直音”“讀若”

之 後 創 制 的 一 種 注 音 方 法。其 基 本 規 則 是 用 兩
個 漢 字 相 拼 來 給 一 個 字 注 音，切 上 字 取 聲 母，
切 下 字 取 韻 母 和 聲 調。唐 代 僧 人 守 溫 取 漢 字 為
30 聲母，宋人又補充為 36 字母，並以韻書的
韻 母 字 作 為 韻 母，反 切 法 益 為 精 密，成 為 漢 字
最 通 行 的 注 音 法。羅 明 堅 最 初 跟 隨 畫 家 學 習 漢
語 時 採 取 的 是 直 音 的 辦 法，後 又 在 福 建 秀 才 的
指 導 下 接 觸 到 了 反 切 注 音 法。《葡 漢 辭 典》第
24v 及 26v 散頁（圖 6）是一份漢字聲母和韻
母表。其中，從第 26v 頁的“金”字到第 24v
頁“日”字共 339 個漢字，將聲母相同的字排
列 在 一 起，依 次 列 出 了 39 個 聲 母。如 第 26v
頁從“金”到“骨”字的 34 個漢字，為南京官
話中的見母字。實際上，隨着語音的發展變化，
宋人的 36 個漢字到了明代已經不能準確表示當
時 官 話 中 的 聲 母，但 當 時 的 小 學 家 一 般 講 究 存
古，不 會 輕 易 更 換 聲 母 代 表 字。羅 明 堅 散 頁 中
列舉的聲母代表字，如實記錄了 39 個聲母，事
實上超出了傳統的 36 字母的範圍，與明代南京
官 話 的 實 際 發 音 更 為 接 近，體 現 了 實 事 求 是 的
精 神。散 頁 第 24v 頁“東 鐘”以 下 38 字 則 代
表了 19 個韻類，與《中原音韻》完全一致。這
說 明 羅 明 堅 按 照 蒙 學“要 熟 反 切”的 要 求，對
漢 字 反 切 注 音 方 法 進 行 過 系 統 學 習。在 這 一 方
法的啟發下，羅明堅編訂了最早的歐漢字典《葡
漢 辭 典》，以 拉 丁 字 母 作 為 拼 注 漢 字 音 節 的 符
號，分 別 以 羅 馬 字 母 來 代 表 聲 母 和 韻 母，將 之
組 合 為 漢 字 注 音。這 實 際 是 結 合 中 國 蒙 學 的 反
切 注 音 方 法 和 葡 萄 牙 文、意 大 利 文 的 正 字 法 而
建 立 的 一 套 適 應 西 方 人 學 習 漢 字 讀 音 的 注 音 系
統，是 已 知 最 早 用 拉 丁 字 母 拼 注 漢 字 的 方 案，
無 疑 為 西 人 大 規 模 識 記 漢 字 讀 音 創 造 了 條 件。
從 此 以 後，編 寫 歐 漢 雙 語 辭 典 成 為 來 華 傳 教 士
學習漢語的有效方式。

此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還收藏了一部《詩
韻》42 抄本，共 28 頁，其中第 1 至 26 頁所收
韻部包括《平水韻》平聲部的上平聲和下平聲，
但 是 上 平 聲 的“十 四 寒”寫 成 了“十 八 寒”，
可能是抄寫時的筆誤；另外，下平聲的 15 個韻
目 沒 有 抄 完，沒 有 出 現 上 聲、去 聲 韻，顯 示 出
這 是 一 份 尚 未 完 成 的 抄 本。該 書 最 後 兩 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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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表示聲母的漢字表，首先列出疑目、見母、
溪 母、生 母、定 母、知 母 等 聲 母 的 代 表 漢 字，
接 着 標 註 羅 馬 注 音，最 後 以 多 個 拉 丁 文 列 出 以
該 漢 字 為 詞 根 的 詞 語 之 譯 詞。此 外，《詩 韻》
第 27 至 28 頁字表中還首次使用了“ˉ ˊ ˋ ^ ”
四種符號區分聲調。從以上羅明堅所抄錄的聲、
韻 母 表 散 頁 可 知，他 曾 全 面 學 習 過 中 國 傳 統 的
反 切 注 音 法，並 從 中 摸 索 羅 馬 注 音 的 方 法。長
期 以 來，語 言 學 研 究 者 一 直 以 為 羅 氏 的 注 音 系
統 是 按 照 西 方 正 字 法 對 漢 字 發 音 的 直 接 記 錄，
但 事 實 上 羅 明 堅 藉 助 中 國 的 反 切 注 音 方 法，先
整 理 了 聲 母、韻 母 表，再 在 此 基 礎 上 藉 助 羅 馬
字 母 記 錄 其 聲 母 和 韻 母 發 音，從 而 發 明 了 一 套
羅 馬 注 音 系 統。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詩 韻》
最 後 兩 頁 已 經 出 現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聲 調 表 示 符
號，這 說 明 他 已 經 掌 握 了 包 括 聲 母、韻 母 和 聲
調 在 內 的 完 整 的 漢 字 拼 音 方 案，遠 早 於 利 瑪 竇

在郭居靜的幫助下發明聲調。

羅 馬 注 音 方 法 的 發 明，有 利 於 藉 助 讀 音 來
識 字，無 疑 大 大 加 快 了 羅 明 堅 的 識 字 速 度。在
掌 握 漢 字 發 音 的 基 礎 上，羅 明 堅 迅 速 轉 入 了 認
識和書寫漢字階段。古代私塾學生到校後，“授
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
將 所 授 書，分 三 節 讀，須 早 間 讀 會 一 節，才 放
早 飯。習 仿 臨 法 帖《千 字 文》一 幅”。43 傳 統
蒙學中的正字方法是：

先截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書

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

“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

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

粗解說。識後，用線穿之，每日溫理十

字，或數十字，周而復始。44

圖 6.　《葡漢辭典》散頁第 24v、26v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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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明 堅 的《千 字 文》拉 丁 文 譯 本，在 漢 字
旁 邊 書 寫 羅 馬 注 音 和 拉 丁 文 釋 義，其 實 是 改 造
利 用 了 中 國 蒙 學 於 所 寫 漢 字 背 面 寫 同 音 字 以 提
示 讀 音 的 方 法，而 抄 寫《詩 韻》識 字 也 藉 助 了
蒙 學 同 音 識 字 的 辦 法。此 外，《葡 漢 辭 典》第
27v 至 28 散頁中有其抄錄的漢字偏旁：金、口，
犬、廣，月、玉，刀、鳥，竹、彳，女、疒，宀、
糸，目、木，走、足，心、車，食、石，蟲、火，
穴、衣，雨、人，日、水，草、手，魚、阝，言、
土。這 些 字 元 編 碼 大 多 是 獨 立 的 漢 字，也 是 構
成 漢 字 的 偏 旁 部 首。羅 明 堅 特 意 將 其 列 出，說
明 他 嘗 試 了 解 和 學 習 方 塊 字 的 偏 旁 部 首 結 構，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進 而 接 觸 合 體 字。相 比 此 前 嘗 試
學 習 漢 字 的 西 方 人 以 圖 畫 看 待 漢 字，這 無 疑 是
巨 大 的 進 步。傳 統 的 蒙 學 正 字 也 是 從 獨 體 字 的
認讀開始：

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

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

“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

“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

乃為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

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能識

二千字，乃可讀書。45

從《葡 漢 辭 典》散 頁 中 摘 錄 的 漢 字 來 看，
羅 明 堅 最 初 學 習 漢 字 是 按 照 獨 體 字 到 合 體 字 的
先後順序，嚴格遵守了蒙學的正字法。

在 完 成 了 正 音、正 字 的 學 習 後，羅 明 堅 轉
入 了 詞 彙 積 累 階 段。這 方 面 他 主 要 運 用 了 蒙 學
中 常 見 的 意 義 聚 合 和 韻 部 聚 合 的 兩 種 分 類 識 字
方 式。《葡 漢 辭 典》散 頁 第 29 至 31v 頁 收 錄
了 大 量 近 義 和 反 義 複 合 詞，部 分 詞 語 上 有 羅 馬
注 音 和 拉 丁 文 解 釋。這 個 詞 彙 表 是 按 語 義 編 排
的，含 有 分 類 識 字 的 意 味。這 與 宋 王 應 麟《小
學紺珠》分類識字意識一脈相承。《小學紺珠》
把見於古書的諸多名物，按天道、律曆、地理、
人倫、性理、人事等 17 個專題分類編集，帶有
樸 素 的 分 類 識 字 意 識。不 過，我 國 古 代 分 類 識
字 遠 沒 有 歐 洲 語 言 學 對 詞 性 的 分 類 那 麼 細 緻。
在《葡 漢 辭 典》散 頁 第 28v 至 29 頁 出 現 了 一

份 量 詞 表。量 詞 是 漢 語 普 遍 存 在 的 一 種 語 法 現
象，但 中 國 古 人 對 量 詞 只 有 零 星 的 認 識，羅 明
堅 單 獨 開 列 了 一 份 量 詞 表，表 明 他 開 始 引 入 歐
洲語法來說明及學習中文詞彙。

羅 明 堅 採 用 的 韻 語 識 字，對 其 詞 彙 量 的 增
加 更 為 功 不 可 沒。我 國 蒙 學 教 育 為 了 使 兒 童 認
字 不 至 於 太 枯 燥，故 編 創 了 大 量 的 蒙 學 押 韻 讀
物，羅 明 堅 也 借 鑑 了 這 一 方 法。如 前 引 的《詩
韻》本 是 古 人 用 於 作 詩 時 查 找 韻 部 的 工 具 書，
但 是 羅 明 堅 卻 將 其 發 展 成 一 部 辭 典。如“一 東
韻”，不 僅 聚 合 了 東 韻 部 的 大 量 漢 字，而 且 還
在 每 字 下 面 列 舉 了 諸 多 可 以 與 之 組 詞 的 漢 字。
如 此 一 來，只 要 知 道 了 一 個 字 的 發 音，就 可 以
迅 速 掌 握 能 與 這 個 字 組 詞 的 眾 多 詞 彙，且 能 利
用 同 一 韻 部 反 覆 強 化 記 憶。《詩 韻》集 聲 韻、
字 詞 為 一 體，相 當 於 是 一 部 以 韻 為 綱 的 漢 語 辭
典，可 以 幫 助 他 按 照 平 水 韻 韻 字 組 詞。這 種 記
憶 方 法，也 與 西 人 學 習 母 語 時 常 藉 詞 根 擴 大 詞
彙量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羅明堅的識字方法，
同樣也是匯合了中西之長。

在 完 成 詞 彙 的 積 累 後，羅 明 堅 從 學 習 對 句
和 講 故 事 入 手，訓 練 閱 讀 與 寫 作 能 力。因 其 接
觸 的 漢 語 蒙 學 教 材 均 為 韻 語 形 式，所 以 他 較 早
地 接 觸 到 對 仗、押 韻 等 知 識 與 技 巧。屬 對 學 習
是傳統小學階段不可或缺的基礎課程，通過“辨
四 聲，明 虛 實，為 將 來 對 股 表 啟、詩 聯 對 仗 張
本”。46《中 國 詩 集》中 存 在 明 顯 的 屬 對 訓 練
痕 跡。如〈天 主 生 旦 十 二 首·其 四〉：“天 地
星 辰 婦 對 夫，風 雲 雷 雨 兔 對 烏。東 西 南 北 春 對
夏，天 主 靈 通 對 卻 無。”這 首 詩 顯 示 羅 明 堅 進
行過一些對仗、聲韻方面的基礎性學習和訓練。
《通俗故事》第 30 則就講述了四人聯句作詩，
而 旁 觀 者 妄 加 修 改，以 致 詩 歌 出 現 重 字 現 象 且
意 境 遭 到 破 壞 的 故 事。此 外，《中 國 詩 集》常
見 修 改 用 字 和 韻 腳 之 痕 跡，說 明 羅 明 堅 曾 認 真
推 敲 詩 歌 屬 對 和 用 韻。在 中 國 傳 統 蒙 學 教 育 的
初 期，兒 童 在 認 識 了 基 本 漢 字 和 一 些 名 物 知 識
後，初步具備了閱讀能力。“然而，從三字頭、
四 字 頭 的 整 齊 韻 語 到 內 容 複 雜、詞 句 錯 綜 的 文
章，這 中 間 仍 舊 需 要 一 個 過 渡。前 人 讓 散 文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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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擔 負 了 這 個 過 渡 的 任 務。”47《通 俗 故 事》
就 扮 演 了 這 樣 的 角 色。羅 明 堅 向 總 會 要“基 督
奧 跡 之 書（內 附 有 圖 片）、舊 約 故 事 與 基 督 徒
世 界 等 書 籍”，48 應 是 受 中 國 蒙 學 中 的 日 講 故
事啟發。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所 藏 的《尺 牘 指 南》，
是 羅 明 堅 學 習 書 信 寫 作 和 書 面 表 達 的 教 材。其
第 41 至 42 頁有三條“自述修道修門事情”的
尺牘套語，其二云：

生等教門法戒，日夕省察切己，恐有

一念外入，堅持一心，且本教務己修生前

之善，祈身後天堂之自。49

這 段 話 模 仿 前 面 的“僧 家 敘 述 己 情”及“遠 來
僧 敘 情”的 格 式 和 話 語，但 又 結 合 了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的 身 份 特 點，有 意 區 分 天 主 教 和 佛 教，顯
然 是 羅 明 堅 根 據 傳 教 的 需 要 而 擬 定 的。書 信 正
文 旁 通 常 還 寫 有 註 釋，用 以 解 釋 詞 義 和 組 成 詞
語，或 寫 出 反 義 詞、近 義 詞，以 及 解 釋 詩 句 的
意 思。這 應 是 其 學 習 時 留 下 的 筆 記，也 體 現 了
中國蒙學高級階段學習註釋古籍的傳統。因此，
《尺 牘 指 南》不 僅 是 羅 明 堅 當 時 學 習 書 信 寫 作
的 課 本，也 兼 具 辭 典 的 部 分 功 能，還 具 有 文 化
讀 本 的 作 用。其 註 釋 主 要 來 自《千 家 詩》《三
字 經》《千 字 文》《幼 學 瓊 林》《通 俗 故 事》
及 四 書 等，表 明 其 早 期 所 接 觸 到 的 中 國 典 籍 深
刻 影 響 了 後 來 的 寫 作。通 過 抄 錄 和 註 釋 此 書，
羅 明 堅 既 可 以 積 累 大 量 的 書 面 詞 語 和 詩 詞 成
句，又 可 以 了 解 到 有 關 各 種 書 信 的 文 體 規 範，
並進行針對性的文體模仿寫作訓練。

羅 明 堅 甚 至 還 學 習 了 當 時 流 行 的 八 股 文 寫
作。《中國詩集》中的〈秀才聯句〉詩提到“予
學 舉 人 文”，說 明 他 曾 學 習 八 股 文。其《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的 引 言，明 顯 受 到 八 股 文 起
承 轉 合 結 構 之 影 響。該 文 以 中 國 傳 統 五 常、報
恩 觀 點 為 文 章 的 開 頭，是 為“破 題”；“僧”
欲報恩之意為“承”；而中華不缺“金玉寶馬”
為“轉”；“合”是 對 該 事 件 的 議 論。50 該 書
正 文 的 部 分 章 節，也 是 在 羅 明 堅 在 此 前 的 漢 語

學 習 筆 記 的 基 礎 上 完 成 的，主 要 內 容 見 於《葡
漢辭典》第 12v 至 16v 頁。如其中的“解釋淨
水 除 前 罪 章 十 六”，就 是 在《葡 漢 辭 典》散 頁
第 12v 頁“解釋聖水除前罪”的基礎上修改完
成 的，只 不 過 將 原 來 的 論 述 方 式 改 為 了 對 話 方
式。1584 年 11 月 13 日， 利 瑪 竇 在 致 羅 馬 耶
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書信中指出：

書中以一位異教徒和一位元歐洲神父

對話的形式，闡明了天主教徒所有必須掌

握的知識，此書結構嚴謹，字體優美，詞

句講究，在一些中國文人的幫助下，我們

以中國其他主要教派的話語模式對本書

進行了修改。51

這 一 記 載 生 動 反 映 了 羅 明 堅 在 中 國 文 人 的 幫 助
下，將 其 練 習 寫 作 的 中 文 傳 教 散 頁 修 改 詞 句、
調 整 文 體，最 終 發 展 成 為 專 書 的 過 程，該 情 形
類似於蒙學中的作文訓練和修改潤色。

綜 上 所 述，羅 明 堅 的 漢 語 學 習 方 法 沿 襲 了
中 國 蒙 學 的 學 習 方 法 和 路 徑，且 一 定 程 度 上 吸
收了中西語文學方法之所長。所謂語文學方法，
是為給古代文化遺產——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的
經典著作作註釋，從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
校 勘 學 等 學 科 入 手，目 的 是 為 了 便 於 人 們 閱 讀
古 籍 和 語 言 教 學。對 於 上 述 蒙 學 教 材 的 學 習，
羅 明 堅 採 用 了 羅 馬 注 音、拉 丁 文 釋 義、音 義 聚
合、註 釋、訓 詁、校 勘 等 諸 多 中 西 相 通 的 語 文
學方法，因而很快掌握了聽說讀寫的能力。

四、羅明堅漢語學習的遺產

羅 明 堅 按 照 蒙 學 傳 統 學 習 漢 語，充 分 吸 收
了 中 國 傳 統 的 蒙 學 和 西 方 語 文 學 方 法 的 長 處。
他 的 開 創 性 探 索，為 後 來 的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留 下
了寶貴的語言文化學習遺產。

首 先，利 瑪 竇 作 為 其 直 接 繼 承 者，在 中 文
學 習 方 面 基 本 沿 襲 了 羅 明 堅 的 經 驗。利 瑪 竇 剛
到 澳 門 時，就 在 羅 明 堅 主 辦 的“經 言 學 校”學
習漢語，在澳門期間也隨羅明堅一起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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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學 習 中 文 所 憑 藉 的 資 料 和 使 用 的 方 法 與 羅 氏
基 本 一 致，並 沿 用 其 漢 語 學 習 方 法 指 導 後 來 的
耶穌會士。如 1591 至 1593 年，麥安東、石方
西 神 父 相 繼 去 世，利 瑪 竇 曾 傷 心 地 表 示 這 兩 位
神父都隨他學完了中國儒家的四書五經，稱：

這一般是在中國儒家的學校裡教授的

課程。因此，可以說他們已經完成了學

業，剩下的只是讓他們練習寫文章了，這

對他們已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也會使他們

的中文更有進步。52

大 約 於 1595 年，利 瑪 竇 表 示 自 己 已 經 完
全掌握了四書，“還把‘四書’譯成了拉丁文，
並 加 了 很 多 註 釋”。這 種 方 法 其 實 也 是 對 羅 明
堅 翻 譯《千 字 文》和 四 書 做 法 的 繼 承。更 為 重
要 的 是，1598 年 利 瑪 竇 去 往 南 京 的 旅 途 中，
在 鍾 鳴 仁 的 幫 助 下 編 寫 了 一 份 實 用 的 漢 語 詞 彙
表，把漢語的詞彙整理出來，並且進行了規範；
後 又 在 郭 居 靜 神 父 的 幫 助 下，“發 明 了 五 種 標
音 符 號 和 標 註 氣 息 的 符 號”，從 而 使 羅 馬 注 音
方 法 成 為 一 種 更 準 確 的 注 音 方 法；他 還 將 詞 彙
表 和 注 音 方 法 規 範 下 來，在 傳 教 士 中 推 廣。53

如 前 所 述，羅 明 堅 其 實 早 已 發 明 了 漢 語 注 音 方
法，只是沒來得及應用推廣。利瑪竇在 1605 年
刻 印 的 六 頁 小 冊 子《西 字 奇 蹟》中 使 用 的 便 是
修 訂 版 的 羅 氏 羅 馬 注 音 系 統，而 金 尼 閣 的《西
儒 耳 目 資》則 在 利 氏 注 音 系 統 上 再 完 善 和 標 準
化，從 而 為 後 來 傳 教 士 學 習 漢 語 所 遵 循，大 大
方 便 了 他 們 的 漢 語 學 習。利 瑪 竇 也 編 寫 了 一 部
類 似《葡 漢 辭 典》的 歐 漢 字 典，可 惜 的 是，這
部 字 典 以 及 上 述 提 到 的 漢 字 表 和 四 書 拉 丁 譯 本
目 前 均 未 找 到。但 是，無 論 是 整 理 詞 彙 表，完
善 注 音 系 統，還 是 編 寫 字 典，其 實 都 是 對 羅 明
堅學習漢語方法的繼承和發展。

其 次，由 羅 明 堅 開 創、經 利 瑪 竇 繼 承 和 發
展 的 漢 語 學 習 經 驗，直 接 被 耶 穌 會 中 國 教 區 在
1622 至 1624 年間制定的《教育章程》（Ratio 
Studiorum ）所吸收，並且以制度形式規定下
來。《教 育 章 程》“融 合 了 中 國 傳 統 的 教 育 方
法 和 耶 穌 會 的 組 織 技 術”，54 其 所 規 定 的 中 國

教 區 的 課 程 由 四 年 完 成，分 三 個 階 段。第 一 階
段（六 個 月）的 首 要 任 務 是 利 用 詞 彙 表 記 憶 漢
字，主 要 是 藉 助 金 尼 閣 的《西 儒 耳 目 資》的 注
音 系 統，這 一 做 法 可 追 溯 到 羅 明 堅 對《葡 漢 辭
典》的 編 撰。同 時，這 一 階 段 還 要 求 學 生 掌 握
流 利 的 官 話，並 通 過 對 話 題 材 的 口 語 練 習 文 本
學 習 當 地 的 禮 儀。羅 明 堅 一 開 始 即 堅 持 學 習 官
話，並 編 寫 了《賓 主 問 答 私 擬》以 學 習 日 常 口
語 及 交 際 禮 儀，後 來 利 瑪 竇 的《拜 客 問 答》以
及《教育章程》所規定學習的《拜客訓示》，55

其 實 是 對《賓 主 問 答 私 擬》的 繼 承 和 發 展。此
外，此階段的漢字書寫教學，多使用《千字文》
作 為 教 材，與 羅 明 堅 翻 譯《千 字 文》並 以 之 進
行 正 字 訓 練 完 全 一 致。第 二 階 段（一 年 半）由
一位葡萄牙教師帶領閱讀儒家經典，教材為《中
庸》《論 語》《孟 子》《尚 書》，並 鼓 勵 學 生
在 書 的 空 白 處 做 筆 記，以 備 日 後 參 考，這 也 與
羅 明 堅 學 習 四 書 並 常 做 筆 記 的 做 法 完 全 一 致。
第 三 階 段（兩 年）是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對 前 兩 年 的
教 學 進 行 系 統 的 回 顧，學 生 按 順 序 閱 讀 四 書 和
經 典 文 獻，關 注 中 文 書 籍 中 與 世 界 有 關 的 哲 學
問 題，並 通 過 與 教 師 的 問 答 來 鍛 煉 言 辭，以 應
對 在 傳 教 活 動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駁 斥，這 正 是 繼 承
了 羅 明 堅 的《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以 對 話 方
式 進 行 辯 駁 的 基 本 做 法。該 階 段 的 中 國 教 師 還
負 責 教 導 學 生 進 行 書 面 語 寫 作，讓 耶 穌 會 士 模
仿 中 國 文 人 的 八 股 文 和 書 信 的 寫 作 技 巧，增 加
文 章 的 說 服 力，以 期 在 完 成 學 業 後 能 夠 通 過 撰
寫 中 文 教 理 書 促 進 傳 教 事 業，這 也 與 羅 明 堅 學
習 八 股 文 和《尺 牘 指 南》的 經 驗 如 出 一 轍。換
言 之，羅 明 堅 學 習 中 文 的 經 驗，實 際 上 奠 定 了
耶 穌 會《教 育 章 程》的 基 礎。十 七 世 紀 二 十 至
七 十 年 代，在 華 耶 穌 會 士 較 好 地 執 行 了《教 育
章 程》。然 而，由 於“禮 儀 之 爭”以 及 耶 穌 會
一 度 被 解 散 等 原 因，在 華 耶 穌 會 士 的 處 境 大 不
如 前，加 上 缺 乏 新 鮮 血 液 的 注 入，最 終 至 十 八
世 紀 初，除 了 在 北 京 的 傳 教 士 外，耶 穌 會 士 們
幾 乎 完 全 放 棄 了 使 用 該 章 程，從 而 導 致 漢 語 水
平 明 顯 下 降，書 面 著 述 銳 減，與 文 人 的 交 流 也
隨之減少。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耶穌會重新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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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的遺產被再度重視起來。在 1870 年前後，
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 1826–1902）
編訂了五冊拉丁文版《中國文學教程》（圖 7）
作 為 聖 依 納 爵 公 學（ 徐 匯 公 學 ） 的 教 材。
《中 國 文 學 教 程》的 封 面 上 專 門 標 有“NEO-
MISSIONARIIS ACCOMODATUS”， 意
為“適 用 新 來 傳 教 士”。其 第 一 冊“家 常 話”
（LINGUA FAMILIARIS）， 除 序 文、 引 言
外，還 有 字 首 表、應 酬 語、短 篇 故 事、短 篇 小
說、 俗 語 選 錄， 供 最 低 班 使 用。 第 二 冊 譯 有
《三字經》，此冊為“文言研讀”（STUDIUM 
CLASSICORUM），內容包括序文、凡例，以
及《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
《大 學》《中 庸》《論 語》《孟 子》，還 有 按
部 首 排 列 的 詞 彙，供 低 年 級 用。第 三 冊“經 書
研 讀 ”（STUDIUM CANONICORUM） 供

圖 7.　晁德蒞《中國文學教程》1879 年版第一冊書影（圖片來
源：筆者攝製提供）

中 班 使 用，內 容 為 序 文 和《詩 經》中 之 動 植 礦
物 名、詩 韻，以 及《詩 經》《書 經》《易 經》
《禮記》《春秋》等經典。第四冊“文章規範”
（STYLUS RHETORICUS）為最高班所用，
內 容 包 括 序 文、詩 選、尺 牘 選、古 詩、尺 牘 文
體、文 章 典 故 等。第 五 冊“詩 與 文”（PARS 
ORATIORICA ET POETICA）為文學班用，
內容包括八股文、時文、歌賦、駢體文、歌謠、
對聯等。對比羅明堅漢語學習教材和方法可知，
《中 國 文 學 教 程》的“學 習 方 法 與 途 徑 毫 無 疑
問 與 中 國 的 傳 統 童 蒙 教 育 別 無 二 致，與 三 百 年
前 的 羅 明 堅、利 瑪 竇 等 相 對 比，學 習 語 言 文 字
並沒有找到第二把鑰匙”。56

綜 上 所 述，羅 明 堅 作 為 來 華 傳 教 士 漢 語 學
習 的 先 驅，一 直 將 中 國 蒙 學 作 為 其 漢 語 學 習 的
資 源 和 方 法，並 將 中 西 語 文 學 之 長 融 會 貫 通，
不 僅 取 得 了 令 人 驚 歎 的 效 果，而 且 產 生 了 深 遠
的影響。研究羅明堅通過蒙學學習漢語的歷程，
不 僅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的 漢 語 學
習 方 法 及 其 文 字 傳 教 得 以 實 施 的 原 因 和 經 過，
也 可 以 啟 發 我 們 深 入 理 解 明 清 以 來 中 西 語 言 文
學交流互鑑的具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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