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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與 《清末時代實事小説春阿氏》

閻 紅 生

Receive（t　Oc 亡ober 　21，　1994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 ， 在漢語的諸多方言中 ，北京話只是其中的一
支 ， 但卻是最具有語言學研

究價値的
一

支 。 由於近數百年來北京所處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和肚會地位 ， 不言而喩 ， 北京話作

爲
一

種地區方言 ，有着其他方言無可比擬的特殊 地位。所謂中國的
“
普逋話

”

， 與北京 方言的關

係要遠遠超過與其他任何
一

種方言的關係 。 筆者甚至覺得，如果要給
“
普邁話

”
下
一

個 簡單明了

而又淺顯易憧的定義 ，那幺不妨説 ：
“
普通話

”
其實就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北京人在公共

場合諡的話 。 對現代漢語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封北京話的研究 。

　　然而 ， 研究北京話又是很不容易的 。 這不僅是因爲過去專門研究北京話的人不多，有許多問

題還從來沒有人探討過 ；也不僅僅是因爲對北京方言形成的歴 史尚無定論 ，見仁見智，莫衷
一

是 ；更重要的是因爲對北京話的研究 ， 對北京方言發展史的探討 ， 都不能不顧及與語言密切相關

的北京瓧會史和文化史 。 因而筆者試圖從歴史、文化、杜會和語言相結合的觀點出發 ， 把北京話

視爲一個流動的、發展的歴史過程 ，力求發見新的能鉤眞實反映這一過程的有代表性的環節 。

　　本文，就是筆者這
一

意愿的初歩嘗試 。

、 北京的人文背景與北京話 的發展

　　現在的北京話和漢語其他方言比較 ，不但方言内部的分岐最小 ，而且語言結構最簡單 ，保留

的古音成分最少 ，可以説是發展最迅速的漢語方言。而所有這些 ，説到底是因爲歴史上北京話始

終處於
一

種相當開放的環境之 中的結果 。

　　所謂
“

北京話
”

， 簡言之就是北京人説的話 。 而北京人 ， 在歴史上又是
一

個多地域人融和的

系統 。 這是與北京的地理 環境分不開的 。

　　北京，位於華北卒原的西北部 ，北依燕山山脈 ，西望太行山脈 ，東瀕大海 ， 南接華北罕原 。

自古以來，就是從華北罕原北上和從内蒙、松遼卒原南下的必經之地 。

　　從文字記載來看 ，北京地區最早的有
一

定規模的居民點 ，是在永定河古渡口附近的薊 ，亦稱

薊丘 。 周初，封召公之後於北燕 ，都薊 。 據説古代的薊城
“
約在今北京廣安門

一
帶 ，現在 白雲觀

西牆外原有
一

處高丘 ，有可能就是古代薊丘的遺址
”

 
。 當時的人 口 非常稀少 ，集中在

一
些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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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工 事的居民點 中，周 圍則是游牧 的少數民族 ， 時常受到少數民族的侵擾 ， 正如 司馬遷 《史

記》所読 ：
“
燕外迫蠻貉 ，内措齊晉

”
 

。 可見從
一

開始就有不同民族的人休養生息在這塊土地

上 ， 在彼此的角逐與合作中創造了早期的北京文化 。

　　 秦統
一

六 國 ， 建立 起大
一

統的封建帚國 。 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 薊城是廣陽郡的治所 ，

成爲北方的軍事重鎭 。 從秦漢 ， 經魏晉 、十六國、北朝 ， 至隋唐 ， 薊城一
帶在中國北方的地位 日

漸重要 。 漢人和少數民族一再交替控制這一地區 ， 居民成分變化很大 。 938年 ， 崛起於北方的契

丹改國號爲遼朝 ，以薊城爲陪都，改稱南京 ，又 nu燕京 。 繼遼而興的金朝 ， 定燕京爲中都 ，
　 H 　53

年 ，金海 陵王從上京 （今黒龍江阿城縣南 ）正式遷都到這裡 ，北京首次正 式成爲一國之都 。

　　遼、金建都北京 ，北京的政治 、軍事、經濟 、文化地位迅速上昇 ，大量的北方少數民族不斷

湧進現在的北京地區 ，原來居住在北京地區的漢人和北方少數民族雜居在
一

起 ，加強了與中國東

北地區的聯系 ；男
一

方面 ， 與宋朝統治的中原地區在政治上 相封分離 ， 交往也受到 了嚴重的阻

礙 。 這種情況
一

直延續了三 百年之久 。 和外族語言長期密切接觸 ， 和中原地區的本族語言反而關

係疏遠 ，這使北京話從一千多年前就處於和其他漢語方言完全不同的杜會文化背景 中。 同時 ，

宋 、遼 ，金時代 ，漢胡對峙 ，各國之間既有戰場上的刀劍相向 ，也有營帳裡的唇舌來往 ， 於是 ，

語言的交融也就在這烽火中不 自覺地進行著 。 無疑 ，北京作爲這種政治交往的要沖 ， 語言上受到

的影響自然最爲深刻 。 也許正 是從遼金時代開始 ，北京話就已經成爲 中國發展最快 ，結構最簡單

的漢語方言 。

　　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元 朝 ， 於公 元 1272年在金 中都燕京郊外創建新城 ，稱爲大都 。 從此 ，

這裡成爲 中國政治 、 經濟、文化的中心 。 大批蒙古人來到北京 ， 和原來居住於此的漢人 、契丹

人 、女眞人相雜居 ， 北京成爲
一
個多民族聚居的大都會 。 這樣 ， 北京話又開始和蒙古語産生 了交

往 。 不過 ，總的來読 ，兩種語言的接觸是比較突然的，文化背景又有較大的差異 ， 再加上元朝統

治
一

共不到
一

百年 ，所以蒙語對元大都話的影響並不很大 。所謂
“
元大都話

”

，其實是遼 、金兩

代居住在北京地區的漢族人民和契丹 、女眞等族人民經過長逹幾百年的密切交往逐漸形成的 ， 到

元 朝建都北京時已經趨於成熟 ， 成爲現代北京話的源頭 。

　　要想了解元大都話 的眞實面貌 ， 可以從大量流傳的元 雜劇和散曲中窺其
一

斑 。 元雜劇自 1234

年至 1367年的短短百餘年 間 ， 共有五 、六百出劇本 問世 ， 毎年卒均産生五 種以 上 。 它的繁榮 ，

當然有其特 定的杜會經濟方面的條件 ，但其語言之貼近生活 ， 通俗易憧 ， 同時又 能把文人案頭的

審美情致與市井小民的精神需求融爲
一

體 ，實亦是
一

個重要原因 。 這正 是北京話文學語言的一個

特點 。 査考早期元雜劇作家的籍貫 ，大多是土生土長的大都人 ，又多在大都進行他們的創作活

動 ， 如關漢卿、王 實甫、馬致遠、白朴等 。 他們作品中的意境和情致具有極高的文學品位 ，而其

作品中的語言之淺顯生動更是前無古人 。 茲以王 實甫 《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寫崔鶯鶯爲張君瑞

餞行時的
一

節爲例 ：

　　
“
恨相見得遲 ， 怨歸去得疾 。 柳絲長玉 驢難系 ，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暉 。 馬兒蓮逋的行 ， 車

兒快快的隨 ， 卻告了相思迴避 ， 破題兒 又早別離 。 聽的道
一

聲去也 ，松了金釧 ；遙望見十里 長

亭 ，減了玉 肌 。 此恨誰知 ！

　　見安排著車兒 、馬兒 ， 不 由人熬熬煎煎的氣 。 有什幺心情將花兒、靨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

媚 ？準備著被兒、枕兒 ， 則索昏昏況況的睡 。 從今後衫兒、袖兒 ， 都榲濕做重重疊疊的涙 。 兀的

不悶殺入也幺哥 ！兀的不悶殺人也幺哥 ！久已後書兒 、信兒 ， 索興我悽悽惶惶的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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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

“

熬熬煎煎
”

、
“

嬌嬌滴滴
”

、
“

昏昏況況
”

、
“

悽悽惶惶
”

等重疊式形容詞的大量

運用 ，
“

車兒
”

、
“

馬兒
”

、
“
被兒

”
、

“
枕兒

”

、
“
衫兒

”

、
“
袖兒

”

、
“
書兒

”

、
“

信見
”

等兒化詞的大量鋪陳 ，可以説是以北京口 語中富有表現力的生動形式 ，抒寫 了
一

関雋美而又淒婉

的別離哀歌 。

　　與雜劇同時興盛的散曲 ， 表現出了與此相同的語言特點 ，大多是用大都 ロ 語來寫 ，極盡卒白

率朴之能事 ：

　　
“

碧紗窗外靜無人 ， 跪在床前忙要親 。 罵了個負心 ， 回 轉身 。 雖是我話兒嗔 ，

一
孚兒推辭 ，

一
孚兒肯

”

。 （關漢卿 ： 《
一

牛兒題 i青》）

　　
“

我是個蒸不爛 、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 、響當當
一

粒銅豌豆 。

……我玩的是梁園月，飮

的是東京酒 ；賞的是洛陽花 ，攀的是章台柳 。 我也會圍棋 、會蹴胸、會打圍、會挿科 ；會歌舞、

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 。 像便是落了我牙、歪 了我嘴、漓了我腿 、折了我手 ，天賜與

我這幾般兒歹症候 ，筒兀 自不肯休 。 則除是閻王 親自喚，紳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 ，七魄喪冥

幽 ， 天 驪 ！那其問才不向煙花路兒上 走
”

。 （關漢卿 ： 《不伏老 》 ）

　　這樣的語言暢麗雋永 ， 卻又句句婦孺皆憧 ；這樣的作品明白如話 ， 卻又絶非粗鄙不逋 。 元

曲以其 自然、眞切而又不失雅麗的
一

代文風 ，在北京話的發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篇章 。

　　公元 1368年 ，起 自江淮的農民軍建立 明朝 ，北伐攻下大都後 ，北京睨離了長達四百多年的

少數民族統治，重新歸屬於漢族人的政權 。 1421年，明成砠朱棣遷都北京 ，這是
“
北京

”
之稱的

開始 。

　　元末的動亂，使大都城殘破不堪 ， 人煙稀少 ， 土地荒蕪，從明朝開國到永樂遷都這
一

段時

間，北京
一

直是
“

商賈未集，市廛尚疏
”

。 隨著
“

燕王 掃北
”

、
“

永樂遷都
”

，大批江淮流域的

人來到北京 。 爲了發展生産 ， 繁榮經濟 ， 明朝初年探取了大量 移民的政策來充實北京 ， 移民範圍

從山西 、 山東直到江 浙
一

帶 ， 苺次動輒萬戸 。 各種來源 的移民 數量綜合在
一

起 ， 從明代開國到遷

都北京 ，五十多年間 ，全國各地先後移居北京的漢族人估計不下幾十萬人。  這些移民分散居住

在北京城内和附近各地 ， 使得明初人口十分稀少的北京再度繁榮起來 ， 同時也大大改變了北京的

居民來源和人口結構 。 這時 ， 和北京方言接觸最頻繁的已經不再是契丹 、女眞、蒙古等少數民族

語言 ，而是來 自中原和長江以南的各地漢語方言 了 。 這是北京方言所接受的又
一次大融合 ， 在現

代北京話的音系中留下了痕跡 。 例如 ，現在北京話裡的
“

不要
”

説
“

別 bi6
”

；管
“

脊梁 jiliang
”

叫
“
jiniang

”
，

“
寧可 ningk ざ

’
説

“
lengke

”
，聲母

“
n
”

與
“
1
”

混用 ，這些可以説都是皖南話的

遺跡。

　　明朝的統治持續了兩百多年 。 1644 年，滿清騎兵大舉入關，很 決就席捲了長城内外、大江南

北 。 清朝繼續把都城選在北京 ，並且
一

呆就是將近二 百七十年 ，這使北京話經受 了又
一

次新的洗

禮 。 滿清八旗旗人對現代北京話的形成和發展起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 。 今天我們提起
“
老北京

”
，

總離不開
‘

旗 人
”

的形象 ；典型 的北京話寫成的文學作品 ， 又多出 自旗人之手 ， 反映的是清代以

來旗人的生活 。

　　滿族乃宋代女眞人的後裔。他們原來居住在黒龍江和松花江下游 。 元代以後 ，逐歩南遷 ．接

近 了漢族人居住的地區 ，同時也就逐歩接受了漢文化 。 百餘年後 ，努爾哈赤統
一

了女眞各部 ，形

成 了滿族 ， 統轄東北 、内蒙和朝鮮牛島這
一

廣大地區 。 滿族人雖然有 自己的滿語 ，但是卻無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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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地區通行 ， 因爲當滿族形成時 ， 漢語在東北早 已處於優勢地位 ， 當時又 有不少漢人志願加入

滿族或與滿人通婚 ，他們読的仍然是漢語 ，這樣 ， 滿語在滿族中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反而 倒是漢

語在滿族 中成了逋行語言 。

　　這種情況 ， 由於清朝開創者所探取的政策而更加強化 。 努爾哈赤於 1616年建立後金政權時 ，

就極爲注意其治下滿漢兩族的關係 ， 漢人得到重 用 。 皇太極即位後 ， 定族名爲滿族 ， 改國號爲

清 ， 他繼續乃父的政策 ， 重用漢官 ， 解放大批漢人奴隸 ， 編爲民戸 ， 這自然會加強漢人和 漢語的

地位 。 同時 ，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曾多次入 侵明朝 ， 攻估了大片土地 ，俘獲了大量漢人北去 ， 逑

使滿族統治者管轄區 内的漢族人 口急劇増加 ，而滿族人要和這些漢人打交道 ， 就必須使用他們的

漢語方言 ．這當然増加了滿族人接觸和學習漢語的機會。到清人入關前 ，滿族人之間一
般也都是

用漢語對話了 ，至 於地名和官名等等用語，那就基本上更是非漢語名稱莫屬了 。

　　清兵入 關後，政治上對北京是
一

個強勁的衝撃 ，語言上 反而起了推進統
一

的作用 。 到了康乾

盛世 ， 北京話已 經趨於穩定和成型 ， 並 向四方波延 。 清政府爲了使南方、尤其是廣東、幅建
一

帶

的官吏朝謁時滔除方言的障礙 ， 還曾於雍正 年間發怖了正音的敕令 ， 刊行了 《官音匯解》、 《正

音撮要》、 《正 音咀華》等書來推廣以北京話爲代表的官方標準語 。 這種標準語的得以推行 ， 由

於清代穩定的政局、繁榮的經濟、發逹的交通而成爲廣泛的事實 。 正 如漢語史專家太田辰夫所指

出的 ：清代是北京話定型並被作爲通用語使用的時代。
 

　　清代北京話 的特色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興起於清中期的京劇裡表現出來 。 從 1790年始 ，

四大徽班陸續進京 ， 屬於皮黄系統的徽調大盛 。 十九世紀前期 ，湖北的漢調也傳入北京 。 從此徽

漢兩個劇種逐漸融合，又吸收了其他各種聲腔如吹腔 、榔子腔 、柳枝腔等 ，在適應北京觀 暴的愛

好而逐漸趨於地方化的條件下 ， 到了 1840年前後 ， 終於初歩形成了京劇 。 其後 ， 京劇得到順利

的發展 ， 日漸成爲 占統治地位的新劇種 ， 在京城劇壇上獨領風騷 。

　　京劇興盛之初 ，和雜劇初起一
樣 ， 也是文人和民間藝人共同創作的結果 ， 其劇本既通俗又富

有文學性 。不妨舉兩段至今仍很 流行的京劇傳統唱段爲例 ：

　　
“

宋士 杰當堂上 了刑 ， 好似魚兒把鉤呑 。 含悲涙出了都察院，只見楊春與素貞 。 ｛尓本是河南

上蔡縣 ， f尓是南京水西 門 ， 我三 人從來不相認 ， 宋士 杰與f尓們是娜門子親 1我爲怺挨了四十板 ，

我爲怺披枷戴鎮邊外去充軍 。 可憐我年 邁人離郷井，誰是我披麻戴孝的人 ？
”

（《四進士 》 ）

　　
“

老 娘親請上受兒拜 ，千拜萬拜也是折不過兒的罪來 。 孩兒失落番邦外 ， 隱姓埋名躱禍災 。

児在番邦
一
十五載，常把老娘掛在兒的心懷 。 胡狄衣冠懶穿戴 ．毎年間花開兒的心不開。聞聽説

老娘到北塞 ，喬裝改扮回 營來 。 見母
一

面愁眉解 ，愿老娘福壽康寧永和諧無 災。
”

（《四 郎探

母》 ）

　　明 白清瀲的 口 語句式 ，夲實的 、家常般的語言 ，表現了情眞意切的摯情 。

　　比京劇稍晩形成的曲藝 ，在北京話的發展史上 ，也占有重要的
一

席之地 。 從性質上読 ， 曲藝

是更貼近普逋百姓的説唱藝術 。

一
些著名的読唱段子 ，既承襲 中國文學傳統的精華 ，又發揮北京

話明白曉暢的特點 ， 從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 例如 ，唐代白居易的名作 《長恨歌》中
“
行宮

見月傷心 色 ， 夜間聞鈴腸斷聲
”

兩句詩 ， 在清代北京的茶園裡 ，敷演 出
一

曲如泣如訴 、催人涙下

的京韻大鼓 《劍閣聞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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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這般不作美的鈴聲不作美的雨 ，怎當我割不斷的相思割不斷的情 。 洒窗櫨點點敲人心欲

碎 ，搖落幕聲聲使我夢難成 。 當瑯瑯驚魂響 自檐前起 ， 冰涼涼徹骨寒從背底生 。 孤燈兒照我人單

影．雨夜同誰話五更 ？從古來巫山曾入 襄王 夢 ，我何以 欲夢卿時夢不成 ？莫 不是 弓鞋懶踏三 更

月 ， 莫不是衫袖難禁午夜風 ， 莫不是旅館蕭條卿嫌悶 ，莫不是兵馬奔馳 ・ぴ泊驚 。 既不然紳女因何

不離洛浦 ， 空 叫我流乾了眼涙望斷了魂鈴 。

　　
“
窗兒外鈴聲兒斷續雨聲更緊 ， 房兒内殘燈兒牛面玉榻如冰 ，柔腸兒九轉百結百結欲斷，涙

珠兒千行萬點萬點縱横 。 這君王
一
夜無眠悲哀到曉 ，猛聽得内喚啓奏講駕登程

”
。

　　封於今天的北京人來説 ， 這樣的語言仍然是明白如話而又不失文學色彩的 。 它也有詩詞的筆

法 ， 卻沒有人爲的雕飾 ；它也有刻意的濱染 ， 卻不失率朴純 眞 。 正 是從這樣貼近口 語的藝術形式

而不是文人案頭的文學作品裡 ，古都的普通百姓領略和體味著多姿多彩的中國文化 。

　　京劇和曲藝 ，反映了已 經成熟的北京話的特色。但是 ，北京話文學的成就 ，當首推以 《紅樓

夢》爲代表的 白話小説的語言藝術 。

二 、 北京 白話小説 的歴史傳統

　　縱觀
一

部中國文學史 ，眞正 的
“
文學作品

”
可以読都是起自口 語體的 ．在這之中 ，小諡應該

説是最明顯的了 。 初期的小説如 《世説新語》是口 語體的 ， 唐代的變文是 囗 語體的 ，宋代話本初

起時也是 「コ語體的 ， 《金瓶梅》、 《紅樓夢》等當然更是口 語體的了 。 就北京話小読的發展而

言 ，口語化
一

直是 其重要的特色之一
。 北京話小説的語言風格和北京話的歴 史文化傳統始終是協

調
一致的 ， 那是因爲語言和杜會

一
樣 ， 越是封閉 ， 就發展得越慢 ；越是開放 ， 發展得就越快 。 北

京方言就是始終處於
一

種相當開放的環境之中的 。
正 是在這樣

一
種開放的肚會、歴 史、文化和語

言的環境中 ，誕生了中國小説史上第
一

部用北京話作爲基礎 方言的長篇 白話小説 《紅樓夢》

　　馭所周知 ， 《紅樓夢 》不僅是文學史上 空前的傑作 ，更是語言藝術的
一

個高峰 。 《紅樓夢》

藝術上的成就 ， 很重要的因素在其語言蓮用上的成功 ：它的立意深刻 ．有頼於語言的千錘百煉 ；

它的結構精巧 ， 得助於語言 的收放 自如 ；它的文體新奇 ， 靠的是語言的繁複多變 ；它 的含義雋

永 ， 得盆於語言的洗練傳神 ；它塑造人物的成功 ， 靠的是人物語言的百人百口 ， 形肖紳似 ：它給

人如詩如畫的感覺 ，仍然在於語言的豐富生動 。 可以説 ， 《紅樓夢》從整體到局部 ， 從宏觀到微

觀 ．從篇章到字句 ，處處都凝聚著作者塁寸語言藝術境界的刻意追求和精心創制 。 它無可比擬地把

中國古典小説藝術推向了最高峰 ，並 給予後來的小説創作者以極大的影響 。

　　 《紅樓夢》在語言方面取得舉世公 認的藝術成就 ，是和曹雪 芹準確地把握了北京話生動 自

如、圓轉流暢的特點分不開的 ， 它是北京口 語文學的
一

座辛碑 。 in4s伯先生曾頗有感慨地指出 ：

在 《紅樓夢》小説裡 ， 曹雪芹不僅大大地發揮了自己多方面的文學天才 ， 而且充分表現了北京話

的特長 。 其 中雖夾雜著
一

些文言 ，卻無礙白話的圓轉流利 ， 更能鉤把這兩種語言適當地配合起來

蓮用 。 近古用口語來寫小説 ， 到此逹到了新的高峰 ， 那些同類的作品 ， 如宋人話本、元人雜劇、

明代四大奇書 、沒有
一

個能捏得上 《紅樓夢》的 。 原因就在於 ：
“
北京話是全 中國最優美的語

言 ， 《紅樓夢》裡的對話幾乎全部是北京話 ，而且是經作者加工洗 練過的北京話 ， 眞是生動極

了
”

。 兪先生甚至 認定 ， 《紅樓夢》中的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 語言 ，

“
如果不用那幺流利圓轉

的北京話是決不能表現得如此逼 眞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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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需要説
一

下的是 ， 《紅樓夢》後四十回
一

般認爲是高鶚續作 ，續作的藝術水準總體上不

如原作，運用語言的功力也有差距 ，但是如果單就其基礎方言來看 ，則可以説是更爲地道的北京

話 。 後四十回裡有前八十回中沒有的北京話成分出現 ，如
“

也不管牛不牛 的了
”

，
“

小孩發燒 ，

要抽瘋，臉皮趣青
”

，
“

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兒
”

，
‘

顯 見的是告議假，脱滑兒
”

等等，都是

北京話所特有的説法 。 從語言學的角度説 ， 後四十回亦應該引起充分的重覗 。

　　繼 《紅樓夢》之後用北京話寫就的長篇小説 ， 最有影響的是 《兒女英雄傅》 。 該書作者文康

與曹雪芹一樣也是旗人 。 値得注意的是 ，他在作 品中甚至比曹雪芹還要更加刻意追求北京話的本

色 。 像下面這樣
一

些既俗又土的對話 ，在書 中可以説比比皆是 ：

　　
“

公子候著 前面捜檢的這 個當兒 ，見那班侍衛公 彼此正 談得 熱鬧 ，只聽這個叫那個道 ：

碾 ， 老塔啄 ， 明兒哨們沒事 ， 是 個便宜 。 我們東口外頭新開了個羊肉館兒 ， 好齊整韜兒餅 。 明

兒早起 ， 哨們在那兒鬧
一壷罷

’

。

……這個又説 ：
‘

放心 嚇 ， 不吃伽 約。

……不在那兒 ， 我明兒

有差
’

。 這個又 問 ：
‘

説不是三 四該著昵 鳴
’

。 他又 道 ：
“

我們鬻其實不去 ， 這 蕩差使倒誤不

了 。 我們那個新章京來的嚆 ， 怺有本事給他擱下 ， 他 在上頭 ， 就把怺干下來了
’

。 公子聽了 這

話 ，
一

個字不憧
”

。 （第三 十四回 ）

除了這些俗而又土的對話之外 ，書中還出現 了大量的北京俗語 ：

　　
“

列公 請想 ，這椿裹頭裹脚的事 ，這段含著骨頭露著肉的話，這番祉著耳朶腮頬動的節 目，

大約除了安老爺和燕北閑人兩個心裡明鏡兒似的．此外就得讓説書的還知道個影子了 。 至 於列

公 ， 聽這部書也不過逢場作戲 ， 看這部書也不 過走馬觀花 ， 眞個的還把有用精禪置之無用之地 ，

費這閑心去創樹搜根不成
”

。 （第二 十三 回 〉

　　説不定是作者過於喜歡賣弄 自己北京話的語言功底了 ，書中這些土語俗諺俯拾皆是 ，令人有

應接不暇之感 。 誰知卻是歪打正著 ，給這本書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 。 這部書從立意到手法都沒

有甚麼太出色的地方 ， 但 二 百年來卻也頗爲流行 ， 甚至 還成爲不少學者的研究對象 ， 其唯
一

原因

就在於那
一

ロ鮮活流暢的北京話給書帶來了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

　　清朝末年 ， 還有
一

部 《三 侠五義》也是用北京話寫的 。 它既沒有 《紅樓夢》那樣的思想内容

和藝術成就 ， 也不如 《兒女英雄傳》的語言生動傳神 ， 這裡我們就節省點筆墨 ， 不對它作詳細介

紹了 。

　　値得注意的倒是産生於清末民初的男兩部小説 《小額》和 《北京》 。 它們出現於
“
五四

”

前

後 ， 其故事内容和思想傾 向大致還是承襲清代後期的杜會譴責小説如 《二 十年 目睹之 径現状》 、

《老殘遊記》等 ， 立意上沒有甚麼新鮮可取之處 。 之所以重視它們 ， 不僅是因爲它們被發現的較

晩 ， 爾不爲人們所熟知 ， 更重要的是因爲兩書全系使用北京口語寫成 ， 其純粹和地道甚至遠遠勝

過前代的曹雪芹和後來的老舎 ， 讀來不由得頗有引人入 勝之處 。

　　 《小額 》
一書 刊行於 1908年 ， 作者是旗人松齡 （友梅 ）。 這是

一
部旗人風格濃郁的小諡 。

小説的主人公名叫小額 ， 本是個倉庫裡的庫兵 ，以放高利貸謀取錢財 。 手下人濫施 暴力惹了官

司，小額受到牽連而銀鐺入獄，幸喜不是甚麼殺身之禍 ，誰知出獄後背上 又生了悪性腫瘤 ，苦不

堪言 。 到處求醫訪藥 ， 好容易總算是痊癒了 。 小額終於看透世事，放棄了高利貸業，悠 閑自適 ，

同時做做善事 。 書中描寫了催收高利貸的無頼 ， 乘人之危的親友 ， 貪婪缺徳的醫生等杜會景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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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意在掲露肚會的黒暗面，也 封旗人的生 活作了繪生繪色的描述，再現了古都北京那
一時期的

人情風俗 。

　　 《小額》
一
書的最大特點 ， 就是它無論人物對話還是敘述語言，都全部使用旗人的 口 語，到

目前爲止 ， 這
一

點可以読是空前絶後的 。 從 《紅樓夢》、 《兒女英雄傳》到後來的老舍 ，再到 目

前正 在走紅的
“

京味兒
”

小説家 ，所謂的
“

北京味兒
”

基本上 都是體現在封話裡 ，而幾乎沒有完

全 用囗 語來寫敘述文字的 。 《小額》反倒沒有太多的對話 ， 而以敘述爲主 ， 媽 婬道來 ， 引人入

勝 ：

　　
“

小額當了 三 年的庫兵 ， 算是好 ， 沒出多大的砂子 ，家裡的錢是擂足嚇 ，把小押兒也倒出去

磁 ， 自己看著這點兒帳 目 ， 心滿意足 。 又有些個不開眼的人 ，這麼
一

捧臭脚 ，小額可就 自己疑惑

的了不得嗷 。 胡這捫
一

穿 ， 混這們
一

架弄 ，冬天也鬧
一

頂染貂皮帽子帶帶 ， 也鬧
一

個狐狸皮馬褂

兒穿穿 。 見天上 甚麼通河軒磁 ，福祿軒磁，聽説書去 。 後頭也跟
一
個童兒 ， 提溜

一
根仙鶴腿的小

煙袋 ，大搖大擺 ，學著邁方歩又邁不好 （何苦 ！〉沒事也 帶副墨鏡 ， 要是不摸底的，眞疑惑他是

卸了任的府道
”

。

　　 《小額》的敘述別具一格 ， 並不是説它的封話就不値一提 。 其 實 ， 書 中的對話 也是很精彩

的 ， 有些情節也全靠封話來 交代 ：

　　
“
説完了幾句套子話 ，托爺就問伊老者説 ：

‘
大哥 ， 小額這 回事 ， 恷聽見説嗷 ？

’
伊老者

説 ：
‘
我剛聽見説 ， 喀 ， 這都是恷僅兒 。 我昨天是帶著三 兒遞了

一
天萬 壽寺 ，黒了才回來 ，恷大

僅兒 ，也不怎麼給府裡寫的信，弄的這回事 。 我説這是做甚麼，跟小人作娜門子仇 ？
’

托爺説 ：

」
大哥 ， 這話可不是這麼説 。 我告訴恷 ， 前兒個我聽見祚山回 家

一
説 ， 氣的我連飯都沒吃 。 這小

子非這們懲治不行 。 該 ， 該 1我剛才目焦見官人
一
鎮他 ， 不用提我心裡鉤多們痛快嗷 1’ ……這當

兒老王給倒過茶來 ，托爺説 ：
‘

我不喝茶贓 ，我也不坐著晦，我還要到北衙門打聽打聽去 卿。我

非聽見小額挨打 ，我心裡才庸快昵 ！
’ ”

　　無疑 ， 《小額》
一

書所表現的沒落旗人的風俗 ， 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話的面貌 ， 爲我們提供了

十分珍貴的第
一

手資料 ， 値得引起重視和研究 。

　　杜會小説 《北京》在體裁和風格上與 《小額》不盡相同 。 它的主 人公是個名叫伯雍i的新聞記

者 ， 根據他的所聞所見 ， 串連而成該書的情節和故事 ， 頗有 《老殘遊記》 、 《二 十年 目睹之怪現

状》等晩清瓧會譴責小説的筆調和風格 。 書中渉及 了 上至報館下至妓院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 ， 出

現了官僚 、藝入、俳優 、妓女 、車夫、報紙編輯等各種人物，有不少掲露瓧會黒暗的内容 。 雖然

小説的思想傾向談不上 多麼積極 ，藝術手法也不見得有多麼高超 ，但是它在語言風格上所表現 出

來的特點和價値 ， 仍然使其在北京 口語小説的發展史上 估有 了
一

席之地 。

　　 《北京》也 是用北京 白話寫成的 ， 在記述下層人物的 口語方面頗見功力 。 比如書中有個文化

程度不高的
“

鄲二 妨妨
”

，不如怎麼的充起女權蓮動的首領來 了、勉那張嘴 ，罵起人來可眞鉤損

的 ：

　　
“
二 妨妨道 ，他們的議員 ，不定是怎來的昵 ！他們家裡也未必有 二 斗高粱一石小米 ，多一孚

是窮光蛋 。 仗著是學堂或留學出身 ，適逢其會的 ，被推得當了議員 。 論理
一

個男子 ，逢著這樣
一

個機會 ， 應當怎樣爲國爲民 ， 大展抱負 。 誰知他們八輩子五沒見過錢 ，小廟沒見過 大香火 。

一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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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黄土泥還沒洗乾淨，在北京也要混叫字號 。 乍得幾百塊月費，燒得他們五難六獸的 ， 眞是小人

發財 ，如同受罪 。

”

　　値得注意的是 ， 《北京》中的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語體 ， 這與 《小額》幾乎
一

色下層人物口語

的風格大不
一
樣 。 比如 ， 當身爲新聞記者的伯雍在西 山練兵場見到徴服金川的紀念碑時 ，不 由得

大發感慨 ：

　　
“

在潔 白的石頭上 ，用滿 、漢、蒙、藏四種文字 ，刻下了徴服金川的歴史 。 當時 ， 建立這樣

的紀念碑的地方不知有 多少處 。 喜馬拉雅山頂也有這樣的紀念碑 。 中國人在從前就有的十八 個省

之外 ，又得到相當於它 的
一

牛的領土 ，得以在那些土地上進出 。 現在 ，人人都以爲那些土地從來

就是中國的 ， 究竟是誰開拓了那片領土 ，擴大 了中國的版圖 ，人們已 經全 忘了 。

”

　　 《北京》畢竟是出自 《小額》之後的作品，上 面這段話，讀起來已 經頗有點像
“

五 四
”

以後

的小説家言了 。 它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嘴裡 ， 已 經在説這種與文言截然不同卻又文綯綯的 白話

了 。 書中所反映的這樣
一

種獨特的語言風貌 ， 實際上表明 ， 所謂
“

五四
”

白話文邇動 ， 其興起實

在也並非
一

日之寒 。

　　在此之後 ，這種
“
京味小説

”

似乎冷寂過
一

段時間 。 　
“
五四

”

新文化蓮動的狂飆 ， 在衝撃了

文言文的同時也衝撃掉了這種京味 白話小説 。

“
五四

”
以後的進歩作家們 ，徹底擺脱 了文言的束

縛 ， 直接學習人民群罧的口 語 ，並 適當借鑑國外的句法和傳統白話小説的創作手法 ， 推出了影響

整整
一
個時代的

一
批作品 。 魯迅 、茅盾、葉紹均 、沈從文、丁玲等以不同風格的小説 ，在文壇上

各領風騷 。 他們的創作地域雖然有的在上海 ， 有的在北京，但他們的籍貫大多是南方 ，他們的語

言風格可以 読是把古代白話小説 、 歐化句法和 自己 家郷的方言口語揉和在
一

起的中間體 ， 從而形

成了
一

種獨特的白話語言形式 ， 這是
一

種全 國各地 都能明瞭的通語 ， 卻很難読反映了某種實際存

在的活的方言。

　　這種
“
五 四

”
文體大行其道的同時，那些熟習北京風俗 ，能鉤純熟地運用北京 口語反映北京

肚會風物的京味作家們卻銷聲匿跡了 ，由 《紅樓夢》所開啓的北京口 語小読的傳統似乎中斷了
一

個時期 。 這期間 ， 本世紀二 十年代末三 十年代初 ， 雖然也出現了以 周作人、沈從文 、費名、簫

乾、凌叔華 、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等爲代表的所謂
“

京派
”

文學創作群 ， 但細究其實，他們
“
京派

”

的得名 ， 僅僅是 由於他們的創作活動都在北京展開 ， 他們的筆觸也不可能不寫到北京．

包括北京的人物 、北京的風俗 、 北京的掌故 、 北京的節令以 及北京給予他們的種種感受 ， 但是他

們都不是土 生土長的北京人 ，他們作品的語言也可以説全然不是 京味的 ，其中有些人 （比如沈從

文 ）甚至 還以長期身居北京而從來不肯接受北京語而聞名。

　　 周作人説過這樣
一

段話 ：
“
我的故郷不止

一
個 ，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郷 。 故郷封於我並沒有

甚麼特別的情汾 ， 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 ， 朝夕會面 ， 途成相識 ， 正 如郷村裡的鄰舎
一

樣 ，雖

然不是親屬 ， 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 。 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 ， 南京東京都住過六 年，這都是我的

故郷 ；現在佳在北京 ， 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郷 了 。

 
”

原來如此 。 他對北京的感情沒有什麼特

殊之處 ，在他的意識裡也沒有拿來北京方言充實 自己的文體的願望 ， 我們當然不能指望他去學習

和使用北京民間的語言了 。

　　這種状況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 。 白話文運動既然已經形成風朝 ，北京話作爲全 國逋語的基

礎方言 ，也 就 自然遲早會走上作家的筆端 ，何況作爲
一

個千年古都 ，北京的文化傳統曾經那麼深

刻地影響過 中國的歴史變遷 ， 並且仍然在影響著 中國人的生活和觀念 ， 可以想見 ，使用北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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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 與　《清末時代實事小説春阿氏》 9

描寫北京人的
“

京味
”

小諡 ， 總是要餘燼復燃 ， 並
一

定會登上大雅之堂的 。 時至 二 十年代 中期以

後 ，

“

京味
”

文學終於迎來了又
一座高峰

一 老舎及其小説 。

　　老舎生長在北京的一個貧窮的家庭裡 ， 很早就接觸了北京下層 4S民的生活 ， 自幼就薫陶在這

種別具風格的語言氛圍中 ， 這種文化氛圍無疑鑄成了他敏鏡的語言感受能力 ， 爲他 日後成爲傑出

的北京話語言 藝術大師 ， 提供 了得 天獨厚的條件 。 從第
一

部長篇小説 《老 張的哲學》開始 ， 到

《駱駝群子》問世的十年間 ，老舎進行了探索 自己獨特的文學語言的成功的實驗 ，終於形成了他

特有的以北京 口語爲基礎 ．融合了西方語言表逹方式 ．深刻反映現實生活 ， 掲露和諷刺杜會黒暗

的鮮明的創作基調 。 《駱駝鮮子》、 《我這
一

輩子》、 《四世同堂》等亘 著的問世 ，則標誌著老

舍思想傾向和語言風格的定型 。 這些作品裡的批判更爲深刻 ， 語言更有力度 ， 而不像早期作品中

那樣僅以揶揄和諷刺爲能事 。 單從語言風格上看 ， 老舎作品中的北京口語也不再給人以 油腔滑調

的印象 ， 而是充分體現了那種簡潔、明快、生動、有力、流暢自如 、亦庄亦諧 的特點 ， 成爲北京

口語文學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 。

　　縱觀北京口 語小説的發展歴程 ， 不難看到 ， 在曹雪芹的 《紅樓夢》和老舎的京味小説這兩個

劃時代的里程碑之間 ，人們所見到的其他北京 白話小説其實是不多的 ，好像只有上逋 《兒女英雄

傳》、 《三侠五義》 、 《小額》 、 《北京 》等寥寥數種 。 這無論對於研究北京口 語小説的發展史

還是封於了解北京方言的演變史 ，都是頗爲令人感到遺憾的 。 不言而喩 ， 如果能發現新的這種小

説 ， 那將是
一

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 。

三 、 《春阿氏》的耻會意義和語言特點

　　由 《紅樓夢》所 引發的京語 白話小説的波瀾 ，在其後的小説創作中掀動起
一

圈圈漣潴 。 到清

末民初 ．這
一

傳統並沒有完全斬斷 ，而是一脈相傳 ，不絶如縷 ，只不過數量稀少罷了 。 正 因爲品

種不多，所以不久前 《春 阿氏》
一

書的發見   ，才越發顯得彌足珍貴 。

　　 《春阿氏》的成書年月 ，尚難遽下到斷 。 北京圖書館有
一
個題爲 《春阿氏》的鈔本 ，原爲高

陽齊如 山氏的百舍齋所藏 。 上 署
“

録書人京兆得字題
”

， 下款蓋有長方形小篆
“

茂 林
”

印章 。 與

一
般鈔本幾乎不署抄寫日期不 同 ， 該鈔本上署有年 月

“

宣統三年小陽 月
”

， 即
一九一一

年農暦十

月 。 看來鈔本録於
一

九一一年是 無疑的了 ， 但是該實事小説究竟成於何時 ， 仍然不得而知 。 至於

目前傳世的 《春阿氏》
一

書 ， 印行於民國三 年 （1914 年 ）， 五 月初版 。 兩年後印行了第二 版 ， 民

國十二 年 （1923 年 〉又出了第三 版。第三版爲豎排標點本 ，封面 自上至下 ，自左而右寫著
“

冷佛

著
”

、
“
春 阿氏全集

”
、

“
清末時代實事小説

”
左下角印有

一
旗裝女子畫像 。 封底版 權頁記有

“
著述者冷佛

”
、

‘‘
訂正者文市隱

”
、

“
發行者兩葉書杜

”
、

“
印刷者明立印刷公司

”
等 。 直到

三十年代 ，該書仍不斷印行 。 不 過 ， 傳世的 《春阿氏》寫成於何年何 月 ， 也是
一
件不太容易到明

的事 ， 我們只能從該書 《自序》、 《弁言》、 《題辭》等皆作於民 國二 年 （1913年 ）十二 月 ， 約

略地猜測小説似乎是這一年蔵事 。

　　將 《實事小説春阿氏》鈔本與 《春阿氏》印行本兩相比較 ， 鈔本僅有署
“
nc者識

”

的 《序》

（即該鈔本的凡 例 ）和
“
録 書人

”
的 《序》 （實即讀此鈔本的注意事項 ）， 不見印行本的諸種

《自序 》、 《弁言》、 《題辭》等關 円。印行本 《春阿氏》共十八回，鈔本僅十七回 ，但第三 回
“
訪案情鳥公留意 　聽 口供 侠士 生 疑

”
包括了印行本第三 回

“
訪案情鳥公留意　聽 口供侠士 生

疑
”

和第四 回
“

驗屍場撫屍大慟　白話報閑話不 4
”

兩回的内容 ， 所以實際上還是十八 回 。 在内

容上 ， 鈔本各回的文字則較 印行本偶有簡略 。 從各方面情況看起來 ， 在民國二 年的印行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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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已經先有鈔本流傳 ，後來人在鈔本的基礎上略作増訂，即成 目前傳世的印行本。或者考慮到

宣統三 年距民國二 年時間極近 ，鈔本的原作者與印行本的原作者本是同
一

個人 ，亦未可知 。

　　説到 《春阿氏》的作者 ， 這又是
一
個未解之謎 。 鈔本的作 者是誰 ， 難以考證 ；就連印行本的

作者 ， 雖然署名
“

冷佛
”

， 但 究竟是何方神聖 ， 也 至 今不見廬山眞面 目 。 印行本 《弁言》作者

読 ：他 訪得春阿氏一案的始末 ，
“

筆之於冊 ；本 擬編爲小説 ，公諸世人 ，因事忽忽未果 。 傾爲

《愛國 白話報》杜太璞、冷佛兩君所見 ，爲之拍案稱奇 。 冷佛願認編撰之勞 ，而太璞更以登報爲

講 ， 逑舉此冊昇之 。

”
好像冷佛爲 《愛國 白話報 》中編撰此事的記者 。 可是 ，據 《弁言》作 者

稱 ，關於此案的來龍去脈 ，是他從張姓偵探處訪得 ，其後冷佛以之爲本 ，編撰成書 。 這很可能是

個
“

此地無銀三 百兩
”

的花招 ．如果確實如此 ，那麼 《弁言》作者很可能就是隱姓埋名的本書的

作者 。

　　 《弁言》作者市隱 ， 姓文 ， 亦是 《春阿氏》
一

書的訂正者 。 他爾著有 《西太后》
一

書 ， 文采

情趣 ， 頗見功力 。 據 《春阿氏》書後附載的 《歴史小説 （西太后 ）出版廣告》説 ，

“
是書系文市

隱君之手筆 ，曾經登諸 《卒報 》、 《燕都報》 ，風行海内 。 所敘事例 ，不詼不諧 ，無偏無黨 ，照

筆直書 ，非海上所出之本
一

味謾罵者可同 日而語 。 全書都十萬於言
”

。 很難想象文市隱掌握了很

好的
一

部小説的材料 ， 不見獵心喜 ，反而提供給別人作素材 。 比較 《春阿氏》與 《西太后》，兩

書筆力大致相近 。 不過 ， 是否能鉤僅憑這一
點就斷言 《春阿氏》爲市隱所著 ，還沒有把握 。

　　 《春 阿氏》十八回，是根據清朝末年北京城 内發生的
一

椿 時事公案改編成的小説 。　
“

春阿氏

一
案 ， 爲近十年最大疑獄 。 京人知其事者 ， 或以爲貞 ， 或以爲淫 ， 或硯爲不良 ， 或代爲不卒 ， 聚

訟紛紜 ， 莫明其眞相也久矣
t’

 
。 可見這是當時北京民馭的

一
大關注熱點 。 這

一
案情 ， 確實比較

複雜 ，
“

其事之因因果果 ，虚虚實實，既足以使人驚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艶艷 ，沈沈痛痛 ，尤

足以使人悲悼 ， 爲之椀惜 ， 終 日不能去懷 。 蓋此中情節離離奇奇 ， 遠 出尋常人意料之外
”

 
。 此案

之審理 ， 曠日持久 ， 從光緒三 十二 年 （1906年 ）五 月案發 ， 到光緒三 十四年 （1908 年 ）三 月不

了了之 ， 前後逹 二 年之久 ， 最終也沒有得 出個所以然來 ， 不冤令公暴和輿論大爲失望 。 時人感慨

道 ：
“

世之癡情兒女 ，因所志不途 ，誓以生 命殉之 ，以至横決潰裂 ，演爲亘 案者 多矣 ， 而尤莫奇

於最近春阿氏
一

案 。 此案自發生之始，以至其終了 ，中間閲時甚久 ，法庭之研鞫 ， 輿論之推測 ，

耗盡多少心思 ， 用盡多少力量 ， 終無從窺其端緒 。 逮春阿氏痍死獄底 ， 而此中之眞相 ， 乃若隨春

阿氏邇蛻 ， 玉葬香況 ， 永爲殉物 ， 終古無 出現之一
日矣，豈非最奇之事乎 1

”
  不卒之 氣，躍然

筆端 。 春阿氏
一

案 ，獪如
一

股強勁的衝撃波 ，給本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惶 隍不可終 日的清王 朝以

強烈的震撼 。

　　春阿氏
一
案案發不久，即 引起了輿論的關注和介入 。 光緒三十二 年六 月到八 月，北京 《京話

日報》 （即上述之 《愛國白話報》 ）， 連篇累牘地刊登了有關春阿氏案情的淌息報道、讀者來信

及質疑文章 。

 
“

結案
”

以後 ， 很快又有 《實事小説春阿氏》的鈔本在民間流傳 ， 利用文藝形式 ，

形象地描述了案件自始至終的全過程 。　
“
書中之言 ，

一
切訊詞口 供 ，雖系實事，而編述小説者不

能不略加演染
”

  ，淋漓盡致地展示和掲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黒暗 ，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傳統貞

節觀念給青年男女帶來的莫大不幸 。 從春阿氏
一

案的審到過程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 自刑部堂

官 ， 下至獄卒 皀隸 ， 無
一

不是昏瞶兇横 ， 貪贓枉法 ， 殘忍狡詐 。 公堂上動輒非刑 ，畫夜熬審 ，牢

獄裡虐待無休 ， 覗同狗蔬 。 清王 朝的整個 司法制度 ， 實與人間地獄無異 。 正 如 《春阿氏》印行本

《題詞》開章明義所説得那樣 ：
“

黒暗難窺一
線天 ， 人間地獄倍堪憐 ；誣將貞婦爲淫婦 ， 肇海誰

能度大千
”

！ 《春阿氏》以清末冤獄爲筆下圭要批判對象 ， 與 《楊乃武與小白菜》、 《楊三 姐 告

状 》等構成 了清末小読的一種特殊樣式 一 “
冤獄小読

”

，它和掲露政治腐敗 、 怦撃時政弊端 、

諷刺官僚昏瞶的
“
譴責小説

”一
道 ，提供 了讓人們認識這

一
黒暗瓧會 、而且是這

一
杜會最黒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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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方面的生動教材 ，具有著無庸置疑的砒會意義 。

　　 《春阿氏》寫的是
一

椿時事案件 ， 除去官場上的究詰訊 問、暗通關節 ，監獄裡的暗無天 日、

慌 目驚心之外 ， 作者的筆觸還深入 到了普逋人的家庭生 活和清末肚會的諸般變化 中去 。 書 中有許

多關於 旗人和
一

般百姓 日常生 活 、 風俗習慣 、婚喪嫁娶、規矩禮節的種種 描述 ， 還有清末辧警

察、辧報紙 、西式偵探出現的許 多記載 ，這封於研究清末的杜會變動和民間生活 ， 了解北京地區

的民情風俗 ，也提供了
一

部有價値的材料 。

　　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 ， 鮮明生動 ，有
一

定的感染力和典型性 。 比如書中
4‘

不能不 力爲貶斥
”

的文光之妾、原爲妓女的
“

蓋九城
”

範氏 ，便寫得豐滿、活跳 。 且看第七回
“
蓋九城請究陳案 ，

鳥翼尉拘獲普雲
”

：

　　範氏認定春阿氏謀害親夫 ， 公堂之上 ， 利口堅辯 ， 把個自以爲是的問官宮道仁弄得不知如何

是好 ， 暗想 ：
“

這個婦人可眞個兇悍 。 妣既把陳案勾出 ， 便可以證明阿氏定然是謀害親夫了 。

”

因笑道 ：
‘も
伽説得這樣玄虚 ， 莫非怺兒熄養漢被怺看見了不成 ？

”

範氏冷笑道 ：
“

看見做什麼 ？

自地過門以 後不肯與春 英逋 房 ， 那就是可疑之點 。 大老爺這般 聖明 ， 何庸細問 。

”

宮道仁道 ：

“
好

一
個陰毒婦人 ！我這樣原諒像，像竟敢一字不説 ，還任意的汚蔑人 ， 這眞是誠心 找打 ！

”

因

喝皀隷道 ：
“

掌嘴 ！
”

左右答應
一

聲 ，走過便打 。 範氏發狠道 ：
“
到這説理地方不能説理 ， 我亦

就無法 了 ！
”

宮道仁道 ：
“

怺怎麼這般ヨ惡 ！再若不説 ，我連怺
一

齊收下 ！
”

範氏道 ：
“
收下便

收下 。 難道兒熄婦謀殺本夫，還連帶著婆婆
一

同治罪碼 ？
”

　　　　壱 隷答應
一

聲 ， 因爲範氏 口供異常狡展 ， 又兼勉的相貌有些 凶悍之氣 ， 先聽了
“

打
”

字 ， 早
一

個個摩拳擦掌 ， 恨不得七手八 騨打始
一

陣 ， 方出此不卒之氣 ；因礙著官事官差 ，不敢露

出 。 今見座上司員這樣生氣 ，遂過來
一

聲嘔喊 ， 唾舶ll拍囃的掌起嘴來 。 打得範氏臉上立時腫起 ，

順著嘴角直流血沫 ， 鳴鳴的説道 ：
“

打也是這樣説 ， 誰叫是暗不見天昵 ！
”

　　範氏先是針鋒相對 ，反語質問 ；被
“
掌嘴 ！

”
之後 ，仍然堅不改口

， 毫無畏懼 ， 活脱 一個見

過世面、秉性強悍的女混混兒 。 對這位鼎鼎大名的
“
蓋九城

”
範氏 ，書 中給妣的考語是 ：

“
進門

之後 ， 倒是很安本分 。 只是地言容舉動有些 輕佻 ， 外場其實是精明強幹 一 按著新話兒説 ，是位

極開通 、 極時派的一流人 。 説話是乾乾脆脆 ， 極其響亮 ；行事是樣樣兒不落場 ， 事事要露露頭

角 。 簡斷截説 ，就是有點兒抓尖兒賣快
”

 
。 可以説是繼 《金瓶梅詞話》裡的潘金蓮之後的又

一

個属害角色的女性形象。

　　 此外 ， 如圭人公春阿氏的善良柔順 ．執著堅貞 ；大偵探張珊珊的老謀深算 ，無孔不入 ；春阿

氏砠婆瑞氏的得過且過 ， 息事寧人 ；説媒拉纖的賈婆的無識無見 ，趨炎附勢 ；還有刑部官僚烏珍

的毫無圭見卻又 自以 爲是 、貪人之功 ， 都被描墓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

　　 《春阿氏》在人物 、場景等的描寫上 ， 有大段大段的墓彷 《紅樓夢》的地方 。 這裡舉兩個最

明顯 的例子 ：

　　
“

到晩徳氏熟睡 ，三 蝶兒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 。 常祿等素知三 蝶兒性情 ， 時常的無事悶坐 ，

不是皺眉便是長嘆 ；且好端端的 ，不知因爲甚麼 ．常常墜涙。先時還背著母親去勸解 ，後來成天

論月常常如此 ， 也都不理 論了 。 這 日獨封殘燈洒了回涙 ，把彷本打開 ，
一

手在稟上畫著 ，研究那

對聯的意思 ；
一

會合上仂本 ， 默想當 日的景象 ， 又 自傷感
一

番 ，不淌細提 。

”
（《春阿氏》第十

一
回

“
賈婆子夸富題親　三 蝶兒憐貧 恤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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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描寫 ， 明顯是脱胎於 《紅櫻夢》卷二 十七
“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

”

。

　　
“

黛玉 ……
自覺無味 ， 轉身回來 ， 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 。

　　紫鵑雪雁素 日知道黛 玉 的情性 ：無事悶坐 ，不是皺 眉 ，便是長歎 ，且好端端的 ，不知爲甚

麼 ，常常的便 自涙不干的 。 先時還有人解勸 ， 或怕地 思父母 ， 想家郷 ， 受委 屈 ， 用話來寛慰解

勸 。 誰知後來
一

年
一

月的 ， 竟是常常如此 ， 把這 個樣兒看 贋了 ， 也 都不理論了 。 所以也 沒人 去

理 ，由勉悶坐 ， 只管睡覺去了 。 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 ，兩手抱著膝 ， 眼晴含著涙 ，好似木雕泥塑

的
一

般 ， 直坐到二 更多天 ， 方才睡了。

一
宿無話 。

”

　　 《春阿氏》第十 二 回
“
講孝思病中慰母　論門第暗裡題親

”
中的

一
大段 ．蟇彷

“
《紅樓夢》

的痕跡甚至更重 ：

　　
“
看了回地上草花 ， 瑞度 母親哥哥近來的意 向 ， 正 在悶悶的不得頭腦 。 站在西牆脚下 ， 只聽

西院鄰家三 弦彈起 ， 婉轉歌喉 ， 嬌生嬌氣的有人唱 曲 。 曲文好壞雖未留心細聽 ， 偶然有兩句 ， 唱

的 明明 白白 ，清清楚楚 ，吹到三 蝶兒耳内 ，一字不落。原來是 （唱詞略 ）

三 蝶兒聽 了 ，倒也十分感慨纏綿 。 便止歩側耳
一

聽 ，又唱道是 ：

　　　　月環溶溶夜 ，花陰寂寂春 ；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 。

聽了這四句 ，不覺點頭 自歎 ，心裡暗想道 ：
」
原 來詞曲上也有 這樣無望的事 。 可 階世界上人只知

唱 曲，未必能領略編 曲的深意 。

”
想畢 ，又後悔不止 ，不該胡思亂想 ，耽誤了聽曲子 。

　　正 在後悔 ，有聽得唱道
“

狠毒娘 ，志誠種
”

六 字 ；再聽時 ，恰唱道
“

對別人巧語花言 ，背地

裡愁眉涙眼
”

． 三 蝶兒聽了這兩句 ， 不覺心動神搖 。 又聽道 ：
“

從今後我相見少 ， f尓見面難 。 月

暗西廂 ， 便如鳳去秦樓 ， 雲斂巫 山 ， 早尋個酒闌人散
”

等句 ， 不由得如醉如癡 ， 站立不佳了 。

一

蹲身 ，坐在
一

塊砧石上 ，細研 究
“

早尋個酒闌人散
”

的滋味。忽又想起當 日事來 ，記得玉吉彷本

寫過
“

此生莫種相思草 ，來世 當爲妹妹花
”

兩句 ，大約他的意思，亦是
“
早尋個酒闌人散

”

的思

想 。 又想詞句上 種種與 自己合的地方甚多 ．當時千頭萬緒聚在
一
處 ， 仔細忖度 ， 不覺心痛神馳 ，

眼中落涙 。 正在沒個開交 ， 忽覺身後有人撃他
一

下 ， 三 蝶兒猛吃
一
驚 。 不知拍者是誰 ， 且看下文

分解 。

”

《紅樓夢》卷 二 十三 回
“
西廂記妙詞逋戲語　　牡丹亭艷 曲警芳心

”
是這樣冩的 ：

　　
“
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 ，聽見思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 。 正欲回房 ，剛走到梨香院

牆角外 ，只聽見牆内笛韻悠揚 ，歌聲婉轉 ， 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 個女孩子演習戲文 。 雖未留心去

聽 ， 偶然兩句吹進耳内 ， 明明白白
一
字不落道 ：

“

原來是妊紫嫣紅開遍 ， 似這般 ， 都付與斷井頽

垣 。

”

林黛玉聽了 ， 倒也十分感慨纏綿 。 便止歩側耳細聽 ． 又唱道是 ：
c‘

良辰美景奈何天 ， 賞心

樂事誰家院 ？
”

聽了這兩句 ，不覺點頭 自歎，心下 自思 ：
“

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 ，可階世人只知

看戲 ，未必能領略其 中的趣味 。

”

想畢 ，又後悔不該胡想 ，耽誤了聽曲子 。 再聽時，恰唱道
“

只

爲f尓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黛玉聽了這兩句 ，不覺心動神搖 。 又聽道 ：

“
イ尓在幽閨 自憐

”

等句 ，越發如醉如癡 ， 站立不佳 。 便
一

蹲身坐在
一

塊山子石上 ，細嚼
“

如花美眷 ， 似水流年
”

八

個字的滋味 。 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
“

水流花謝兩無情
”

之句 ， 再詞中又有
“

流水落花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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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天上人間
”

之句 ，又兼方才所見 《西廂記》中
“

花落水流紅 ，閑愁萬種
”

之句 ：都
一

時想起

來 ，湊聚在
一

處 。 仔細忖度 ，不覺心痛神馳 ， 眼中落涙 。 正 沒個開交 ， 忽 覺背後有人 撃釶
一

下 ，

及回頭看時 ，原來是個女子 ， 未知是誰 ， 下文分解 。

”

　　從古典文學名著中汲取 營養 ，翻作 妙文 ，當然是允許 的，但 是有 的地方因襲太甚 ，用之過

鑿 ， 難冤爲人所譏 。 書 中還有春阿氏夢見
“

金身女子
”

，玉吉遇見
CC

圓領僧人
”

前來托夢等描

寫 ，不言而喩 ，已成敗筆 。

　　 《春阿氏》最引起我們注意的 ，是它語言上 的特色 ，尤其是其京語俗言等等的運 用 。 《春阿

氏》問世的時間，約在 《小額》之後 ， 《北京》之前 。 它的語言是這
一

時期北京話状況的 眞實反

映，尤其是表現婦女聲口 ，更是繪聲繪色，因個人的 出身、經歴 、地位不 同而各有特點，決無雷

同 。 如春阿氏砠婆瑞氏 ， 年高徳重 ， 對於家庭裡 的口角紛爭 ， 多愿息事寧人 ：

　　
“

作老家兒的 ．沒有法子 ，崢孚只眼合孚只眼 ，事也就過去贓。年輕 的人兒 ，都有點火 ［生，

盡著碎喞晧 ， 他們小心眼兒裡也是不願意 。 本來那位親家太太就是這麼
一

個女兒 ，要讓姫知道，

怪封不過妣的。給的時候 ，就是勉強勉掖給的 。 娶著好熄婦 ，作婆婆的也得會調理 ；婆婆不會調

理 ， 怎麼也不行 。

一 我那時候要是這麼説イ尓，管保怺的臉上也顯著下不來 。 是了也 就是 了 。 那

孩子鮮花似的 ，像哨們這 二 孚破 的人家 ，終 日際騨打腦杓子 ，起早睡晩 ，做菓做飯的 ，就算是很

好了 。
”

（第
一

同 ）

　　而上有婆婆 、下有兒熄婦的托氏 ， 在外人面前
“

訴苦
”

， 卻不失作爲家長的身分 ；要在兒女

面前
“

擺譜兒
”

， 又要讓婆婆看起來合情合理 、不顯得張致 ：

　　
“

二 兄弟 ， 怺可 不知道 ， 我這分難處 ，沒地方説去 。 十人見了倒有九人説 ：
‘
啝 ，恷可有造

化 ， 兒子女兒兒嬉婦 ， 茶來伸手 ， 飯來張口
。

’
鄭知道身臨其境 ，我可就難死了 。 要説他們罷 ，

是我作婆婆的癘害 一 這話是跟恷説 ，咄們都不是外人 一 自從過門之後 ，妣那忸頭傍眼的地方

多著哩 。 處處般般 ．沒有我不張心的。當著我婆婆 ，也不是我夸嘴，我作熄婦的時候 ，沒有這樣

造化 。 我要是説罷 ， 還諡我是碎嘴子 。

”

對外人説話 ，婉轉曲折 ，張弛有度 。可是訓斥起兒熄婦來 ，妣也狗嚴属的 ：

“
明 日早晨想著早些起來 ，別等著人催 ；別又因爲

一
個腦袋 ，又磨煩到駒午 。

”
　（第

一
回 ）

　　
“

因爲
一
個腦袋

”

云云 ，是不要因梳頭洗臉 耽誤工夫 的意思 。 這樣的人物語言 ，簡練 、生動

又富有個性 。

　　在 《春阿氏》的語言特點中 ， 還値得注意的是出現了大量的土語俗話 。 有些雖然不太好憧 ，

但是封於全面了解這
一

時期的北京話的面貌 ，頗有幇助 ：

　　
“
探兵鉦福等五人已在院子裡査看許久 ，候至檢察官告辭先行 ，三 位翼尉也相繼回翼 ，這才

隨著羅人慢慢的走出 。 連昇道 ：
‘

嘸 ， 老台 ， 哨們的眼力如何 ？怺佩服不佩服 ？也 不是吹下子牛

下子 ， 要專信像的話 ， 全檸了杓子嗷 。

’

潤喜亦贊道 ：
“

二 哥 ，眞有イ尓的 。 小鉦子的話 。 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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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兩歳 ， 不怨休薄他 。 俗語読的好 ： 縮 子老米
一
他差著廠鄭 。

’

鉦福急辯道 ：
‘

嘸 ， 潤子，怺

不用損我 。 要説二 哥的話 ， 竟礁了外面皮兒囃 ， 深兒幅頭的話 ， 還不定怎麼
一

葫蘆醋昵 。 要聽他

們親戚説 ，這事兒更玄虚晦 ！阿氏這娘兒們 ，自從十五歳他就不安頓 ，外號兒叫
‘

小洋人
’

， 簡

斷截説 ，過門的時候就是個爛桃wa　！’ 一面走著 ，又笑道 ：
‘

嘸 ，剛才驗屍的時候 ，怺們礁見 了

沒有 ？動凶的是誰 ？那探訪局的人眼力倒不錯 ， 他姓什麼叫什麼 ，我方才也 問了 。 他是躁子蹄兒

的朋友 。 f尓要是信我的話 ，哨們跟著摸摸 ；不然叫探訪局挑下去 ，或者那兇手躱了，　f尓們可別後

悔 。

’
連昇冷笑 道 ：

‘

嘸 ，老台 ，侏不 用麻我 ，這個案子 要不是 蓋九城的話 ，我就跟f尓賭腦

袋 。

’

二 人 一
面 説話 ， 同著潤喜等二 人別 了那茶友富某 ， 四人説説 笑笑 ， 到 了北新橋天 泰茶

館 。

”

　（第四回 〉

　　總而言之 ， 《春阿氏》是清末民初北京口 語小説的有價値的歴史資料 。  各方面比較起來 ，

它在語言上的成就較高 ，提供了許 多値得研究的語言現象。到 目前爲止，除了校譯者彌松頤先生

在該書 1987年 6 月再版時所作的註釋和太田辰夫先生在 《中國語》 1994年第 4、5、6 期上對該

書所作的簡單介紹之外 ， 尚未見到其他有系統性的專門研究文章 。 筆者正 在對 《春阿氏》
一

書的

語言現象作進
一

歩的深入 研究 ， 這裡限於篇幅 ，無法展開，將男文詳述 。

註 ：

  侯仁之 、金濤 ： 《北京史話》 ，上海人民出版肚 ，1980 年

  司馬邏 ： 《史記 ・燕召公世家》。

  《光緒順 天府志》四 十九 ， 《食貨志》
一

，
“
戸 口

”

  太田辰夫 ： 《中國語史逋考》．白帚杜 1988年 5 月版 。

  轉引自白公 、金汕 ： 《京味兒
一 透硯北京人的語言》．中國婦女出版瓧 1993 年 10月第 1

　 版 。

  周作人 ： 《故郷的野菓》

  1987 年 6月，吉林文史出版肚根據民國十二 年兩葉書肚的 《春阿氏全集》 ，出版發行了 《春

　 阿氏》
一

書 ，作爲
“

晩清民國小説研究叢書
”

中的
一

種 。 據此 ，太田辰夫先生在 《中國語 》

　 1994年第 4、5、6 三期上連載 《春 阿氏》
一

文 ，封該書進行了初歩的介紹 。 筆者手中持有民

　 國十 二 年兩葉書杜 出版發行的 《春阿氏》
一

書的原本 。

  《春阿氏》民國十二 年版 ， 《馬序》 。

  《春阿氏》民國十二 年版 ， 《弁言》 。

  同上 。

  可參見 《春阿氏》 ，吉林文史出版杜 1987 年 6 月版 ，
“
附録

”
。

  《時事小説春阿氏》鈔本
“

序言
”

。

  《春阿氏》第二 回 。

  太田辰夫先生 以 《舂阿氏》
一

書中有
“
蓋

”
、

“

捜
”

、
L

掖
”

等詞 ，而北京話 多説
“
拉

”
、

　　
“

祉
”

， 因而懷疑書中有天津方言 。 據筆者調査 ， 這些天津話北京人也是經常説的 。 《春阿

　 氏》
一

書反映的是民 國初年的北京話無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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