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 1期

(总第 46期)

满语研究　

MANCHUSTUDIES

№ 1, 2008

(General№.46)　

　　收稿日期:2007-12-25

　　作者简介:薛莲(1967-)女 , 辽宁大连人 ,大连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古旧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①　本文满文转写得到大连图书馆王小川老师和留学加拿大的满族学生朱英的帮助和指导。

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 《新约全书 》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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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连图书馆藏满文《新约全书》是历史上第一部铅印的满文图书 , 传世稀少。其翻译者是 19世纪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斯捷潘·利波佐夫。虽然翻译和初次出版都不在中国本土 ,但其装帧却为典型的中国古籍

形式。满文《新约全书》语言平实流畅 , 语法严谨 ,不失为满文翻译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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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又称 《新旧约全书 》,分 《旧约 》和《新

约 》两个部分 ,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亦是西方最

重要的典籍。 《新约全书 》共 27卷。最早的 “福

音书”约成书于 1世纪下半叶 。到 2世纪中叶 ,现

存 4部版本的 “福音书 ”才陆续定型成为公认的

经典 , “保罗书信集”和 “使徒行传”到 2世纪上半

叶才被公认为经典 , “七公函 ”和 “启示录 ”则是 2

世纪上半叶先后出现的。到 4世纪初 , “新约”的

权威性逐渐被多数教会所公认 ,但仍未被编纂成

一部法定经典。 325— 330年间 ,罗马皇帝君士坦

丁一世授权西撒利亚主教犹西比乌负责编选 50

部经书 ,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给各主要教会。 397

年 ,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以教会的名义最后确

定了《新约》的内容和目次 。
[ 1]

大连图书馆前身是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

连图书馆”,所藏满铁资料闻名于世 ,而丰富的各

语种古籍文献更属珍稀。满文 《新约全书 》就是

其中之一。

一

大连图书馆藏满文 《新约全书 》二部 ,各一

册 ,装帧形式一致 ,为精装 ,铅印本 ,版式为 “中西

合璧”。页面高 23.2厘米 ,宽 15.3厘米 ,厚度为

4.1厘米;版框高 16.9厘米 ,宽 13.9厘米。四周

双边 ,半叶 13行 ,行字不等 。版心依次为满文各

部名称 、满文页码和阿拉伯数字页码 。虽非筒子

叶而是单页 ,但按筒子叶计页数 (即两面为一

页)。全书共分八部分 ,依次为 63、39、68、53、69、

86、72和 66页 。书名页题满文 “icehese”
①
,钤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昭.11.12.11”

朱文椭圆印 , (另一册钤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

连图书馆昭.17.2.18”)朱文椭圆印 、“南满洲铁

道株式会社图书印 ”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

印等印记。全书没有版权页 ,从印记看 ,其入藏大

连图书馆的时间为 1936年和 1942年。

大连图书馆藏满文 “新约”八个部分是:

1.museiejenisusheristositutabuhaice ese.

ujuidebtelin.endurin  eewan  eliummatteiiula-

hason koi.(1-63马太福音)

2.museiejenisusheristositutabuhaice ese.

jaidebtelin.endurin  eewan  eliummarkaiulaha

son koi.(1 -39马可福音)

3.museiejenisusheristositutabuhaice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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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cidebtelin.endurin  eewan  eliumlukaiulaha

son koi.(1 -68路加福音)

4.museiejenisusheristositutabuhaice ese.

duicidebtelin.endurin  eewan  elium iowan i

ulahason koi.(1 -53约翰福音)

5.museiejenisusheristositutabuhaice ese.

sunjacidebtelin. erenapostoliyabuhababeejehe

lukaibitheteofildeun  ihe.(1-69使徒行传)

6.museiejenisusheristositutabuhaice ese.

nin  ucidebtelin.apostolpafili erenromaniyal-

madeun  ihebithe.(1 -29使徒保罗致所有罗

马人的信 ,即 “罗马书 ”),含 apostolpafilikorin t

hotoniniyalmadeun  iheder ibithe.(30 -57

使徒保罗致哥林多城人的信 ·上 ,即 “哥林多前

书 ”)、 apostolpafilikorin thotoniniyalmade

un  ihefejer ibithe.(58 -76使徒保罗致哥林多

城人的信·下 ,即 “哥林多后书 ”)和 apostolpafili

 eren alatniyalmadeun  ihebithe.(77 -86加

拉太书)

7.apostolpafiliefeshoton iniyalmade

un  ihebithe.(1 -9使徒保罗致以弗所城人的

信 ,即 “以弗所书”),另有 apostolpafilifilipapiho-

toni erenniyalmadeun  ihebithe.(10 -16使

徒保罗致腓立比城人的信 ,即 “腓立比书”)、apos-

tolpafilikolossiyehoton i eren niyalmade

un  ihebithe.(17 -22歌罗西书)、apostolpafili

tesalonikhotoniniyalmadeun  iheder ibithe(23

-28帖撒罗尼迦前书)、apostolpafilitesalonik

hotoniniyalmadeun  ihefejer ibithe(29 -32帖

撒罗尼迦后书)、apostolpafilitimoteideun  ihe

der ibithe(33 -40使徒保罗致提摩太的信 , 即

“提摩太前书 ”)、apostolpafilitimoteideun  ihe

fejer ibithe(40 -45提摩太后书)、apostolpafili

titdeun  ihefejer ibithe(46 -49使徒保罗致提

多的信 ,即 “提多书 ”)、apostolpafilifilimon de

un  ihebithe(49 -50腓利门书)、apostolpafili

 ebereyaniyalmadeun  ihebithe(51 -72使徒保

罗致希伯来人的信 ,即 “希伯来书”)

8.apostolyakobihafubithe(1-8使徒雅各的

通信 , 即 “雅各书 ”)、apostolpiyeterider ihafu

bithe(9 -16使徒彼得的通信 上 , 即 “彼得前

书 ”)、apostolpiyeterifejer ihafubithe(17 -21彼

得后书)、apostoliowan nider ihafubithe(22 -

29使徒约翰的通信:上 ,即 “约翰一书 ”)、apostol

iowan nidulimbaihafubithe(29 -30使徒约翰的

通信:中 ,即 “约翰二书 ”)、apostoliowan nifejer i

hafubithe(30 -31使徒约翰的通信:下 ,即 “约翰

三书”)、apostoliodaihafubithe(32 -33使徒犹

大的通信 , 即 “犹大书 ”)和 abkaiejenibabe

 en  iyelereiowan desabubuhabaitaiulabun(34

-66约翰在天父之处所明见诸事之传 ,即 “启示

录 ”)。

这部满文 “新约”排版却有些特别。 “现今印

刷的任何一种文字圣经 ,都是章节分列 ,而满译

《新约全书 》却有章无节 ,只分二十七卷为八部 ,

每一部分页数大致相同 ,推想可能是为印刷便

利 。”
[ 2]

二

纵观全书的满文 ,翻译严谨 ,语言平实流畅 ,

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

第一 ,使用标准的书面语 ,语法规范。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文中的句子 ,虽然绝大多数为多重复

句 ,但结构清晰 ,前后照应 ,毫无含混之处 。如:

ihalahacininimekudehūsibuhautalaniyal-

mabesainobuha, utalahutusabebo ometucifi,

cendeimbesambiseme isurerebefafulahabi.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

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

第二 ,翻译准确巧妙 。译者十分巧妙地化解

了原文和满文在语言上的巨大差异 ,将外来文化

中的新鲜成分满族化。如对外来语 ,译本中除保

留了人名 、地名的音译之外 ,对于一些基督教中常

用的词如 “先知 ”porofiyeta, “福音 ”ewan  elium,

“天使 ”an  el, “安息日”sabbatainen  i等采用

了音译外来语 。然而对于有些词 ,译者则翻译成

满语中已有的词 ,如 “祭司 ”译为 lama, “门徒 ”译

成了  abisa, “香膏”为 ilhaisimenimuke。但需要

指出的是 ,译本中音译词的满文拼写并不严格符

合满文的规则。比如 , “耶路撒冷”iyerusalim按照

满文习惯应拼为 yerusalim。至于 “先知”porofiye-

ta、“迦百农(地名)”kparnaum等词的拼写则与满

文的标准拼法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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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语言朴实无华 。尽管译者的满文造诣

高深 ,但选词简单常用 ,没有生僻词 ,更无堆砌词

藻之处 。语气中性 ,不带感情色彩。这种简练朴

实的语言风格与其他语种的圣经文本保持了一

致 。

总之 ,从满译本 《新约全书 》的语言特点上 ,

我们可以看出翻译者深厚的满文造诣和精湛的翻

译技巧 。

满文《新约全书 》是历史上第一部铅印的满

文图书 ,完整的传世稀少 ,国内未见别处收藏。日

本天理图书馆藏一部 ,题名 《满洲语新约全书 》,

规格为 25×17 ×9;
[ 2]
大英图书馆中藏有 5部 ,英

国海外圣经会中藏有 3部 ,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

书档案馆藏有 1部 。俄罗斯科学院亚细亚民族研

究所收藏 1部(1864年被收集),著录为 8卷 ,每

卷分别为 61、37、57、40、52、60、130和 50页 ,每页

记有 12行满文 , 大小为 30 ×18和 24 × 13两

种;
[ 3]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 6部。

[ 4]

关于满文 《新约全书》的译者和翻译出版过

程 ,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学者有些介绍 ,但观点不

一 。肖玉秋指出 , “最早将东正教书籍译成中华

语言的是第 8届传教士团学生利波夫措夫 ,他在

1794年至 1808年间就完成了 《新约 》的满文翻

译 。”
[ 4]

“利波夫措夫的满文译本没有得到俄国

圣务院的批准 ,被英国圣经公会拿去出版。天主

教传教士在其东北的教会学校中使用利波夫措夫

的译本做神学教材 ,并用它来在满人中传教布

道 。”
[ 4]
翻译满文 《新约 》的目的是 “维持雅克萨

战俘及后代的东正教信仰 ”
[ 5]

。

利波佐夫即利波夫措夫是 “俄国科学院通讯

院士 ,著名满学家 。出生于萨马尔省利波夫卡村。

1783年入喀山传教士学校学习 , 1794— 1807年为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八届传教士团学员 。 1808

年任亚洲司满汉语译员至去世。主要译著:《明

史 》(译稿)、《科学院图书馆馆藏中日文书目 》

(与 П.卡缅斯基合编 ,为俄国第三部中国书目)、

《中国纪事》(手稿)、《关于土尔扈特迁往俄国及

从俄国逃回准噶尔的经过 》 (译自汉文 ,琦善原

著)、《准噶尔概述 》、 《新约 》 (满译本 , 部分 ,

1822)、《向中国皇帝进贡的各民族介绍 》(手稿)、

《中华帝国大事简记 》、《理藩院则例 》(第 1 -2

卷)、《拉丁语汉语辞典 》(手稿 ,有三种)、《满汉

俄语辞典 》 (手稿)、 《满文识字课本 》 (石印 ,

1839)。
[ 6]

”

在日本学者渡部薰太郎编著的 《增订满洲语

图书目录 》中 , 《满洲语新约全书 》被著录为:

“ 1821年 ,英俄圣公会代表ピンカ -トン(宾加

顿 ———笔者译)博士雇精通满语的俄国人ステフ

アン· リポウゾフ为译者 ,着手翻译 。 1822年 ,

译完《马太传 》的最初七章 ,俄国没有出版。 1823

年 , 《马太传 》印刷 550部;1825年 《新约 》全部译

完 。 1835年(一说 1836年)印刷 1000部满文 《新

约全书 》 …… 1855年 ,此满译本 《新约全书 》的

200部航运上海 ,途径爪哇 ,发生海难 , 200部 《新

约全书 》一卷未留 ,全部丢失 。”
[ 2]
这里 ,我们将日

文的译者音译为 “斯捷潘 ·利波佐夫 ”。金东昭

给出译者的英文名字是 S.V.Lipovtsov,翻译满

文 《新约全书 》时间亦为 1825年。
[ 3]

中国正教会网有英文 “ 《新约圣书 》———

1822 -35斯捷凡 ·利波夫佐夫满文翻译 ”一文 ,

对满文 《新约 》有较为详尽的考证 ,并附有单行本

满文 “新约 ”包括封皮 、印记和全部内容的书影。

现译成汉文 ,大概内容是:“《我主基督耶稣的新

约 》,系列(单行本)出版于 1822年 ,完整的全本

《新约 》于 1835年由 StepanVaciliyevichLipovtsov

译成满文。依据收藏于伊尔库茨克州立图书馆的

满文版 《圣马可福音书 》 (英:theHolygospel

accordin toStMark满:[ endurin  eevan  elium

Marha-iulahason qui] )扫描而成的 PDF文件由

FrDionisyPozdnyaev提供并转化成 JPG格式……

满文《新约 》自 1822年起 ,有简略部分出版 ,整书

自 1835年起出版并于 1929年在上海再版……另

外 PDF文件没有含出版日期……页数按顺序从 1

排到 39,但依照满文样式排页 ,即每页是指打开

的两页 ,因此一页有左页和右页(即中文古籍版

式的筒子页)。因为最后一页(39/80)上的最后

一词为 阿̀门 ' ,所以手稿内容属完整 ,但第 39/80

页上右下方的小撕痕显示出封底缺失。该书可能

是一个最初的 1882年系列单行本 ,或是出现于

1835年的完整 《新约 》中的一个福音书后来的另

印 本。 至 于 作 者 , 这 是 Липовцов 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 Stepan Vaciliyevich Lipovtsov]

(1770— 1841)的译本。他自 1794年作为 8名俄

国神职人员使团之一到北京后开始学习满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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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位于伦敦的英国海外圣经会之托将 《新约 》

翻译成满文 。而自 1822年起出版的正是他的译

文 ,最早以系列形式出版 ,后来(当翻译完成后)

作为完整《新约全书》出版 。”
[ 4]

需要指出的是 ,该文后半部有各种数据的提

供者和出处 ,据此 ,所述内容应该可信 。网页上单

行本的书影非常清晰 ,经仔细比照 ,与大连图书馆

藏 《新约全书 》的第二部分 “马可福音”同版 ,但装

帧形式略有不同 ,是线装 ,版心的满文各部名称和

满文页码之间比大连图书馆藏本多出单鱼尾 ,为

典型的中国古籍装帧形式 。因此 ,网页上的单行

本肯定早于大连图书馆藏本。大连图书馆藏铅印

本满文 《新约全书 》或许就是 1929年上海的再

版 ,亦未可知 。

综上所述 ,满文 《新约全书 》的译者是 19世

纪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斯捷潘 ·利波佐夫(即斯捷

凡 ·利波夫佐夫或利波夫措夫 、利波夫索夫)。

从各国藏品现有的版本项著录可以明确的是 ,大

连图书馆藏本不同于日本和俄罗斯 ,而日本和俄

罗斯的版本也有所不同 ,其渊源关系 ,有待于今后

考证。

《圣经 》蕴含着丰富的西方哲学 、伦理 、道德 、

文学 、艺术 、历史 、地理 、社会 、民俗等诸多内容 ,对

西方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作

用 。 《圣经》的重要作用是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 ,更有观点认为 , 19世纪 “外

国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拼音为各地少数民族翻译

《圣经 》,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扫盲运动和文化教

育事业的发展。”
[ 7]
因此 ,对满译 《新约全书 》的研

究不仅对基督教经典 《圣经 》的研究及满文翻译

本身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近代中外文化交

流问题的研究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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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ftheNewTestamentinManchuStoredinDalianLibrary

XUELian

(DepartmentofAncientBooks, DalianLibrary, Dalian116012, China)

Abstract:TheNewTestamentinManchustoredinDalianlibraryisthefirstletterpressprintingbookin

Manchuandisalsoveryrareintheworld.Theinterpreter, StepanVaciliyevichLipovtsov, isamemberofthe

RussianCelestialMissioninthe19thcentury.Althoughthetranslationandoriginalprintingwasnotfinished

withinthemainlandofChina, thebindingandlayoutofitisatypicalformofChineseancientbooks.Thelan-

guageinthebookisnaturalandfluent, thegrammarisalsowell-knit, soitcouldbetakenasamasterpieceof

translationinMa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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