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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与!虚文"之间
,,,清季民初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

陆!胤

摘!要# 晚清西学涌入!伴随着学堂教育和铅石印出版机构的繁兴!涌现了一批新编尺牍教本$ 先是在教科书体例和英
文尺牍范本启发下!尺牍被新式文学教育接纳!成为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的一部分(继而出现了专门的"尺牍教科书#!
并带来了学生尺牍%女子尺牍%白话尺牍等新类型$ 这些新编教本无不将关注点放在尺牍程式的传授上$ 作为一种"应
用文#!尺牍适应了近代以来日趋功利化的教育氛围!但伦常秩序与身份礼俗的震荡!也使尺牍程式在"实用#与"虚文#
之间的张力逐渐凸显!最终导出了改良尺牍的方案$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旧程式与新内容%新语体!仍有一段共存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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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与"虚文#之间

!!中国古代书信的体式规格%植根于传统社会
的人伦秩序与身份意识%逐渐形成包括称谓-抬
头-款识-书体-层次-套语等在内的一整套程式&
"书仪#与居家礼仪相配合%久已为日用类书和童
蒙教育所取资*周一良 ]_,&'$+& 明代以降%篇
幅短小-语词隽永的"尺牍##

受到重视%涌现出一
批尺牍专集%或辑录古今名公撰制%或应对日常应
酬之需%在实用功能之外%追求性灵与词采%构成
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

晚清西学涌入%随着学堂教育的深入和铅石
印出版机构的繁兴%在翻印既有尺牍指南-尺牍专
集的同时%坊间还流行着大量新编尺牍教本& 这
些教本的设定读者%或为学堂学生%或为普通社
会& 书籍形态或为单行%或为教科书之一部分%却
无不将关注点放在尺牍程式的传授之上& 在外来
教科书体例和英文尺牍范本的启发下%尺牍课程
被新式文学教育接纳%成为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
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继而出现专门的"尺牍教
科书#%学生尺牍-女子尺牍-白话尺牍等新类型
尤其引人注目& 尺牍典范-类型-主题-语体的翻
新%为传统尺牍程式带来诸多挑战%最终导出改良
尺牍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旧程式
与新内容-新语体%仍有一段共存时期&

近代尺牍教本数量巨大-类别繁多-内容驳
杂%铅石印本多有沿袭-剽窃-篡改之弊%梳理其脉
络殊为不易& 本稿选取其中具有节点意义的数
种%考索其材源和趋向%特别关注近代新编教本与
传统尺牍程式之间的关系& 作为伦常秩序和社会
习俗的反映%尺牍程式在日用实践层面具有强固
的惯性%并没有紧随学制改创或政体更迭而发生
急遽变化& 但这些日用知识一旦进入新式教育%
成为学科门类下的一种技能%简化和调适又不可
避免& 近代教育家强调尺牍属于"应用文#之一
种%是救赎文学教育无用论的重要指标& 但尺牍
文体的特殊性却在于%其"实用#本是寄于"虚文#
之中,,,如果取消一切称谓区别-语气轻重-文饰
虚套%仅视之为与电报-电话-新闻纸无异的信息
传递媒介%那么尺牍文体的生命亦将宣告终结&

一$ 教科书中的尺牍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维新事业的推进%童蒙教
育被提上变革日程%尺牍也作为一项实用技能受

到关注& 光绪二十二年*&#]" 年+%钟天纬筹办上
海三等公学%经馆第四年"作文#课中即有"渐写
尺牍#一项*钟天纬 %(]+& 此时逐渐兴起的新式
学堂英文课中%也往往会安插"英文尺牍#内容
*朱有瓛 (]]+*璩鑫圭!唐良炎 "'+& 在中国传
统的"书仪#-日用类书或尺牍专集之外%新式教
科书和英文尺牍书开始被引进%为源远流长的尺
牍文体提供了新资源&

从戊戌维新到学制颁布的数年间%首先出现
了一批模仿外来教科书形式的"蒙学读本#%即新
体教科书的前身& 这些读本往往在课程中穿插尺
牍课文%或集中一段时间教授尺牍%对此后国文教
科书中的尺牍内容有着直接影响& 光绪二十七年
*&]'& 年+%南洋公学师范生重编的'新订蒙学课
本(问世%在第二编后半安排了专设的尺牍课%以
不同主题类型与受信对象配合%自第八十五课起%
每五课穿插一次& 每课开头均传授有关称谓的知
识& 如第八十五课"请假便函#%便以"弟子称师
曰夫子%自称受业66#等语起首%然后罗列信
文& 信中称谓-抬头-偏写*自称以小字偏格写+-
请安-具名等程式基本上符合传统要求& 唯其称
谓语并不采用明清时代在上款书奉语前写出的通

式*某某大人膝下n尊前n大鉴66+%而是统一以
"敬禀者#"敬启者#等启事语作为信件开头%在书
末请安时才以双抬写出受信人称谓& *南洋公
学%二编 $_L,$";+

同样初版于光绪二十七年的王亨统'绘图蒙
学课本(%尺牍内容集中于首-二两集之末%分为
请假-启告-请托-询问-借书五种信式& 编者尝试
提出简化尺牍格式的倡议)"尺牍常用客套与种
种浮文%其费工夫%实属不少%何如有辞直书-达而
已矣$#并在课后设问)"尺牍叙实事与尚浮文%其
费工夫多寡如何$# *王亨统 ]_;+在光绪二十八
年*&]'% 年+石印出版的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
本全书(三编中%连续出现了十篇尺牍课文*卷三
($;,_%L+%内容与南洋公学'新订蒙学读本(二
编所载不无雷同& 同年问世的杜亚泉'绘图文学
初阶(%则改用间断穿插的方式%收录了七课尺牍
*卷五 &%L,&$;-&(;-&";,&"L-&];,&]L-%%;,
%%L-%];,$'L+& 可能是受铅印排版限制%传统
上需要双抬乃至三抬的"父亲# "叔父#等尊长称
呼%在'绘图文学初阶(中仅以空格示尊& 上述各
种新式读本一般都会罗列信面式样等实用内容%

!#_!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绘图文学初阶(还专设"邮政局#等课%介绍信
封-信箱-邮票-明信片等新式邮政事项 *卷五
&'L,&&L+&

中国传统"书仪#本就属于童蒙教养的一部
分%关于近世流行的程式套语%光绪初年问世的
'尺牍初桄(等实用尺牍书亦提供了丰富而成系
统的资料& 但在新式蒙学读本中穿插尺牍课文的
构思%并非完全来自本土& 南洋公学'新订蒙学
课本(曾在"编辑大意#中交代缘起)

尺牍为人生必需之文字!童子尤喜
为之)西国读本!间有杂以尺牍者!亦善
法也" 兹仿其体例!列便函十课!简短易
学!无粉饰累赘之谈" &南洋公学!二编
卷首 &L*%;'

"西国读本#可泛指西洋教科书体式%但对于
南洋公学师范生等蒙学读本编者而言%更切近的
资源仍是当时洋场上流行的英文教本& 光绪二十
四至二十五年*&#]#,&#]]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了谢洪赉根据'印度读本( *L$5#%$ =*%5*',+编译
的'华英初阶( '华英进阶(系列读本& 谢氏在书
序中强调"尺牍体裁#为英文读本不可或缺的要
素%故在课文中多有穿插*汪家熔 "_"+& 应对新
式学堂英文课程和口岸通商的实际需要%专门的
英文尺牍指南*<79978PJ8:978+亦开始导入& 商务印
书馆在光绪二十五年*&#]] 年+就有石印'新增华
英尺牍(之举& 其书首列"信面格式#"信内称呼#
"信内省笔字#"信内格式#等形式知识%然后按照
先"家书#后"便函#的顺序罗列若干中英对照的
尺牍范文%末附讣告-拜帖等实用文体格式& 此类
中英对照尺牍书在清末曾风行一时& 如 &] 世纪
末伦敦出版的'同伴书信指南( *3"*!./?%$#.$
9*((*'@'#(*',+一书%就先后有美生印书馆改题'华
英商贾尺牍(的汉译增注本*C;EA@> ;>B =/-%
'序( &+和商务印书馆题为'英文尺牍(的翻印本
*周振鹤 $(%+&

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相继颁布%尺牍被纳入
官定学堂章程和学科体系中%成为新式文学教育
的一部分& 壬寅学制在高等小学第二年"作文#
科目下%附有"作日记-浅短书札#的要求*璩鑫圭
!唐良炎 %#%+& 次年颁定癸卯学制%'奏定学务
纲要(确立"中国文学#一科须"教以浅显书信记

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璩鑫圭!唐良炎 _''+.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则规定"当使之以俗语叙
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
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并在初小第五年"中国文
字#课下附注"教以俗话作日用书信# *璩鑫圭!
唐良炎 $'(-$'#+.此外%初级师范学堂简易科的
"中国文学#课程也加入了"作日用书牍#的要求
*璩鑫圭!唐良炎 (&_+& 按照学制规划%尺牍不
仅被纳入国文一科的范围%更被限定在初小或高
小某一阶段集中训练&

癸卯学制颁布后不久%商务印书馆便推出了
'最新国文教科书(& 这套晚清最负盛名的教科
书%并没有遵循学制规定的尺牍训练学年%而是仍
将书札课文分散在第三至八各册之中*适用于初
等小学第二至四学年+.尺牍的称谓-规格之外%
亦注重介绍近代邮政知识&% '最新国文教科书(
初版正文用铅字体%书札范文则改用石印套图%以
呈现行-楷书体和抬头等款式& 范文中抬头的使
用已趋简化) 上书父母虽仍用"双抬#%对师长却
仅用"单抬#%对平辈的兄弟-朋友更只用"平抬#&
对照此前尺牍书中"抬头格数%多则三抬%少亦须
用双抬%不得以单抬致干轻亵#的规定*南窗侍
者%卷二 &L+%显得颇为疏阔& 光-宣之交%清廷
学部亦颁布了一套国文教科书%同样没有步趋奏
定学制的安排& 初等小学部分基本沿袭'最新国
文教科书(成规.高等小学部分则将书札-禀启等
应用文作为"附课#%置于每册最后& 部颁教材的
尺牍范文颇为古雅%如'致同学书(的开头"某某
仁兄同学大人文几) 别后忽已隔岁%每怀芝范%晨
夕拳拳%敬惟上侍康娱%起居多适%滋3兹4以为慰
3664#*学部%第一册 $";+%仍是套用传统尺牍
书"一间别-二思慕-三缺候-四惆怅#之类的"问
候熟识人层次# *南窗侍者%卷四 #L,];+%必经
此番套路才能进入正题& 不过%该信上款仅用
"单抬#%且有两行出现由于换行抬头而只写一字
的情况%犯了传统尺牍款式中"一字不能成行#的
禁忌& 部颁课本强调尺牍"以简明为得体# *学
部%第六册 _(;+%大体保留了传统格式%却也没
有拘泥于款式细则&

二$ 尺牍教科书# 新内容与旧程式

除了穿插在新体蒙学读本或国文教科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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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与"虚文#之间

尺牍课文%清末更涌现了大量专门传授书札程式
的新编"尺牍教科书#& 管见所及最早的一种%是
无锡人窦警凡编撰的'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光绪
二十九年*&]'$ 年+四月由上海文明书局石印出
版& 该书卷首插有一张铜板印制的"邮便交通#
图%展示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带来的邮政便
利& 编者不满于坊间尺牍书"非竞尚文藻%即流
为俚俗#的状况%指出尺牍教本必须足以资程式%
有意识地将教授重点放在尺牍的"行文款式#之
上& 窦警凡将这一侧重归因于中国"家族主义#
社会的特点)

吾国家族主义!完全发达!凡同姓合
族属!异姓治际会!上杀旁推!无不发现
于酬酢赠答" 是书比事属辞!具见旧社
会尊卑亲疏之状况!书简小道!后日占风
俗者!亦可以考社会之变迁" &普通应
用尺牍教本!约恉 &;'

窦警凡后来还著有'历朝文学史( *周兴陆
``,#"+& 对"家族主义#"社会之变迁#等新名词
的运用%说明他虽非维新人物%却颇能接受新概
念& '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开创了利用尺牍教本
实施新学启蒙的先例%"所载日用酬酢%均合公
理%亦微寓教育之旨也# *约恉 &L+%其范文涉及
学堂招考-开运动会-破除迷信-提倡西医-兴办女
学-立宪政体-军国民主义等诸多议题.最后殿以
"奴仆上书#一篇%"以见不能自立%仰人馀沥者之
最失自由也#%更将议论延伸到国族救亡主题%
"欧风美雨%席卷亚东%黑奴红烬%望之惨目%吾国
之主人翁%行将大去其国%长为仆隶# *卷下
`&;+%实已逸出尺牍教学的范围& 光绪三十二年
*&]'" 年+彪蒙书室出版的'蒙学尺牍教科书(延
续了类似的启蒙姿态%以尺牍范文为媒介%谴责缠
足-唱本-赛会-私塾朴责等旧风俗&&

这些模拟

"新学生口气#而作的学生尺牍%充当了向学堂以
外的家人-社会宣扬近代生活方式以及科学-国
族-军国民主义等新理念的传声筒&

然而%在窦警凡的'普通应用尺牍教本(中%
这些新理念-新题材却出之以严格的传统尺牍样
式& 无论称谓-抬头-偏写还是套语-层次的运用%
窦氏所编都要比同时期蒙学读本或国文教科书中

的尺牍课文更为严谨& 该书在印刷形式上还有一

个创例%即利用石印技术表现书体的变化) 下对
上一律用端楷%上对下则参用行书& 此种形式%后
来被清末民初诸多尺牍书继承& 在尺牍范文之
后%时而附有提示程式要点的"说明#%如卷上"婶
答姆#篇后)

说明( 江左之俗!妇人呼夫兄#弟曰
伯#叔!凡夫之亲族!皆以子女之称为称"
然辈行究不可混" 伯对弟妇则自称曰
兄!叔对嫂则自称曰弟" 妇人从夫!礼
也" 伯姒之尊与胞兄同!故首行亦书
$尊前%云云" 若从伯姒!则云$尊右%足
矣" 夫之胞姊同" &普通应用尺牍教
本!卷上 (_;*(_L'

此处辨别民间俗称与尺牍称谓的关系%相当
琐碎%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对称谓规则背后"妇人
从夫#等礼教原则并无任何异议& 晚清时代还有
一些新情况需要变通& 如夫妇间通信称谓%世俗
有称妻子为某姊某妹者%窦氏指出若是中表亲联
姻自无不可%妻子称夫为"夫子大人#也有典据%
但都 "不如不书上款之为大方# *卷上 _%;,
_%L+& 又如传统上"嫂叔不通问%何况内姨# *卷
上 _`L+%'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却偏偏收入了一
通男子致其妻妹的书信%末附"说明#云)"现今女
权渐次发达%交际之状态变矣%况姊家无他女人%
妹家无男人%设有病险等事%安得不致此信$#*卷
上 _`L,_#;+不过%这些变例仅涉及局部调整%
窦氏并无意改革传统尺牍称谓款式的体系&

类似的"旧瓶装新酒#策略%亦见于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新撰学生尺牍(& 编者号称以欧美学
校教科书为楷式%"专为小学作范本%故往来书讯
皆用小学生徒口吻66绝不稍稍溢分# *凡例
&L+& 唯其所谓"新撰#%主要体现在尺牍文字反
映的学堂生活%格式套路则一仍旧贯& 书前凡例
附有'书札款式(一篇%胪列称谓-抬头-书体-书
式-封面-签式乃至信纸折法-丧制用语等诸多细
节*凡例 %L,`;+%颇为实用& 经过比对%在总共
二十五条"书札款式#中%有十二条见于光绪初年
徐汇公学校长蒋升编撰的'尺牍初桄(一书*南窗
侍者%卷二 &;,%L-#;,&';+'.而蒋书中相关内
容%又分别袭自乾嘉间的尺牍套语集成'分类缄
腋(和晚清流行的官箴书'宦乡要则(&(

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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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时髦内容相配套的"小学生徒口吻#%实来
自清代中叶以降官私尺牍程式的层累&

窦警凡所谓"女权渐次发达#带来的一个后
果%就是"女子尺牍#这一新类型的发端& 关于清
末女子尺牍范文反映的女界-女学新趋向%近年已
有研究初步涉及*=67>Id:C;> &'_ &%'+& 本
稿更为关心的是%导入"女子#这一身份设定以
后%尺牍教科书传达的程式套语会发生哪些变化$
光绪三十三年*&]'` 年+或稍后%上海会文学社出
版了山阴杜芝庭编辑的'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
书(%开篇即谓"称谓款式%抬头体例%为尺牍中最
属紧要之事#%继而陈说其书对于女子尺牍程式
的考量)

惟是男子相呼之式!古书中不少概
见!女子则绝无仅有" 且有数项!甚难得
一确实之名称者!本书不敢臆造!亦不敢
从俗!总期一衷大雅!便于普行" &杜芝
庭!上编$编辑大意% &;*&L'

杜芝庭对"称谓款式#的重视态度%可能正是
来自窦警凡& 不仅其"编辑大意#重复了窦氏关
于"家族主义#的论述*&L+%书中对尺牍格式的解
说也沿袭了窦编在范文后补充说明的体例%甚至
存在一些雷同的内容& 如前引'普通应用尺牍教
本(中论叔伯姆婶称呼一段%杜编即在略作改动
后全盘挪用*上编 %&L+&

具体到女子书信的特殊程式%也并非如杜芝
庭所说的前人"绝无仅有#& 前述蒋升编辑的套
语集'尺牍初桄(到光绪末年犹颇流行%内即载有
取自'宦乡要则(的"妇女行帖称呼#一则*卷二
%&;,%(;+%更罗列了专供女子使用的"书札起首
语#和 "颂扬起居潭祉欣祝统语# *卷四 &";,
&`L+& 杜芝庭书中一些体贴女子身份的解说%亦
多袭自闺阁书问旧例& 如论肃拜语云"女子未出
嫁而与人信札%自叙名之下%或用/谨启0%或用
/手肃0%均无不可.若已出嫁之后%则与戚眷世交
之信%概用/敛衽0# *上编 &&L+.论下款具名云
"女子已嫁%与戚友之信%自叙名必曰/适某郡某
氏0#*下编 &#;+& 除了偶尔出现"脑安#之类略
显新奇的请安语%杜编范文中引人注目的"妇人
会#"女子国民捐# "家政改良会#等新内容%均被
包裹在严格的传统尺牍程式之内& 编者解说某些

程式的依据%亦是"夫为妻纲#*上编 $$;+-"女以
夫为家#*下编 (;+等传统礼教原则&

唯独在解说"附叩语#时%"女子尺牍#出现了
一种不得不变通的状况& 传统书札在具名处有所
谓"附叩#之例%通常是居下位者*妻或子-弟+附
于写信的居上位者*夫或父-兄+名下%向收信人
顺带表示问候& 但女子尺牍范文既然设定女性为
作者%便有可能出现上位者*夫+附于下位者*妻+
的变例& 如杜芝庭所录女子上父母的"乞兄来署
接己归#一首%末具"女某某叩上 婿及外孙同

叩#& 解说有云)"叙名下附及同叩之人%常例向
系紧接%惟婿名与己平等%而于名义上%又觉较己
稍尊%故必须空格以示区别&# *下编 %`L,%#;+
此间考量颇为微妙& "附叩#本应紧接具名而写%
但这里添加一个空格%正是为了调适新时代内容
与旧程式之间引而未发的冲突,,,晚清女权初
兴%新式教科书中的妻子本应获得与丈夫"平等#
的地位%但丈夫"于名义上#仍然"稍尊#%夫附于
妻的格式也显得突兀%于是加入空格以示与传统
附叩形式的区别&

三$ 从!白话尺牍"到!白话书信"

新编尺牍教本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型是白

话尺牍& 戊戌维新前后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报刊的
流布%促成了朝野上下的俗语启蒙热潮*夏晓虹
_,](+& 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应"教以俗话
作日用书信# *璩鑫圭!唐良炎 $'#+%各种白话
尺牍书应运而生& 回溯尺牍文体史%明末清初亦
不乏清新浅白的尺牍小品%形式颇为自由.清代中
期以后%尺牍文体日趋骈俪化%出现了"秋水轩#
"雪鸿轩#等流播甚广的骈体尺牍集%书札程式也
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固定*赵树功 _`(,_#&+& 然
则%清末白话尺牍的再兴%有无可能消解与典故套
语-四六词藻密切相关的程式化书写$ 换言之%
文-白语体与尺牍程式的存废之间是否存在对应
关系$ 这一问题看似限于尺牍文体内部%实则必
须结合尺牍的社会功能和外在政治环境来讨论&

至少在光绪三十四年*&]'# 年+三月以前%专
门致力于出版白话启蒙教材的彪蒙书室就已石印

了一部'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初编(%编者正是彪蒙
书室主人施崇恩&)

他在书前明确交代)"这部尺
牍%不是给会写信的人看的%原是给最不会写信的

!##!



"实用#与"虚文#之间

人做个榜样%将意中要说的话%照样写出%老老实
实%明明白白%稍能写几个字的人%便能够做得到
的%这亦是一个简便的法子&#*施崇恩%凡例 &;+
由此可知其定位正是学堂以外的社会启蒙& 全书
照例分家书-贸易-荐托-劝戒-论事-问候-庆贺-
慰问-闺阁等类%附录短札& "凡例#又云)"这部
书所用白话%纯是官话%但其中稍搀几个文字眼%
总不使十分艰深%要使寻常人俱看得明白的&#
*&;,&L+施崇恩对"白话#的理解主要是官话%却
不妨掺杂文言字眼& 对照书中范文的体式来看%
不仅抬头-行款等格式与普通文言书信没有差别%
书奉-间别-请安等套语也一概沿袭%使用"官话#
主要体现在信件主体的言事部分& 试举第一课
"禀父#为例)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自初二日拜别n
大人以后即至轮船码头搭坐轮船于第

二日下n
午一点钟到申一路平安望勿n

记念是日即托某世叔领我进店此店局

面尚大n
现拜某先生为师某先生待男甚为谦

和不过n
店中各事男虽则要上前去做总是茫

无头绪n
奈何奈何肃此敬请n

福安男麟百拜&施崇恩!家属类 &;*
&L'*

除了"记念#这个略带方言色彩的词汇%该信
措辞与一般书禀并无大差别& 施崇恩主编的这部
白话尺牍还有一个印刷上的特点%也许更能说明
其心目中"白话#的形态,,,他在一些句子旁边
加上密圈%这些密圈所突显的%多是俗谚或歇后
语& 如"瓦罐不离井上破#*劝戒类 _L,";+-"有
一个钱钉子换一个钱糖# *劝戒类 ";+-"常将有
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看人面#*劝戒类 "L+-"穷的
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十年财主轮流转%
斗大蜡烛难照后#*论事类 (;+之类%皆与贸易得
失有关& 又如贺新婚云"长麻黑胖%都是宜男相#
*庆贺类 (L+-"好花不结果%好女不多男%只要能
传宗接代#*庆贺类 `;+%慰丧妻则云"妻子如衣
服%衣服破%尚可补%将来再续娶一位贤德夫人#

*慰问类 %L+%显得颇为陈腐庸俗& 据此推测%施
崇恩设定的读者应与新学社会有一定距离& 书中
大量范文主题都是外出学徒或经商贸易%为此还
专辟有"贸易#一类& 其采录"白话#%很可能只是
应对店铺集市中商贸应酬的现实需要&

与之类似%宣统三年*&]&& 年+八月政新书局
初版的另一部'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同样体现了
显著的商业特色& 虽然次年改装的封面上题有
"初等小学必备#字样%但内容却与新学堂甚少瓜
葛& 编者在序中自述文本来源)"余潦倒商场%几
及三十馀年%往来交际%其有尺素贻我者%几满奚
囊%求其雅俗共赏者66使儿辈抄录以为范本&#
*'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序 &;,&L++

书中内文分

为上下两栏) 下栏为尺牍正文%上栏则为"生意须
知#等学徒入门读物& 宣统元年*&]'] 年+澄衷书
局出版陈也梅编'普通商业应用白话尺牍(%直接
标题为"商业#%其实内容也基本近似& 若忽略
"白话#的文体特征%清代坊间此类"商业尺牍#可
谓汗牛充栋%较著名者如'江湖尺牍分韵撮要(
'指南尺牍生理要诀(等%实际上都是尺牍书仪与
从商指南的结合& 由于受众知识水准较低%这些
书籍往往会加入"杂用要字#"善恶字眼#"俗话注
解#等通俗内容%同时收录今人看来属于文言的
称呼款式-时令套语*王振忠 _,&%+& 无论白话
俗语还是文言套语%二者都带有强烈的实用诉求%
本来就不冲突&

同样标题为"白话尺牍#%不同教本对白话文
体的把握也可能有差异%不妨举政新书局'普通
应用白话尺牍(第一篇"子外奉父书#与彪蒙书室
本的同题课文对照)

父亲大人膝下叩别n
尊前一眨眼皮已经两月无刻不想儿住

在外头n
不能够立于旁边服事这个忤逆之罪

自然深n
重这也何消说得倘能够稍为钱到手

里立刻n
回家何敢久住外头而累n

大人的忧愁不知道n
玉体强健合家安好否儿近来身体徼幸

平安不n
必放在心上所恨生意艰难不能多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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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n
东凑西移止得拾元之数随交邮政局

寄上n
望即

查收肃此叩请

金安&.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家书类
&;*&L'

此篇称谓问候仍保持旧式%但语言却较前引
彪蒙书室本更为活泼生动& 特别是"一眨眼皮#
"何消说得#等俗话的运用%其实要比施崇恩硬套
俗谚的方式更为自然& 上面提到的三种"白话尺
牍#%在民初都有翻印或盗印%对于普通社会通信
的白话化或许不无推动& 但其各异的语体倾向%
却也说明清末民初"白话#体式弹性之大& 这些
教本采用"白话#%未必出于白话文运动的进步立
场或启蒙姿态%更多是为了回应经商应酬的实际
需要%因此也就完全可以与同样着眼于实用的传
统程式并存&

真正对传统尺牍程式造成实质性冲击的%可
能还是政治革命带来的伦理震荡& 辛亥革命爆发
后%南京政府内务部颁令废除"老爷#"大人#等称
号%许多清末初版的尺牍教本也纷纷推出修订版%
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 年%文明书局重版窦
警凡之'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就对原书多有订正
补充& 原编"约恉#中的"家族主义#一条%在新版
中被改换为如下宣言)"满清专制%已达极点%等
威自不少假借& 今共和告成%法律平等%故酬酢启
事之际%不得不稍夷阶级& 妾媵本干例禁%婢仆亦
与寻常人同%本编不别列%恐留专制之馀毒也&#
*窦警凡%'民国(%卷首 &;+至于"稍夷阶级#的具
体表现%如将"尊卑#字样改为"亲疏#%删去原编
中妾室-仆隶书信之类%自不待言&

更为显著的变化%则是民元重订版在原版上-
下两册末都增添了几封"新书简#& 以上册所录
第一封新书简"寄父亲#为例%开头上款为"至爱
之父亲#%结尾请安处仅写"驰系不尽#四字%末具
"父亲之爱儿某名#%与传统程式截然不同& 信后
"说明#有云)

西洋书函!百年以前!亦与中国相
同!多其文饰!后因人事繁多!非简易不
能迅速!故删除繁文" 每函定有五项呆

板之式!千篇一致!于是程式画一!幼年
学习书函!一见而能" 如除去抬头提行
等等!可免无数错误!下笔为之胆壮" 且
措辞尚质而不尚文!亲爱或反有加"
&.民国普通应用尺牍教本 /! 卷上
`&;*`&L'

自戊戌以后英文尺牍书引进%"西洋书函#导
入中国已逾十年%到此时才对中文尺牍程式产生
实质影响& 改编者指出西洋书简同样曾经繁缛多
文%近百年才改用简式%遂使传播效率大增%国人
如加以模仿%不仅能免于动辄得咎的程式%更将破
除浮文%促进真实情感的交流& 这里涉及尺牍中
"文#与"质#的关系%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变
化) 长久以来%尺牍程式*"文#+被认为是完成其
交往功能*"质#+的必需%非如此写信便不能完成
日常酬应& 但"西洋书函#百年来变迁的例证%却
揭示了传统尺牍的"文#和"质#很可能早已脱节%
甚至相互排斥%去除称谓-抬头-套语之后%"亲爱
或反有加#&

基于这一理念%"新书简#部分导入了一套全
新的尺牍程式%即取自英文尺牍的"五项呆板之
式#) *一+上款)对父母等至亲称"至爱之66#%
对稍疏远的亲戚称"至贵重之66#%对特别疏远
的亲戚或一般朋友则用"贵重之66#%这显然是
对 英 文 当 中 " CE B7;8# " CE B7;87?9#
"T:?9:>I@:?67B# 等称呼语 *?;<@9;9:/> + 的模仿&
*二+函语)"直写所欲言%无一语繁文#%唯在结尾
收束时用"千重3万4珍重%驰系不尽#八字%或只
用"驰系不尽#四字亦可& *三+下款) 至亲之间%
子对父署"父亲之爱儿某#%父对子署"吾儿最爱
之父亲#.稍疏远的亲戚%侄对伯父可署"大伯所
爱重者某#%反之署"吾侄所礼爱者某#.对同辈及
朋友%则可署"受吾子之礼爱者某# "受吾子之爱
重者某 #% 亦即英文书信 " CE</H7# " Y/@8?
?:>.787<E# " Y/@8? 87?N7.9)@<<E# 等 落 款 语

*./0N<:07>9;8E.</?7+的变体& 此外两项%则为
*四+年月日和*五+发信地址& *卷上 `&L,`(;+

据'民国普通应用尺牍教本(的改编者称%这
种新程式是基于通信实践%"故近来见于报纸者%
有吴万柳夫人芝瑛致石门徐大女士寄尘诸书%皆
曾改从新式#*卷上 `&;,`&L+%指向清末民初吴
芝瑛与徐自华两位女士的书信往来& 光绪末%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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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二人为安葬秋瑾等事奔走%曾在'时报('申报(
等刊登出多通书信& 不过%目前所见吴-徐二人通
信大体仍采旧式%真正采用前述改良程式的%实际
上是辛亥革命期间吴芝瑛致上海女子北伐队"陈
司令#及"邵君#的两封信%均刊载于'民立报(&
前信上款即为"贵重之月也陈先生麾下#%落款署
"吾子之至友吴芝瑛谨启# *吴芝瑛 &'#,&']+&
但两信对于新程式的表现也仅止于上款和落款两

处%其他如请安语简化为"驰系不尽#-信末署日
期地址之类的意见%很可能仍是'民国普通应用
尺牍读本(改编者的创造&

除了称谓款式%随着民元前后礼俗的变化%配
合各种传统礼仪场合的尺牍套语也开始受到质

疑& &]&% 年%中华书局刚成立就编印了'详注中
华高等学生尺牍(%意在抢占当时还不甚受书坊
关注的"高等程度学生#市场& 这一较高的读者
设定%使该书格外强调称谓-典故的雅致脱俗%甚
至刻意采用了石印的"八行笺式#& 但在分释各
种尺牍程式时%编者仍表达了对"印板文字陈陈
相因#的不满%指出风俗"进化#对尺牍用语的新
要求)"方今人事进化%俗尚维新%婚姻之制已更%
名利之途亦异& 结婚尚文明%则/赤绳0/红叶0之
语无可引进.进身从选举%则/采芹0 /食苹0之例
不可援举& 凡旧时庆贺之口吻%胥不适用于今日
之社会&#*上册 &%;+不过%编者并未由此而提出
一套适应新礼俗的新语汇%只是要求学者"拾取
陈腐之名词%运以新颖之思想#*上册 &%;+%仍取
新旧调和的立场&

如前所述%清末兴起的"白话尺牍#与传统程
式之间并无必然冲突%而民初提出改良程式-套语
建议之时%亦未涉及书信语体的文-白问题& 然
而%这种语体与程式两不妨碍的状态%到"文学革
命#之后却再也难以维持& 先是报章议论) &]%'
年 " 月%'时事新报!学灯(刊出一篇题为'评论
现在通行的尺牍(的来论%开头就说"现在书肆里
出版尺牍底教科书%学校里教授做尺牍底方法%我
觉得都是不对%几何把交通人底意思的本旨要失
去了#*锜中%第 & 版+& 作者指出"阶级抬#和四
六套语都是近世才出现的"假古董#%接着将程式
问题与从文到白的语体变革对接)"写信底文体%
最好是用白话%不要什么套头不套头%直直爽爽地
写了几句&#*第 % 版+此篇刊出后不久%'寰球中
国学生会周刊(即有回应文章%认同书信只是传

达语言的工具%并举例说既然当面称呼时"从来
没有听见过/大人0/尊前0等肉麻的声音%那么信
上也当然不必用这等虚伪的恭维#%一切以"讲话
的时候#为标准& *敏於%第 $ 版+

体现此类彻底改革尺牍程式主张的教本%首
推 &]%& 年 & 月亚东图书馆初版的高语罕编'白话
书信(一书& 该书原是高氏在安徽芜湖商业夜校
的讲义%"采用来往书信讨论社会问题的形式#%
出版当年就印了三版计九千册%最终印数超过十
万%是民国时期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畅销书*汪原
放 `]+& 在书前"绪论#部分%高语罕讨论书信的
功能-种类-写法-名号-敬语-格式等问题& 他指
出书信的本质是"替代语言的工具,,,就是把当
面要说的言语写在纸上%传达远方%仿佛打电话似
的#*高语罕 _+%据此确立白话书信的"写法#)

&& ' 不用古典!不求雅驯!不事
虚文"

&%' 一是一!二是二!直捷爽快"
&$' 说话要合彼此的身份!高亢不

得!卑微不得"
&(' 要表示最诚恳的态度!最深厚

的情感"
&_' 字画要清楚整齐+,,-
&"' 要用标点符号表示语气" 要依

文法分段!每段起头应低两格"
&`' 墨色要乌黑有光+,,-
&#' 凡遇信中地名!人名!和数目

字!以及年!月!日!时!都应书写清楚!免
得误事" &高语罕 _*"'

总共列为八条%实有向胡适"文学革命八事#
致敬的用意& 其中"不用古典# "用标点符号#等
主张%更是"文学革命#的题中之义& 接着罗列书
信称呼%取'尔雅(与英文称谓对照%亦是清末民
初常见的引古证今套路& 高语罕所针对的%则是
中古以降形成的程式礼节%如其论师生之间的称
谓)"从前的师弟的礼节%非常尊严.学生对于先
生称/夫子0或/老师0.自称/受业0或/弟子0&
现在学校里面和从前大不同了5 教习和学生很模
糊的%不甚讲究了& 好点的学生对于所信仰的教
习%称做先生%自称学生%便算万分客气&#*&$+值
得注意的是%高语罕同样注重"身份#问题%只是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导
致书信程式不得不变革& 传统尺牍称谓既被斥为
"阶级思想#的遗存%"还有一些古典主义的%不合
理的斯文话头%也要把他一律廓清# *&"+& 高氏
所拟新式书信程式极端简化%如致父母信%上款顶
格写"我的父!母亲#%接下来用冒号领起正文%
最后祝"健康#并直接具名"你们的儿子*或女儿+
某某#*%(,%_+&

余9论

清季民初这一波尺牍教本的出版热%可视为
学制改创-出版业发达-外来资源影响等诸多因素
交互作用的产物& 其在思想上的背景%则是尺牍
作为一种"应用文#适应了近代以来日趋功利化
的教育氛围& 在国族危机之下%晚清时代词章之
学曾被贬斥为无用的"虚文#%唯有尺牍是其中的
例外& 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极力贬低"词章#
一科%却又指出"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
能废也#*张之洞 ]`$'+.壬寅-癸卯学制和民间
涌现的各种教科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将尺牍纳入
"国文#课程& 直至民初%黄炎培引进美国"实用
主义#教育理念%仍以"多作书函#作为国文实用
化的突破口*黄炎培 __,_#+&

问题在于) 如何理解尺牍的"实用#$ 在民初
黄炎培看来%国文课堂上讲授尺牍的好材料正是
"旧时'宦乡要则(-今之'官商快览(#之类的日
用书*_#+& 换言之%在传统的伦常秩序-社会结
构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时%尺牍实用性正是寄
于包括称谓-抬头-款式-套语等在内的程式套路%
官-商-学各界人士也正是凭此达成长久以来的往
来默契& 清季民初坊间流行着巨量的尺牍指南和
分类尺牍专集%无论体例新旧%所传授的知识基本
上仍以这些程式化内容为中心%或者在有限范围
内调适程式%使之适应新理念和新体例& 然而%当
政治革命震荡了这些程式套语所依据的人伦礼

俗%继起的"文学革命#更提出了另一套实用指
标,,,替代语言%最有用的套路瞬间沦为最虚无
的累赘&

然而%传统尺牍程式的远去又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 &]%' 年唐弢就读小学%学校在国文之外增
加一门"应用文#%所授即为尺牍程式)"虽然八行
书-黄伞格早已过时%而课本却选用了骈四俪六的

'秋水轩尺牍(%老师教了一些怎样称呼-如何抬
头之类的学问%只是内容都是请托问候的话%满纸
/恭维0/恭维0 3664# *唐弢 &&`+新编的尺牍
教材也在探索折中的方案& 如民国时期商务印书
馆函授学校所出'初级尺牍教本(%便同时罗列了
新旧两种式样) 一面是传统款式的继续松弛%"单
抬式及平抬式尤为通行%双抬式则渐见减少#
*%]+.另一面却是在新-旧之间发明了一种"不纯
粹的新式#%"首行还用/大鉴0等字样%中间提及
受信人和受信人的尊亲属%要空一格写%以代替旧
式的抬头%自称处仍小字旁写66颂祝语常不省
去%且于自己具名的下面%也常用/启0 /上0等等
的结尾字#*$_,$"+& 尺牍的款式和套语固然随
时俗变化%但凭借称谓轻重-语气缓急等"虚文#
表达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这一原理却亘古不
变&,

这也正是书札尺牍有别于近代以降电报-电
话等新型信息媒介的地方& 就此而言%斟酌古今
体式经验%求得一种折中的程式%未尝不是一条
出路&

注释%C0#%)&

# 广义上的"尺牍#包括符-檄-书-启等全部实用文体%
宋代以后开始出现狭义的用法%专指篇幅短小的书简%与
"书#渐区别& *赵树功 ],&'+
$ 明清时代尺牍结集的概况%可参见欧明俊) '明代尺牍
的辑刻与传布(%第 (_,_" 页.邹振环) '清代书札文献的
分类与史料价值(%收入'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
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第 (_$,(_] 页&
% 如第七册第四十八课"邮政#在介绍邮政局-明信片-
挂号信及邮资等知识之外%还在插图中展示了挂号信-包
裹-新闻纸-明信片-书籍-货样-来回明信片与包裹报税
清单-汇票-邮政局资费表的样本*蒋维乔 庄俞 杨瑜统

$";,$#;+&
& 有关这些主题的尺牍范文%参阅程宗启) '蒙学尺牍教
科书(%第 &]L,%&;-$';,L-$&;,$%L页&
' 蒋升为'尺牍初桄(作者的考证%参见叶文玲-张振国)
'晚清徐汇公学校长蒋邑虚生平著述考(%第 ]",]] 页&
( 对应段落%参见涂谦) '分类缄腋(%第 &`,$_ 页.张鉴
瀛) '宦乡要则(%第 &%# 页&
) 目前仅见宣统三年*&]&& 年+二月出版的四版%但该书
广告见于光绪三十四年*&]'# 年+三月再版'蒙学尺牍教
科书(%故推定应在此之前初版&
* 为了体现原尺牍款式%本节两段独立引文保留了抬头
*空格用 表示+-换行*用"n#表示+-小字偏写%未加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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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标点&
+ 此书笔者所见版本内文署"普通应用白话尺牍#%版权
页署"宣统三年八月初版#%但外封则改题"初等小学必备
白话普通尺牍!民国元年三月初版#%应为民元以后
改装&
, 岸本美绪曾据明清时代名片的称谓和规格考察"身份
感觉#的变化%对本文思路启发尤多& 参见岸本美緒)
'名刺P効用,,,明清時代WZ[X士大夫P交際(%第
&`],%&` 页&

引用作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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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宗启) '蒙学尺牍教科书(& 光绪三十四年彪蒙书室再
版石印本*&]'# 年+&

b=67>IM2/>Ik:-F?#,(.1%'83*I(D..A6.'F1*/*$(%'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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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警凡) '普通应用尺牍教本(&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文
明书局六版石印本*&]'"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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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普通应用尺牍教本(& 民国元年四月文明书
局七版石印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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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 '绘图文学初阶(& 光绪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铅
印本*&]'% 年+&

bT@MY;k@;>-!"#$*,*<'#/*'+#(" L114,('%(#.$,-[B:9:/> /)
967=/0078.:;<F87??M&]'%-f

杜芝庭) '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 光绪三十三年
*序+上海会文学社石印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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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 '白话书信(& 上海) 亚东图书馆%&]%# 年&
ba;/MY@6;>-9*((*',#$ ("*c*'$%741%'-A6;>I6;:R[;?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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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应用白话尺牍(& 宣统三年政新书局石印本*&]&&

年+&
b9*((*',#$ ("*c*'$%741%'6.'\*$*'%1&??1#7%(#.$-[B:9:/> /)

267>ID:> O//Q =/0N;>EM&]&&-f
黄炎培)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教育杂志(

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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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庄俞!杨瑜统) '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七册%光
绪三十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_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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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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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 '我与杂文(%'唐弢文集(第 _ 卷& 北京)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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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玲!张振国) '晚清徐汇公学校长蒋邑虚生平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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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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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文学理论教程)
主编) 王峰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 年 _ 月

'文学理论教程(的授课对象是本科二三年级中文学科学生%这个阶段的学

生尚未经过理论训练%但已经有一些文学史知识%所以在保持教材学术层次的同

时%也要注意深入浅出%让学生容易理解%不产生畏难情绪& 教材的编写理念是

学术史陈述%强调以观念带内容%重视学理分析%同时也关注可读性& 整体结构)

分三个部分%第一编是文学的结构%主要从文学的过程着眼进行分析.第二编讨

论文学基本问题%包括文学语言-文学叙事-体裁-隐喻等偏文学内部因素%以及

社会这一外部因素%另外加上文学史-理论与考证等学术研究问题.第三编以几

种重要的批评为例来说明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以利于学生把握新的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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