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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我们提起日语对汉
语的影响 ! 多偏重语

词方面的因素 !即日语借词对
汉语的影响" 而且现在朝这方
面做的人也越来越多 !成果显
著!蔚为大观" 相比之下!日语
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 !

这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 !甚至
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既
然承认有那么多的日语借词 !

而为何对语法及文体上的影
响却熟视无睹呢#

看了一些有关汉语文体
的研究 !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
思路基本上是一条 !首先拿王
力的 $中国语法理论 %&

!"#$

'

作研究的起点 !然后就拿胡适
以来提倡的白话文加以分析 !

特别对其中的英文转换汉语
时出现的现象着墨甚多 !也就
是所谓的汉语欧化研究 " 比
如 !近来的 (现代汉语欧化语
法现象研究 % &贺阳 #

"##$

'也
是从来华传教士的文体直接
跳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那里 !

就好像汉语近代文体的形成
就只有来自西语的欧化这一
条线似的 " 但是 !我们知道这
种思路的展开从文化交流史
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 !即中日
之间的近代交流这一环完全
被忽略了 !或者说完全被日语
借词这一种现象所掩盖了 !不
去关心其他语言现象的相互
影响 "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
题 )所谓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
接来自西语俄语的 !还有多少
是经过日文传递的 !当然还有
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
的 # 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
述才好 !特别是后两种 !早应
引起我们的注意 ! 京都大学
教授高田时雄在 (西洋近代文
明*中華世界 %!狭间直树编 #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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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语言史部分的引言中
就特意指出过 )欧洲语言的影
响不限于中文 !明治以后的日
文也同样受其影响 ! 文体上
的中日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应
予以加强+

那
么我们回望时代背景
时也会发现!日语的文

体改革意识早在
%"

世纪
&'

年
代就已经萌发 ! 真正起步在
!(('

年代! 一直持续到
)'

世
纪

*'

年代! 前后整整花了
&'

年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在日

本的所谓言文一致运动中 !和
文体,汉文体,欧文翻译体的融
合成为重要课题!也就是说!日
语文体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不
可忽视的两个因素是) 汉文体
的改造与翻译体的吸收"

日本早期的欧文翻译并
非直译 ! 而是用汉文体来意
译 " -(花柳春话 %&

%$&$

'出现
以后的翻译体的主流是汉文
直译体 !随之而起的政治小说
也大多以汉文直译体为主轴 .

&山本正秀 $第十五章 翻译文

体的对达 %#$近代文体发生&

史的研究 %#岩波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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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能够理解 (佳人之奇
遇 %之所以可以迅速由日文转
译为中文正是因为其文体最
为适用于梁启超 (和文汉读
法%的规则+

日文里真正导入欧文直

译体是明治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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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后 !即在汉文体的基础上引入
欧文直译体 !注重欧文表达的
逐字翻译+ 这种欧文直译体虽
然生硬 !且有些地方无视日语
规范文体中的格的位置 !但是
采用这种文体的主要原因在
于欧文体 -严谨精微 .的周密
性+ 这种文体经由森田思轩揉
合成一种 -外形与内容并重的
周密文体 .后 !德富苏峰主办
的 (国民之友 % 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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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了这一文体的主要
阵地+

在这一过程中 !特别是所
谓的欧化语言的影响问题上 !

日语的欧文翻译体的特征实
际上与汉语讨论的问题是一
致的 !山本正秀 &$西洋文学&

日本文体'及()*影響 %#

$言文一致&歴史論考 %#桜楓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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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举出以下几点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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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新词!如"社会#理

想#自由$等%

"!

接头 #接尾词的发达 !

如"泛太平洋 #非合理性 #超特

急 #反战 #妥当性 #自然主义 #

近代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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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上的欧化主要表

现在被动态 !进行时 !使役态 !

关系代词!无人称代词!形容词

的比较级!主语多用等现象上%

'&

来自英文的新的表达 &

"換言*12

78 46-.5

$"3+意

味45

78 1 /.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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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法 &拟人法 !倒装

句!感叹句的多用%

)!

标点符号的健全6

日本当时在对译英语时 !

也是采用的汉文训读体 ! 这
样一来 !通过翻译反映在日文
中的这些特征 ! 实际上在形
式上更便于被中文接受 ! 我
们只要看看中文里-值得关注

>

注意00.这一表述都是出现
在民国以后 !就会发现上述现
象都是与汉语中的欧化问题
一脉相通的+

黎
锦熙的 (国语运动史
纲 % & 商 务 印 书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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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白话文与欧化文分
开表述的 !前者说的是 -民国
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
谓 1白话 2!这种白话 !是已经
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 !已经
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
老残游记这些 1活文学 2作品 !

所以当时一声吶喊 !全国的学
士大夫 !自然而然都 1不学而
能 2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 1白
话文 2来 .!就好像白话文运动
在胡适倡导下 !经陈独秀 (新
青年 %上的呼应 !然后就有鲁
迅(狂人日记 %的对表 !短短几
年就算完成了似的+ 后者则是
-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
流行的 1欧化的语体文2!00

如 1经济困难 2!于古于俗皆无
征! 完全是二三十年来从日本
输入的!00我曾雇一车夫!他
常问我的一句话)1回头我没有
来接您的必要吧# 2这真是1欧

化的大众语2了.+ 他总结说前
者的-白话.可写成-文.却不能
说 !而后者的 -欧化的语体文 .

则有转向说的可能! 即为言文
一致的途径之一+

%"

世纪末至
)'

世纪初的
十多年间 !可谓中日文化交往
最为频繁的时代 !亦有 -中日
黄金十年 .之说以印证当时的
两国间的交流情形+ 我过去在
(3汉语大词典 4在处理日语借
词上的几个问题 % &$日语研

究 % 第
!

辑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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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曾指出过这一现
象带来的语言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大批
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 中国
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5文
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曾在日
本留学 !汲取知识 !并将之介
绍到中国来 + 郭沫若就曾说
过 )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
学生建筑成的+ .-中国的新文
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 + .

&$桌子的跳舞 %# $创造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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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文学上来证实这一点的研究
已经有很多了 !这里我想关心
的是语言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
知道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
为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
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
现 代 白 话 文 著 作 为 语 法 规
范 + .而所谓 -现代白话文著
作 .的作家们多是那些经历了
日本留学的人 !他们写的文章
中如果大量使用了日本式汉
语 !那么我们也只好当做 -规
范.予以接受了+

这一背景下! 语词的借贷
似乎多引人注意! 除了大家议
论纷纷的新名词外! 比如鲁迅
的作品里! 量词的用法也几乎
是沿袭日语的用法! 大原信一
曾举一个 -匹 .的例子 !指出其
在鲁迅作品里的使用范围是超
出现代汉语的规范用法的 !如
从大动物到小虫蚁都可以使用
-匹.做量词+但在文体上!首先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梁启超的
-新民体.的形成与德富苏峰的
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大原信

一$梁启超与日语%#$近代中国

&+,-,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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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书店#

%''!

'! 而德富苏峰
的问题又可上溯到-严谨精微.

的欧文体+

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
陈力卫

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
是直接来自日文的! 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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