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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杂识》

内容概要

《满语杂识》分四大部分讲述：满语规范语（书面语）、满语口语及方言、满语对汉语的影响、有关
满语的知识。第一卷满语规范语的讲述在语音和语法方面采用现代语音学和语法学，不用清代满语教
学的“十二字头”和“虚字”、“接字”的讲法。
第二卷满语口语及方言的讲述是在清代满语口语教学的“画红”法的基础上以现代语言学方法加以整
理，填补世界满语口语教学的空白，并为世界满语口语研究奠定基础，开其先河。
第三卷讲述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已扩展至阿尔泰语系诸语对古、今汉语的影响。
第四卷讲与满语有关的知识，有些材料久藏清官鲜为人晓，堪使世界学术界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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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杂识》

作者简介

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字瀛生，笔名常瀛生、安吉。满族。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1922年12
月25日生于日本国横滨市。清太祖努哈赤之十三世裔孙，清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
弟。启字辈。
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任燕京大学农科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助理编辑、编
辑，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北京农业大学讲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
教授等职。
幼承家训学习满语。族伯爱新觉罗朴厚(字力田)是清末满语专家，与同时代的其他五位满语专家共称
同光清语六贤。自幼由族伯启蒙，学习满语，学习三年后，拜人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满语专家阿克敦
布门下，连续学习满语十六年。四十年代初，从满文翻译专家克敬之学习满、汉文翻译。四十年代中
，拜人著名语言学专家罗常培之门，学习古汉语音韵学和西方语音学。满语学习深入语音、口语、方
言诸方面，受清末满语著名专家之教，教学完全依照清代满语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进行，不但进
行书面语教学，而且十分重视口语。
1945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当年进入燕京大学农科任助教。至1946年7月，燕京大学农科撤消，因
而失业。自此，曾作文书工作，在医院管理病历，在补习学校教英语，生活极为困苦。
正当饱受失业之苦，挣扎于饥饿线上的时候，绝处逢生，一声雄鸡天下白，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
俱兴。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招聘翻译人员，条件是:大学各专业本科毕业，三十
岁以下，精通一种(或数种)外国语，且精通俄语，志愿终生从事翻译和编辑的人，即可报名应试，录
取后，培养俄语翻译和编辑业务，结业后正式任职。因条件完全符合，遂去报名应试。考试后接到录
取通知，心情激动，实难言表。由此，得到了新生。
1950年1月进入出版总署编译局，受到了加意培养。请来数位苏联语文专家担任俄语教学，又请来了著
名的俄语专家刘泽荣先生辅导俄语学习。聘请著名的翻译家讲授翻译课。每天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紧
张进行，学习环境极为良好。生活上衣、食、住、行、医疗等一切条件优越。后来又增加了编辑业务
学习，请老编辑专家讲课。讲授编辑、出版一系列业务知识。在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中，水平提高甚
速，进步很大，学习结业前，已翻译了两部俄文著作并正式出版。
1952年1月学习期满结业，在出版总署编译局由助理编辑升任编辑。1952年2月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
编辑。五十年代初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农学院与其他二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
大学。于是调到北京农大，自1952年8月至 1957年12月，一直在北京农大任教，并翻译俄文教材和参考
书，同时担任苏联专家讲稿的翻译。在此五年多时间内，翻译出版了农学大学教材和专著七部，撰写
出版了农学专业大学参考书一部，翻译了六位苏联专家的俄文讲稿。1958年1月，由北京农业大学调到
高等教育出版社，任农学编辑室主任。于1961年3 月，调到镇江农业机械学院任教授，讲授畜牧兽医
学。
六十年代“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先在工厂劳动，后在农场劳动。至1978年平反。
1978年、1979年两年，在商务印书馆外国语辞书编辑室任编辑，任务是修订郑易里编著的《英华大辞
典》。经两年工作，任务完成，该辞典修订本正式出版发行。1980年1月，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任编辑，参加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的编辑工作，又参加完成了《简明不列颠百科
全书》的编译工作。因对百科全书事业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表彰，接受了该署颁发的
奖状(自 1980年1月至1986年8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共六年)。
1986年，由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推荐，经北京市委统战部批准，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多年来热心于民族工作，积极参加民委、政协、人大等处召开的有关满族的各类会议，是热心于满族
事务的积极分子。八十年代以来，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满族事务提上日程。1985 年辽宁省成立了三个
满族自治县，接着东北三省和河北省满族自治县相继成立，成立了满语研究所、满学研究所，学习满
语的热情日益高涨。在这样的好形势下，发挥专长，我撰写出版满学著作数部，在学术期刊发表满学
论文十多篇。1985年至1987年，在北京满文书院授满语课共两年。1987年至1989年，在北京东城区政协
满文班授满语课共两年。1987年在承德满语班授满语课。数年来共培养了满语学生约三百人。1985年
、1986年暑假期间，为美国哈佛大学满语博士研究生辅导满语学习。与外国满学界满语专家时常讨论
满语问题。在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北京地方0志编纂委员会的领
导下，积极参与满族古籍整理及北京满族志的撰写工作。1986年、1987年两年，应民族出版社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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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杂识》

对照满、汉文本校订《八旗通志》全书，两年完成了全部校订。由于多年来做了大量民族工作，成绩
昭著，1992年被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评为首都少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并授予荣誉奖状。
八十年代，任政协北京市东城区第六届委员。1985年被北京满文书院聘为顾问。同年被中国国际广播
出版社聘为顾问。1986年，被民族出版社聘为特约编审。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撰写和翻译的著作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以及撰写的学
术论文已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刊发表的，列其主要者如下:
一、大学教材和专业参考书有《家畜解剖学》及其它共13部书。二、日语学习用书和词典有《日语常
用词例解词典》及其它共6部书。三、史学专著有《中国宫苑园林史考》及其它共2部书。四、大百科
全书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五、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一部书。
六、民俗学著作《老北京与满族》。七、通俗读物一部书(台湾出版)。八、满学著作有《满语杂识》
（学苑出版社出版）、《清宫庆隆舞初探》、《满语读本》、《满语基础讲义》(已被台湾满语班用为
授课教材)、《北京土话中的满语》(1988年被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评定为全国首届满学研究优秀成
果之一，接受了该研究所颁发的荣誉证书)(以上二书已被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收入于该所2000年编
成的《20世纪世界满学研究主要著作》中)。九、在国际学术交流期刊《满语研究》中每年一篇连载发
表满语口语论文《谈谈满语的京语》，自1987年起至2001年已经连续发表15 篇，今后仍将于该期刊继
续每年发表1篇。此外还在《满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等期刊中发表满学论文数篇。
数部已出版的名人词典以“爱新觉罗瀛生”为人名词条载有略传，主要者是:一、《中国少数民族专家
学者词典》(国家民族事物委会员编， 1994年出版)，二、《世界名人录》第6卷(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
版社、香港世界人物出版社编，1999年出版)，三、《国魂——中华新世纪兴国英才传略》(国家人事
部出版社编，2000年出版)。
为对生命科学做出贡献，已于2000年11月与北京大学医学部达成捐献遗体的协议，办妥有关手续，逝
后将遗体交北京大学医学解剖学及组织学胚胎学系作为人体解剖学和显微解剖学的学习研究材料，并
将遗骨制成人体骨骼标本(骨架)，赠献给母校北京大学，供师生进行骨学教学和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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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详尽的满语分析，附录内容仿佛，有满洲歌曲乐谱
2、向老人家致敬。
3、瀛生先生为文经典。大一的时候，在寒冷的秋夜，手捧该书，坐在餐吧昏暗的灯下⋯⋯
4、只能懂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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