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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官话课本中的注音字

所反映的音系特点

张全真<D

［摘 要］ 现存十八世纪琉球官话课本中散落着一些声调及直音法标注，这些标注材料

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当时琉球汉语学习者所学习的汉语语音音系特点。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搜集了《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广应官话》、《白姓官话》四种天理大学藏本中的注音

字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这些同音字所反映出的语音特点，对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琉球学生

所学
“

官话
”

的方言背景进行探讨。 这些音系特点反映出当时琉球学生所学的官话音系不局

限于当时任何一种官话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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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Ryukyu Mandarin Textbooks 

Zhang Quanzhen

[Abstract] From the phonetic notations of the pronunciation found in the four kinds of 

Ryukyu Mandarin Textbooks, we can infer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Mandarin which 

the Ryukyu students learned in the 18th century or even later. Based on the works by many 

scholars before, we have studied all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notes of those four kinds 

of Textbooks, and tried to make cl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nouncing system which 

Ryukyu students studied and to discuss the root dialect of Mandarin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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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琉球王国与中国正式的外交关系始于明代。 据村上嘉英(1970)、濒户口律子

(2002)对历史上琉球官话学习情况的考证，琉球王国是明清两朝的重要朝贡贸易伙伴，自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为朝贡贸易的需要派造船匠入
“

闽人三十六姓
＂

赴琉球定

居久米村后，久米村的人便同时肩负起朝贡贸易中的通事的职责。 自1392年至1868年，

琉球王国派往明清政府的官生计24批一百名左右，这些官生明朝时主要派往南京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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