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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文 5诗经 6译本及其流传

徐 莉

(中国第一历灯当案馆满文处
,

北京 100031 )

1摘 到 5诗经 6 是汉文典籍中最早的诗歌总集
"

满文 5诗经 6 译自汉文
"

清彻项治朝 5诗经 6 就 已经有满

文译本了
"

该 5诗经 6译文在顺治
!

康熙两朝都有不同的版本流传
"

乾隆朝 5诗经 6译文按照
/

新清语
, ,

重新进行

厘定
,

形成新的译本
"

本文拟梳理满文 5诗经6 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
,

试分析不同译本形成的缘由
"

1关键词8 满文文砍 版权 5诗经 6

1中图分类号 2 l毛犯.1 59 1文献标识码 8 A 1文章编号 1 16农卜之刃 x (2以犯 )胎一叨印一肠

5诗经 6 是汉文典籍中最早的诗歌总集
,

本称 5诗6
,

儒家把它列为经典之一
,

故称 5诗经 6
"

它大抵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作品
,

编成于春秋
,

共三百零五篇
,

分风
!

雅
!

颂三大类
"

5风 6 有十五

国风
,

5雅6 有大雅
!

小雅
,

5颂 6有 5周颂 6
!

5鲁颂 6
!

5商颂 6
"

诗篇形式以四言为主
,

普遍运用赋
!

比
!

兴的手法
"

其优秀篇章描写生动
,

语言朴实优美
,

音节自然和谐
,

富有艺术感染力
"

长期以来
,

5诗经 6 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
"

它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
,

而且是研究中国古

代史的珍贵史料
"

满文 5诗经 6 译自汉文
"

有清一代
,

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
"

清代统治者继承了中国历代汉族

统治者的基本经验 )
/
帝王敷治

,

文教是先
0 ,

在稳定政局的同时
,

积极发展文教事业
"

入关以前
,

已经有汉文著作被翻译成满文
,

如 5素书6
!

5三略 6
!

5通鉴 6
!

5六韬 6
!

5孟子6
!

5三国志 6
!

5大乘

经 6 等
"

入关以后
,

统治者认识到崇儒重道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
,

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维系自身

统治的基本道德规范
,

大力提倡儒学
,

儒学经典著作
!

程朱理学著作几乎全部被译成满文
"

清代 5诗经 6 翻译时间较早
,

顺治朝时 5诗经 6 就己经有满文译本了
"

该 5诗经 6 译文翻 l项治
!

康熙两朝有不同的版本流传
"

乾隆皇帝即位后
,

认为一些儒家经典翻译过早
,

所用词语 5清文鉴 6

未收
,

很不规范
,

下令对一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
"

5诗经 6 也被重新厘定
,

形成了新的译本
"

本文拟梳理满文 5诗经 6 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
,

试分析不同译本形成的缘由
"

一
!

顺治朝 5诗经 6译本及其流传

现存可见最早的满文 5诗经 6 为顺治十一年 ( 1 654) 内府刻本
,

该本满文书名
: 幻 g Ln g ni b i让el

"

二十卷
,

满文本
"

(宋 ) 朱熹集注
"

线装
,

四周双边
,

半页 8行
,

小字双行
"

半页开本 30 .2 cm X 20c ,m

版框 22
.

8cm x 17
.

1"m
"

黑口
"

版口有双鱼尾
!

满文书名
"

卷首有顺治十一 ( 16 54) 年御制诗经序
"

该本在国家图书馆
!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 印"
!

辽宁省图书馆
!

大连市图

书馆有藏图 -P1 3刃 "

该本有十册本和二十册本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为二十册
,

黄绞封面
,

包背装
"

这是满文

5诗经 6 的早期译本
"

该刻本满文字体刚劲古朴
,

字里行间尚有老满文残存风韵
"

该本内容有两部

分
,

一为正文部分
,

一为集注部分
"

正文部分粗笔大字
,

集注部分细笔小字
"

如果仅看到卷端书影
,

似乎并不能全面了解顺治十一年满文内府刻本 5诗经 6 的全部内容
"

笔者录入卷首几页满文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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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

g切阳Ln imu 山山 即
叭工

g切叫Ln s er e巩男 e
,

go oli b吸 be haf g el he ba
#

功川为 n s"弋 n g罗

川酮 n i

~
y or o i 就

.

找甩改m se me he n ud he ng g e
.

d e gr i

垃声加皿 i !v e n 1si ha be ut w a
二 gi sur e n山1

.

记代 1gi uns
罗 11 ni ya nl 扭 be 沾蓉曲玻 1o

mb i
.

ai 8a ka i de u n de

峪蓉
mae jli ga n tt CI ri e

,

政 e i8li g m ge li a i ja ka b e

a c止 gI g ya c l oj oor
a ds ll be

.

tu tt u
ofi go oli b esi e

b啤 yai fi
,

曲灿 l jul de b nej il汕 1
.

a bka i jul gai fi

k切山 un i企ha as de s ei gi ye fi
.

曰 e u g ne i改hI as u s

nai
e h e b e s i

mne me
,

由 s注n ib a iat i j形日拍 侧巨m恤 b e

s a x l七 1
.

ef g sUn 8u w e

nna be tbo mu ds n
bo u fi

.

bo oi

dol
o d e心 efj e gri 面 ya nl 限 ba iat l

nael
,
习kb ai efj er g be

we
rl山hu e

.

j
u认吸 n i lna g l nl ln i幼 b uli ka m u di m be

,

inu Uk叨 un i

加丘招 a de a油Lb涌
,

a "刃冠 be ot w a ll r ur e bu 住 el 罗 i fi
.

加 w ar a s e丁e T e
be be l e

me bul e拓启 e

nel 极嗯 ar a be Ut 吐 bI ul扭

s e hbe . i lht e ri ot of ho n g切川叮
.

[31

国 风 一

国者
,

诸侯所封之域
"

而风者
,

民俗貂岳之诗也
"

谓之风者
,

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
,

而其言又

足以感人
,

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 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

是以诸侯采之
,

以贡于天子
"

天子受之
,

而列于乐官
"

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
,

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

旧说二南为正风
"

所以用之闺门
!

乡党
!

邦国
,

而化天下也
"

十三国为变风
"

则亦领在乐官
"

以时存肆
,

备观省而垂监戒耳
"

合之凡十五国

云
"
闭

满汉文比对可知
,

满文即译自汉文朱熹 5诗经集注 6
"

纵观全文
,

满文的译本并没有把 5诗经集

注 6 全译
,

而是选译的
"

如
/
国风

0

第一部分
/

周南
0 ,

在 5诗经集注 6 里面有大段关于 /
周南

0

的

集注
,

而满文译文并未翻译此段内容
"

5诗经 6 第一篇 5关雌 6
,

为世人所熟知
"

在 5诗经集注 6 中对个别难字进行标音
,

以小字夹杂

其间
"

而满文本来就是拼音文字
,

可以用满文拼出读音
,

所以这些夹杂字里行间的释义文字也没有

在满文 5诗经 6 中出现
"

每个诗歌段落后的集注内容是择其释义部分进行翻译
,

其他有关名家评述的内容并没有进行翻

译
"

如在 5关雌6 之后
,

汉文 5诗经集注 6 内有一段孔子和汉代匡衡关于 5关雌 6 的评述
,

满文译

文中就没有进行翻译
"

顺治十一年的满文译本 5诗经 6 语言简练
,

句式等多受汉语影响
,

多有音译词汇
"

如
:

孚阴 a n g四限 n s
eer ji oi 91

0 ,

b众a i8曲 h de .bi

ufj u Lr 田 g, 班坦邵叨 g, 犯运 ulj
, a rl 山 as as ai as b切四me ho bl o rl山1

.

(小字 eer 功犷 b un )

je匆 8盯乡址飞 st. ai
,

h始加 cii
e ye碗 . i

ufj
u r u n g, 丫鱿堪 s al gl 罗 ~ ulj be

,

g改 Ce
l a州 ha c ib a i几山1

.

b aci i b曲巴 ka o oci
,

g e te ci a ni ha c i如川宜山1
.

g e n ll ll ll

noc
o hi 2n

~
山u n ku此谑 e rl 山 i

,

(小字 eer i咫 e bun )

je心 jer gi h in g st
.

ai b e
,

h始加 ic i s

noj
o rl b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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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j
切Ur 叮 g, , m邵阴 g, nasi j说

,

kni 蓉e ac ba ur 由 1
.

8耽乡 je gri h ing st. ai be
,

ha hns cii ot ki y e
曲 .i

ufj ur Un g, 0 m邵阴 g罗 s

nai ulj
,

jt川 9 Unt gl. n s bej el e rl 山 1
.

(小字 eer 雌
e bUn )

这段就是 5诗经 6 首篇 5关雌 6:

关关难鸿
,

在河之洲
"

窈窕淑女
,

君子好迷
"

(兴也 )

参差符菜
,

左右流之
"

窈窕淑女
,

痞寐求之
"

求之不得
,

痞寐思服
"

悠哉悠哉
,

辗转反侧
"

(兴也 )

参差符菜
,

左右采之
"

窈窕淑女
,

琴瑟友之
"

参差并菜
,

左右笔之
"

窈窕淑女
,

钟鼓乐之
"

(兴也 )

5关雅6 三章
,

一章四句
,

二章八句
,

共二十句
"

满文译文以简练的词汇
,

忠于原文内容对该篇诗歌进行了翻译
"

译文并未追求华丽的辞藻
,

形

式上尽可能反映了诗歌体的句型结构
"

但是
,

两种不同语言的差异也显现出来
"

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

满文是拼音文字
,

满文词汇是字母规律性的排列组合
,

字母或音节位置

的变动直接产生新词和新的语义
,

满文同义词或近义词并列起来组成联合词组
"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汉字是表意文字
,

文字为方块字
,

以语少洲卜列组合构成词或词组
"

一个汉语词汇所表达的含义
,

翻

译成满文后需要更好的组合排列
,

才能表达其语义
"

满语句子的主宾谓结构和汉语的主谓宾结构的

差别也直接影响我们对句子内容的理解和表达
"

5诗经 6 作为诗歌体
,

具有诗歌的一般特征
,

是一种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
,

以直接抒情的

方式
,

精炼的语句
,

鲜明的节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
"

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更具特殊性
"

中

国古代的诗歌
,

差不多都有一定的格律
,

用韵是构成诗歌格律的主要手段之一
"

5诗经 6三百零五篇

中
,

只有七篇没有韵
,

其余国风
!

大雅
!

小雅没有一篇是没有韵的
" 152 -P

渊

翻译诗歌除要求忠实于原文内容
!

译文语言规范化
!

保留原文的风格外
,

还要求讲究韵律
"

这

是与其他文体翻译不同的地方
"

汉文诗歌的韵律与满文诗歌的韵律有很大不同
,

不可能将汉文的韵

律完全转换为满文韵律
"

5关雌 6 第一章中
,

前四句
/
鸿

0 ! /

洲
0 ! /

述
0

押韵
;
后四句

/

流
0 ! /
求

0

押韵
"

第二章前四

句
/

得
0 ! /

服
0 ! /

侧
0

如果照现代普通话的读音是不押韵的
,

但这三个字在上古的韵一定相同
" 15]

P(53
3,

而译成满文后
,

汉语的这些韵律关系就没办法完全反映到满语中了
"

译者采用了最贴近诗歌体

的方式
,

在 5诗经 6 译文中形成了满文体自己的韵律节奏
"

满语句型结构特点是谓语在句子的最后
,

而谓语绝大多数是由动词充任的
" /
一汕 i

0

是满语动

词原形的词尾
,

它常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现在时和一般将来时
"

在 5关雌 6满文译文中
,

就是以满文

诗歌的三大韵圈之一的
/ 一 bi

0

作为韵脚
,

满文 5诗经 6 同样体现了诗歌体的节奏感和音乐感
,

读

起来上 口
!

动听
!

易记
,

从而更完美地表达诗意
"

但是
,

从这段译文中
,

我们也看到
,

排比等句式运用得并不严整
" -

.j e
心 je l召1 bnj g st. ai 参差荐

菜
0
一句

,

第一段按照汉语的语序和语言结构翻译
,

而后面两段在译文后加入了格助词
/
be

0 ,

把
/
参

差存菜
0
作为宾语来处理

,

句型更符合满文的语言习惯
"

文中多有音译词汇
: /
群网 a l l 孚网 a n

关关
0 ! -

, j 101 91
"
雌鸡

0 ! /

腼 9 st. ai 荐菜
0 ! /

kni 弓e
琴瑟

0

等

词均为音译
"

该译文的 5诗经6 翻顷治
!

康熙朝还有坊刻本和抄本流传
:

顺治十一年 ( 16 54) 听松楼刻本
"

该本六卷六册
,

满汉合璧
"

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

内蒙古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

大连市图书馆
!

齐齐哈尔市图书馆
!

上海市图书馆
!

南京图书馆
!

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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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有藏
" 1幻 -

P134
,
据 5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 6 17, - P11 .

内卷端书影
,

该本版面为两节

版
,

上刻满文
,

下刻汉文
,

满汉文在同一页内上下对照书写
"

满文书写从右至左
"

此坊刻本译文只

有正文部分
,

没有集注部分内容
"

顺治年间精写本
,

满文书名为
/ 劲 gLn g b ithe

0 ,

现存十二卷八册
"

满文
,

包背装
,

黑口
"

红绞封

面
"

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
" 1]l 囚

康熙年间传世有清康熙三十六年 ( 16 9 7) 抄本
"

该本不分卷
,

十册
"

满文本
"

线装
"

文中间

有汉译
"

卷前有顺治十一年 ( 16 54 ) 御制序
"

序前满文题
/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二日

0 " 1刀 -图

二
!

乾隆朝 5诗经 6 译本及其流传

乾隆皇帝即位后
,

认为一些儒家经典翻译过早
,

很不规范
,

下令对一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
"

为

了解决翻译中使用词语混乱的现象
,

乾隆皇帝对满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
,

整理后的满语被称

为
/
新清语

0 "
阳, -
姗

, 5诗经 6即按 /
新清语

0
重新厘定

,

形成了新的译本
,

即乾隆三十三年 ( 1 768 )

武英殿刻本
"

该本八卷
,

满文书名
: /
吨 e bUn i

~
0 "

清高宗 (弘历 ) 救译
"

四册
"

满汉合璧
,

线

装
"

半页开本 27
.

l a卫 x 1.7 sc m
,

版框 18
.

sc mx 3l
.

sc m
"

四周双边
,

半页满汉文 14 行
,

小字双行
"

白

口
,

版口有汉文书名
!

单鱼尾
!

汉文卷次
!

篇目
!

页码
"

[1J 撇

该殿刻本前有 ((御带嘟译诗经序 ))
,

详细说明了对 5诗经 6 进行厘定的情况 :

御 制 翻 译 诗 经 序

岁庚辰
,

馆臣以翻译 5易6
!

5书6 二经竞
,

请从事于 5诗6
"

诏之曰 :
-

,((诗 6 之教
,

故与 5易6

5书6 相表里
,

其义趣所归
,

亦有自与 5易6 5书6 异者
"

前圣述经
,

精微广大
,

莫不上准阴阳以明

天道
,

下陈政事以范人为
"

诸经初无岐指
,

若乃
-

定中
. ! -

流火
, ,

意亦言天
,

而不必于言天 ; 唐俭

郑淫
,

意亦言人
,

而不必于言人
.

且言之不足
,

则长言之; 长言之不足
,

则咏歌而暖叹之
.

而其闻

而兴起者
,

并不自知其手之舞之声毖乙蹈之
"

于是说经者流
,

或苦心孤诣乎语言文字之中
,

而扰恐其

不及 ; 或旁引曲曹乎语言文字之外
,

而如觉其有余
"

由斯以推
,

诸经之义
,

惟是经为近
,

而译是经

之义
,

惟国书为近
.

何者 ? 在昔注疏之学
,

将以 明经而卒以晦经
"

其弊有二 : 一曰训话
"

虫鱼必笺
,

草木必谱
,

掇拾短钉
,

有味莫知 ; 甚者以文言比附但语
,

而声吻弗肖
,

毫厘千里者有之
"

一曰穿凿
"

不知其人
,

而必求其从 不知其事
,

而必实以事; 烛笼添骨
,

益障其明; 甚者
,

臆解不能
,

则博征

曲解
,

而害辞害意
,

至不可复解者有之
"

若夫译以国书
,

文依本文
,

义依本义
,

不待钓章棘句
,

领

胜标齐
,

而细绎循环
,

啤读者无不饮心切理
.

更举夫文之所未宣
!

义之所难显
,

皆得于抑扬杭坠间 ;

默传其有尽无穷之情状
"

然后知此编之所稗于诗教
"

扮诸前二者之所为
,

妄希扬风抢雅
,

岂直扰夫

建与楹哉 ! 是经于始祖章皇帝顺治十一年译定初本
,

体裁已备
"

阅时滋久
,

凡 5清文鉴 6 所未赅哲

者
,

参采新定国语
,

伴揣务极精详
" 0
因命分册签题

,

几余复为折衷是正
"

越戊子
,

全帖始竣
,

爱质

言掀其颠委以为之序
.

乾隆三十三年仲冬月

从序文中可知
,

乾隆皇帝救译的 5诗经 6
,

以顺治十一年译本为蓝本
,

原译本中 5清文鉴 6 未收

词语
,

参照
/
新定国语

0
进行厘定

"

庚辰年为乾隆二十五年 ( 17 60 )
,

戊子年即乾隆三十三年 ( 17 6 8)
,

5诗经6 满文厘定历时八年之久
"

重新翻译的 5诗经 6
,

形成了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

该殿本现

在国家图书馆
!

首都图书馆
!

北京大学图书馆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

中

国民族图书馆
!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
!

辽宁省图书馆
!

大连市图书馆
!

齐

齐哈尔市图书馆
!

复旦大学图书馆
!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有藏
" 12 1 -

P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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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殿本与顺治年间 5诗经 6 译本有了很多变化
"

版式上更加规范
,

字体典雅
,

用纸考究
,

墨色

匀润
,

装帧精美
,

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
"

译文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厘定后的译文参照
/
新清语

0

修订了原有用词
,

用意译词代替音

译词汇
!

拟造新词完善表达
"

在语气
!

语序上有所调整
,

去除了顺治年间译文按照汉文句型结构翻

译的影响
"

修改后的 5诗经 6译文
,

更加注重了诗歌的韵律
,

使诗歌的节奏感更强
"

如 5关滩 6篇
,

在乾隆朝修订后译文变为
:

即 w en dur e ug w e n di亚 e jgrii
" ,

b ari i j油 ki de b il nb i
.

ufj ur Un g ga a ri山a lni 段扣 n坦 r g e n s ar ga n
j,ul a

汕 as a s ai as i
~ ho bl no "

汕 1
.

(小字 eer 界
n de b un )

m n b uri
c l lm b uri hi n g g如

5

091 oc i
,

ha hus ci i e y e

mb i
.

ufj 切闭叮 g g a a ri 山a血咫" n 犯 r g ne s盯即 n jul be
,

a n廷异 c bi e

me
r ki l l山 i

,

m e r k i fi b a ha r a
如 de

,
a单即 c bi e

get ee bi e沙 ni mb i
.

a at 理匆 ni a aJt 呜 gi ni
,

h U b谑
~

五山a蓉a

二 jbo 浦 0住山1
.

(小字 eer ye 川七 b un )

班曲团 e lu n b而腼 g g rli 5
091 oc , i ha hus cii gUn

l ln b i
.

ufj
u n ng ga a

汕
a
nli g朗 m e r g e n s鱿 ng nj ul b e ,

拓加肠初 蓉以曲 ne i a悦山u ln b l
.

址曲而 e lu n b丽腼 g罗 ri 5
091 oc i

,

抽 s h o ci i af at 咖 1
.

ufj 切印叮 g ga a

汕
a l in段扣 n 1( 牙 g ne s a gr a n

jul
,

jun g k e n

Unt 多优 ni
s

bej el be u l
汕 1

.

(小字 eer y e n d e bUn )

译文中对原有的汉语才昔词进行满语化的改造
, /

关关滩鸡
0

原译作
/
即 w a n

ug 认吸
n s

eer jiof 91 0 0

改译为
/ 孚阴 e n di rj e 孚阴 ne d ur e jgrii

" 0 " /
蒋菜

0

原译作
-

知
n g st. ai

0 ,

改译为
/

腼 g ga n 50 91
0 ,

除了对

语音词进行满语化的修改
,

还加入了
/ 5

091 菜
0

一词作释义
,

使词义更清晰
" /
琴瑟

0

原文
/

kni 蓉

e 0

为音译词
,

改译作
-

菊加加 n 蓉eUt 由ne
0 ,

把
/

琴瑟
0

之词引入到满语中
" /
窈窕淑女

0

在原有译文

中为
/

ufj 切阳旧 g ga nya gs a n g g a as ni jul
0

改译为
/

ufj u n n g ga a叮山a lni g卯 n坦 r ge n s a gf 田 ji ul
0 ,

用词更书面

化
,

也更有文采
"

新的译文词汇更能表达 5诗经 6 原有的含义
,

句型结构更贴近满语习惯
"

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刊印后
,

乾隆三十六年由皇帝颁赏督抚
"

直隶总督杨廷璋
!

两广总督

李侍尧
!

广西巡抚陈辉祖
!

陕甘总督吴达善
!

湖南巡抚永德
!

福建巡抚余文仪
!

两江总督高晋
!

湖

广总督富明安
!

嘈运总督崔应阶
!

山东巡抚周元理
!

直隶总督杨廷璋
!

山西巡抚鄂宝
!

广东巡抚德

保
!

湖北巡抚梁国治
!

河南巡抚何烟
!

江西巡抚海明
!

闽浙总督钟音
!

署理东河总督吴嗣爵等十八

位督抚在收到皇帝赏赐的 5御带棚译诗经 6 后分别具折谢恩
" 192

四书五经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

依据乾隆三十三年殿刻本的版式
,

5诗经 6在民间有坊刻本流

传
"

今可见大连图书馆有仿殿本翻刻的本子
"

嘉道以后
,

满语文日渐衰落
,

未见有对 5诗经6 进行翻译或翻刻的记载
,

也未见有版本流传后世
"

三
!

满文 5诗经 6 不同译本变化的分析

清袭明制
,

以科举取士
,

顺治八年 ( 16 5 1) 开始举行乡试
!

会试
"

在八旗官学学习和考试的内

容都是儒家经典
"

四书五经的翻译本在社会上有一定需求
"

5诗经 6 作为汉文最早的诗歌总集
,

得到

清朝统治者的重视
,

先后形成顺治年间和乾隆年间的不同译本
"

有清一代
,

不同时期满文本 5诗经 6 的变化
,

无论从译文内容的修订还是满文
!

满汉合璧等文

种的变化
,

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信息
"

首先
,

5诗经 6 译本在操满语的人和八旗官学进行传播
,

使得这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诗

歌著作得以用满语进行新的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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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经 6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
"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
,

清代统治者也认识

到其价值
,

命儒臣进行翻译
,

并在内府及武英殿刊印
"

清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和典籍是进行封建

统治的需要
"

虽然满族自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发展壮大继而统治中国
,

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

验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

丰富的汉文典籍无疑是了解和学习汉文化的有效途径
"

5诗经 6集历史
!

文化
!

文学价值于一身
,

长期以来一直得到高度评价
,

自然也是了解和学习汉文化的好教材
"

其次
,

5诗经 6满文译本语种的变化
,

是文化接触和碰撞的必然结果
"

清入关以后
,

满族人的大部分
/
从龙入关

0 ,

按照八旗方位占据了京城
,

八旗驻防的官兵与汉族

人民形成了
/
大杂居

!

小聚居
0

的格局
,

满族处在汉族文化的包围之中
"

另一方面
,

统治者为了统

治的需要也必然要了解汉文化
"

主客观两方面共同促使满汉文化进行接触和碰撞
"

清初通过大量翻

译汉文典籍来了解汉文化
,

主要是给操满语的满族人来阅读
"

顺治朝内府刻本为满文本
,

显然只供

懂得满文的人阅读
"

坊刻本加入汉文
,

形成满汉合璧本
,

使得满汉文互相学习有了借鉴的依据
"

到

乾隆时期
,

满族人懂得了汉语汉文
,

进入了双语阶段
"

此后的 5诗经 6 殿刻本和坊刻本也都是满汉

合璧本
"

清末年
,

满族人大部分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而改操汉语
,

满文的文献也随之减少了
"

5诗经 6文种的变化也正是满语和汉语互相接触产生的必然结果
,

同满语满文的发展是同步的
"

第三
,

5诗经 6 满文不同译本的语言变化
,

反映出满汉文化交流在逐步加深
"

5诗经 6 距今己有几千年的历史
,

对于现代人来讲
,

生僻字多
"

满文译文中用音译法直接借用

汉字无疑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补充了满语相关用词的不足
"

从别的语言吸取借词是语言扩大词汇的重要方式
"

语言间的借用是使用各种语言的不同社会集

团互相交往的结果
"

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

通过军事占领和入关之后的政治统治
,

直接地面对经

历了数千年积淀的汉族文化
,

操满汉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
,

在经济
!

文化
!

政治等诸多方面密切交

往
,

产生了满汉语言的借用
"

清初 5诗经 6译文汉周昔词过多
"

到了乾隆年间
,

随着对汉文化了解的逐步深入
,

译文的不准

确也突显出来
"

乾隆年间
,

修订原有译文
,

弥补了以上不足
"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中
,

可以清晰看到乾隆朝满文 5诗经 6 译文的修订情况
"

在
/
宫

中全宗
0
的

/
满文杂件

0

中
,

有几卷档案是满汉合璧 5诗经 6稿本
, 110] 该稿本为经折装

,

满文修改

译文之上贴有或黄色或红色浮签
,

有朱笔修改的痕迹
,

有写着修改意见谕旨的夹片
,

有的天头处有

浮签说明了修改的缘由
"

稿本生动地展现了修订满文 5诗经 6 的动态过程
"

列举如下
:

5小雅
#

伐木 6 篇内有
:

>刀 0 0 S a C >C I

呀戈木丁丁

栩叮 9 nti g In o o s a c l c i j
e

ja s e m b i

血 g 上有黄签
:

拟改血 g 加旧 g t i咫 s e rl山而
"

后又在 加叮 9 nti g 上盖黄签
:
奉旨改

:

kat kti kat 业
阴 n山 i-

"

页内有夹片
: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奉旨
: /
哺戈木丁丁

0

之清文
/

物吧 血 g 加Ln g 血唱
0
四

字着改
-

址 kti kat kti..
,

钦此
"

je aj 与
s e rl 山 i 间有黄签

:

拟添 je aj
"

je aj 及拟添的黄签均被朱笔浅d

去
,

旁朱笔改为 kaI kti kat kti
"

后在此所有修改之上有黄签写有
:

奉旨改
:

je jaj e aj
"

此处修改为奉

旨对用词进行修改
"

夹片上的内容
,

认证了该处黄签修改确实为钦定
"

5诗经
#

小雅
#

十月之交 6 篇内有
:

迁幼"
曲些丝 i (新翻 d or gi k( 习血 g, )恤肠叮由 "

聚子内史

天头黄签
:

谨查
,

诗经传访1幕内史掌王
产勺随之法

,

今照此义拟翻作 do心 ko
o

nli 段笋恤肠叮
,

是

否允协
,

伏侯公! }定
.

(下转第 %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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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摆脱落后面貌
,

缩短与先进地区的差距
,

必须在坚持拾级而上
!

循序渐进的基础上
,

创造条件
,

抓住时机
,

争取实现剐瞰式的发展
"

在整体的后进中
,

首先形成局部的先进
,

通过一个个局部的先

进来实现整体的进步
"

而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实现剐眠的条件和手段
,

选准剐眠点和突破口
"

(九 ) 加大经费投入
,

确保民族语文工作机构正常开展业务工作

各级党委
!

政府应当把边境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放在
/

优先
0

的位置
,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
,

以

更大的决心
!

更有效的措施
!

更多的投入支持民族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

真正做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优先安排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
,

财政资金先保证教育投入
,

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
"

总之
,

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云南省乃至我国民族教育中的特殊部分
,

应当采取比一般

民族教育更为特殊的
!

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
,

给予更多的指导
!

扶持和照顾
"

作者简介
:

祁文秀
,

女
,

了瓦疾
,

云南省少数庆j知语刘旨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主要研究方向 : 民族语文工作研究
"

(上接第 5 5页 )

此处
,

将音译改为意译
"

修改后的译文
,

把职官的职掌翻译出来了
,

即便没有看到汉文的意义
,

也能看懂
,

弥补了音译词汇理解上的不足
"

该稿本为我们展现了乾隆朝修订 5诗经 6 译文的动态过程
,

我们可以从中清晰看到满文的鲜明

变化
,

是研究 5诗经 6 译文变化的宝贵资料
"

乾隆皇帝修改儒家经典满文译文
,

更定新语
,

是保护

本民族语言的需要
"

他意识到
,

在汉文化汉语的包围中
,

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日渐衰落
,

试图通过这

样的举措来保护自己民族的语言
"

客观上
,

也推动了满汉文化的深入交流
"

清代
, 5诗经 6以满文译本流传

,

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诗歌著作得以在操满语的人群

中传承
"

不同时期译本的变化
,

以实物形式体现了满汉民族文化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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