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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圈点档》诸册性质研究

———以《成字档》为例

赵志强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成字档》是《无圈点档》所录专项档册之一，虽然前后均已残缺，但该档册为原始记录。 《成字档》
现存部分多为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至五年（１６３１ 年）金明之间往来书札，内容及书写形式反映清初期满族社会

及满语文的实际情况。 乾隆年间重抄《无圈点档》时，该档册被拆散，分别录入清太祖、太宗朝不同卷册之中。
乾隆抄本《加圈点字档》纠正《成字档》的一些讹误，对原档文字做大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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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字档》是《无圈点档》所录的档册之一，现存部分多为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至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
的金明往来书札。 乾隆初年，因《无圈点档》年久糟朽，经大学士鄂尔泰等奏准，按千字文编号，逐页托

裱，装订成册。 此时，该档册被编为“成”字，内编“成一”至“成二十五”，遂有《成字档》之名。 乾隆朝中

叶，重抄《无圈点档》时，拆散《成字档》，按记事或收文时间，分别录入不同档册。 ２００５ 年，台北故宫博

物院影印出版《满文原档》时，《成字档》被编入第八册，共 ４８ 页，即第八册第一页至第四十八页为《成
字档》。 本文依据《满文原档》，对《成字档》的性质、特点及抄本情况进行研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

指正。

一、《成字档》的性质

被收录《无圈点档》者有原始档案、档案抄件，印刷品、图书底稿等多种类型文本，［１］ 其中，《成字

档》为原始档案，由太宗时期金明交往文书的满文译文、公文传递信息及记录接待信使等事项的文书而

构成的档册。 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善，其前后均有残缺。 关于《无圈点档》，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其性

质，仍需探讨。 本文认为，该档册为原始记录，理由如下。
第一，书写在高丽笺纸上。 高丽笺纸是明清时期朝鲜地区生产的纸张，具有坚韧润墨，经久耐用的

特点。 清朝入关前，官方多用高丽笺纸记录政务，并将其长期保存，以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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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用无圈点满文书写。 满文原无圈点，后加圈点，区分形同音异的音节。 加圈点满文始用于天

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用无圈点满文书写的《成字档》为天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之前形成。
第三，国号未被篡改。 《成字档》 老满文将 “后金” 写作 ａｉｓｉｎ ｇ１ūｒｕ１ｎ①， “大明” 写作 ｄ１ａｉｍｉｎｇ

ｇ１ūｒｕ１ｎ，在后期档案中，将 ａｉｓｉｎ ｇ１ūｒｕ１ｎ“后金”修改为 ｍａｎｊｕ ｇｕｒｕｎ“满洲国”，将 ｄ１ａｉｍｉｎｇ ｇ１ūｒｕ１ｎ“大明”
修改为 ｍｉｎｇ ｇ１ūｒｕ１ｎ“明国”或 ｎｉｑａｎ ｇｕｒｕｎ“汉人国”。

第四，页面整洁。 清人编纂图书，通常先抄录有关档册，之后以此为底稿，进行选材、编辑、修改工

作。 因此，抄录件上留下诸多选材标记、编辑文字、修改痕迹、润色笔墨。 《成字档》页面整洁，仅在第 １
页和第 ２ 页有后人添加的新满文 ｂａｉｃａχａ“查了”和 ｎｉｑａｎ ｄｅ ｕｎｇｇｉｈｅ ｊｉｈｅ ｂｉｔｈｅ“与明来往文书”等字样。

第五，记录人员字迹不同。 《成字档》第 ２３ 至 ４２ 页按月记录的历史事件中，记载月初事件的页眉

上以老满文标注月份和值月旗份，如，第 ２３ 页载：（š１ａｎｇｇ１ ｉｙ１ａｎ ｍｏｒｉｎ） ｎａｄ１ａｎ ｂｉｙ１ａ ｊūｗｅ１ š１ａｎｇｇ１ ｉｙ１ａｎ
“（庚午）七月，两白”；第 ２７ 页载：ｊａｑｕｎ ｂｉｙ１ａ ｊūｗｅ１ ｆｕ１ ｌｇ１ ｉｙ１ａｎ“八月，两红”；第 ２９ 页载：ｊūｗｅ１ ｓｕ１ｗａｙ１ａｎ
ｉ ｂｉｙ１ａ“两黄的月”；第 ３３ 页载：ｊūｗｕ１ ｌａｍｕ１ｎ ｉ ｊｕ１ｗａｎ ｂｉｙ１ａ“两蓝的十月”；第 ３５ 页载：ｊｏｒɢ１ｏｎ ｂｉｙ１ａ ｊūｗｅ１

ｆｕ１ ｌｇ１ ｉｙ１ａｎ“十二月，两红”；第 ３９ 页载：ｊūｗｅ１ ｓｕ１ｗａｙａｎ ｉ ｂｉｙ１ａ“两黄的月”；第 ４２ 页载：ｊūｗｅ１ ｌａｍｕ１ｎ ｉ
ｊūｗｅ１ ｂｉｙ１ａ“两蓝的二月”。［２］２３，２７，１９，３３，３５，３９，４２各旗值月人员书写的满文字迹具有明显区别，是不同人在不

同时间记录的。
第六，书写工整。 尽管各旗值月人员的满文字迹不同，但其书写工整，补充文字的整齐划一。 如，

第 ３ 页第 ３ 行 ｂｅ１“将”与 ｆｏｎｊｉｎｇｇ１ ｉｍｅ１“派遣询问”之间补字时，左侧补写 ａｄ１ａｂｕ１ｂｉ“陪同”，右侧划“＋”
符号，表示补入；第 ６ 页第 １ 行 ａｂｑａ“天”与 ａｍｂａ ａｊｉｇɢ１ａｎ“大小”之间补字时，左侧补写 ｇ１ūｒｕ１ｎｉ“国
的”，右侧亦划“＋”符号，表示补入。 第 １４ 页第 ３ 行第 ５ 词有笔误（见图 １），以墨笔涂之，左侧另写

ｊｅ１ｃ１ｅ１ｎ ｄ２ｅ“于边界”。 第 ２１ 页第 ２ 行的 ｇ１ ｉｓｕ１ｎ“言语”，以墨笔圈划，表示删除。［２］３，６，１４，２１此外，每段起

始处画○符号，作为开始标志。

图 １
　 　 　

图 ２

　 　 　
图 ３

《成字档》形成时间与其所录书札的具文时间相近。 根据清代抄录公文备案程序，或行文发送之

前，或来文收到之后，笔帖式逐件抄录，按厚度或时间装订成册，以备查阅。 当然，亦有特殊情况，如，天
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正月，皇太极致袁崇焕书，文末钤盖的印文为老满文 ａｂｑａｉ ｆｕ１ ｌｉｎｇɢ１ａ ａｉｓｉｎ ｇ１ūｒｕ１ｎ１ ｉ
χ１ａｎ ｉ ｄ１ｏｒｏｎ“天命金国汗之印”。 袁崇焕见之大怒，用墨笔其上划杠（见图 ２），［３］８５并退回书札。 该书

札汉文草稿背面有书札传递的简要信息，用老满文书写：ｓūｒｅ１ χ１ａｎ ｉ ｉｌａｃ１ ｉ ａｎｉｙ１ａ ａｎｉｙ１ａ ｂｉｙ１ａｉ ｊｕ１ｗａｎ
ｉｌａｎ－ｄ２ｅ ｇ１ ｉｎｊｕ１ ｃ１ ｉ ｂａχ１ａｂｉ ɢ１ａｊｉχ１ａ ｓｉｏｓａｉ ｊｅｎｇ ｓｉｎ： ｑａｒｕ１ｎｄ１ｅ ｂａχ１ａ ｂａｓｕ１ｎｇ žｉｎ ｄ２ｅ ｌｉｙ１ａｎｇ ｄ２ｅ ｊａｆａｂｕ１ｂｉ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 ｂｉｔｈ１ｅ ｄ１ｏｒｏｎ ｂｉ ｓｅ１ｍｅ１ ｂｅ１ｄ１ｅｒｅ１ｂｕ１ｈ１ｅ，［２］３译成汉文为“天聪三年正月十三日，差自锦州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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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满文转写基本遵循穆麟德氏转写法，字母右上角的上标阿拉伯数字表示老满文的不同书写形式，详见《满
学论丛》第九辑第 ６９－７２ 页。



的秀才郑伸、于哨所所获之把总任得良来送之书札，说有印信而退回了”，见第 １５ 页图 ３。 从笔迹看，这
条记录文书传递信息是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内书写的，即在该书札来送之前，写了“天聪三年正月十三

日，差自锦州抓来的秀才郑伸、于哨所所获之把总任得良赍送之书札”之言，书札被袁崇焕退回之后，又
写“说有印信而退回了”之言。 《成字档》收录书札时，将此文书传递的信息录于文前，并做修改：ｓūｒｅ１

χ１ａｎ ｉ ｉｌａｃ１ ｉ ａｎｉｙ１ａ： ａｎｉｙ１ａ ｂｉｙ１ａｉ ｊｕ１ｗａｎ ｉｌａｎ －ｄ２ｅ： ｓｉｏｓａｉ ｊｅｎｇ ｓｉｎ： ｂａｓｕ１ｎｇ žｉｎｄ２ｅｌｉｙ１ａｎｇ ｄ２ｅ ūｎｇｇ１ ｉｂｉ
ｄ１ｏｒｏｎ ｂｉ ｓｅ１ｍｅ１ ｂｅ１ｄ２ｅｒｅ１ｂｕ１ｈ１ｅ ｂｉｔｈ１ｅ ｉ ｇ１ ｉｓｕ１ｎ：，［２］３译成汉文为：“天聪三年正月十三日，差秀才郑伸、
把总任得良来送，说有印信而退回的书札之言”。 由此可见，袁崇焕退回之后，该书札被编入《成字档》
当中。

那么，后金国何时收到袁崇焕退回的书札？ 其具文时间为“己巳年正月”，即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正
月。 写完书札之后的当天派秀才郑伸等来送，则具文日期是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正月十三日，即使写成

之后未立即来送，也不会拖延多日。 此时，皇太极居住沈阳，袁崇焕驻扎宁远，两城之间往返，需要十余

天的时间。 另外，《成字档》载：ｊūｗｅ１ ｂｉｙ１ａｉ ｏｒｉｎ ｊａｑｕｎ ｄｅ ｓｉｏｓａｉ ｊｅｎｇ ｓｉｎ ｂａｓｕ１ｎｇ žｉｎｄ２ｅｌｉｙ１ａｎｇ ｄｅ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
ｂｉｔｈ１ｅｉ ｇ１ ｉｓｕ１ｎ：，［２］５译成汉文为：“二月二十八日，差秀才郑伸、把总任得良来送书札之言”。 这说明，郑
伸等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正月十三日赴宁远来送书札，返回之后，于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又奉命来送皇

太极致大明执政诸臣宰书。 据此计算，郑伸等传递书札，最迟在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前

收到袁崇焕退回的书札，之后抄录备案。 《成字档》的形成离所录公文的具文时间相隔不远。

图 ４

另外，现存《成字档》前后残缺，正
文第 １ 页前 ４ 行老满文为：ｆｅ χ１ａｎ ｄ２ｅ
χ１ｏｏš１ａｎ ｄ２ｅｊｅ１ｍｅ１： ｉｃ１ｅ１ χ１ａｎ ｔ１ｅｈ１ｅ
ｄ１ｏｒｏｉ： ｂｅ１ ｌａｍａ ｂｅ１ χ１ａｆ１ａｎ ｂｅ１

ｔａｑｕｒａｍｂｉｈｅ： ｊｉｈ１ｅ ｂｉｔｈ１ｅ ｂｅ１ ｔ１ｕｗａｃ１ ｉ
ｓｉｎａɢ１ａｎ ｄ２ｅ ｗａｌｉｙ１ａχ１ａｎｇｇ１ｅ ūｗｅ１：
ａｃａｋｉ ｓｅｍｅ ｇ１ ｉｓｕ１ｒｅ１ｈ１ｅｎｇｇ１ｅ ūｗｅ１

ｓｅ１ｒｅ１ ｇ１ ｉｓｕ１ｎ ｂｉｓｉｒｅ１ ｊａｑａｄ２ｅ： ｔａｑｕｒａｒａ
ｂｅ１ ｉｌｉｂｉ ｊｉｈ１ｅ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ｄ２ｅ ｎｅ１ｎｅ１ｍｅ１

ｂａχ１ａ ｑａｒｕ１ｎ ｉ ｉｎ ｊｉｙ１ｕｕ ｂｅ１

｛ ａｄ１ａｂｕ１ｂｉ ｝ ｆｏｎｊｉｎｇｇ１ ｉｍｅ１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
ｔ２ｅ ｂｉｃ１ ｉｂｅ１ ｄ１ｏｒｏｌｏｍｅ１ ｊｉｃ１ ｉ ｓａｉｎ ｓｅ１ｃ１ ｉ
ūｎｇｇ１ ｉｋｉ：，［２］３译成汉文为 “曾派白喇

嘛、官员，为先帝烧纸，贺新汗即位。
览来的书札，有祭葬者谁、言和者谁之

言，遂停止遣使，差先前所获哨探银柱

偕同来人前往询问了。 今若来祝贺，
则请派遣。” 此段文字是天聪二年

（１６２８ 年）正月初二日，皇太极致袁崇

焕书札的末尾部分，在《满文原档·闰

字档》第 ２２９ 至 ２３０ 页有完整记载，见图 ４。 《成字档》与《闰字档》的记载为何重复？ 稽考《闰字档》所
录，以老满文记载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正月至十二月政务的档册，属于编年体档册，其中存有大量修改

之处。 如，图 ４ 文字第 １ 至 ２ 行原文为：ｓｕ１ｗａｙ１ａｎ ｍūｄ１ｕｒｉ ａｎｉｙ１ａｎ： ａｎｉｙ１ａ ｂｉｙ１ａｉ ｉｃ１ｅ１ ｊūｗｅ１ ｄ１ｅ ｉｎｊｕ１ ｂｅ１

ｔａｑｕｒａｆｉ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戊辰年正月初二日，差银柱来送了”。 后来，该句之前用新满文增补 ｍａｎｊｕ ｇｕｒｕｎ ｉ
ｓｕｒｅ χａｎ ｉ ｊａｉ“满洲国天聪二”之言。 在 ｉｎｊｕ１“银柱”之前，用新满文增加 ｎｅｎｅｍｅ ｄａｉｎ ｄｅ ｊａｆａχａ“原先在

阵中擒拿的”之言，在 ｉｎｊｕ１“银柱”之后，用新满文增加 ｄｅ“于”，并删除原句 ｂｅ１ ｔａｑｕｒａｆｉ“将……派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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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新满文增加 ｂｉｔｈｅ ｊａｆａｂｕｆｉ ｎｉｎｇ ｉｏｗａｎ ｄｅ ｔａｑūｒａｆｉ ｕｎｇｇｉｈｅ“使持书札，派往宁远了”之言。［４］２２９此

外，该档册第 ２２９ 页第 ３、４、８ 行，第 ２３０ 页第 １、３、６ 行中，亦有涂抹、增补痕迹。 由此可见，《闰字档》是
顺治年间纂修《清太宗实录》时抄录删改原始记录而形成的图书底稿，其中，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正月初

二日，皇太极致袁崇焕书札当抄自《成字档》原始记录，因此，两者之间产生重复。 《成字档》在顺治初

年纂修《清太宗实录》时尚无完整，后经历康熙、雍正两朝，至乾隆初年装裱时，前后均已残缺不全。

二、《成字档》的内容形式

《成字档》前后残缺，现存部分是记录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至五年（１６３１ 年），金明两国之间往来的

书札，以及有关公文传递信息与接待信使的文书，凡 ３７ 条，详见下表 １。

表 １　 《成字档》收录文书内容表

《成字档》页码 行文或收文时间 内容

３ 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正月初二日 金国汗致袁崇焕书（前残）

３－５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正月十三日 金国汗致袁崇焕书

５－６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二月二十八日 金国汗致大明执政诸臣宰书

６－７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闰四月初二日 袁崇焕回复皇太极书

８－９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金国汗致大明袁崇焕书

９－１０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六月二十日 金国汗致大明袁崇焕书

１０－１２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六月二十七日 金国汗致大明袁崇焕书

１２－１４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初三日 袁崇焕致皇太极书

１４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初三日 袁崇焕回复皇太极书

１５－１８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初十日 金国汗致大明袁崇焕书

１８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初十日 金国汗致大明袁崇焕书

１９－２０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十六日 袁崇焕回复皇太极书

２１－２２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十八日 金国汗致大明诸大臣书

２３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七月初五日 四哥、五哥所遣刘兴沛等将到来

２４－２５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七月十一日 皇太极等誓词

２５－２６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七月十五日 赏赐五哥等人

２７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八月初一日 五哥自皮岛所遣一人等到来，赐我使者

２７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八月初八日 五哥所遣之人赏赐银两、宴请

２７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八月初八日 禁国使、商人勿侵民财

２８－２９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八月初八日 金国汗致刘府兄弟书

２９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八月二十三日 派李栖凤、齐变龙往皮岛

２９－３１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九月初二日 金国汗致刘府兄弟书

·７１·



续表

《成字档》页码 行文或收文时间 内容

３２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九月十九日 萨木什喀等护送刘五哥之妻到来

３２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九月二十二日 派往刘五哥处李栖凤等到来

３３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九月二十二日 刘五自海岛所遣使者到来

３３－３５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十月 南海岛刘五所遣熊猛力等到来

３３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十月二十八日 金国汗致刘府兄弟书

３５－３６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十二月初十日 出使皮岛巴吞巴克什到来及贡品数目。

３６－３８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十二月初十日 五哥致皇太极书

３９－４０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正月初四日 五哥所遣使者马云贤等返回

４０－４２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正月二十九日 派往皮岛生员齐变龙到来

４２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二月初一日 南方刘五哥之五人来贸易

４２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二月初二日 召见南方五哥所遣刘定策等人

４３－４５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二月初三日 送五哥贸易之人

４３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二月初五日 金国汗致刘府兄弟书

４６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二月初五日 召见刘五哥所遣刘定策并宴赏、送行

４６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二月二十四日 派往南方刘五哥处生员成大尼等到来

４６－４７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 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 金国汗致祖大将军书

其实，《成字档》所录并非是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至五年（１６３１ 年），金明之间往来的所有书札，如，
《满文原档·雨字档》收录天聪四年（１６３０ 年）二月至五月，金国来送明朝及皮岛刘氏兄弟的书札 ６
封，［５］１２３－１５１而这些书札不见于《成字档》当中。 此外，《成字档》的第 ２７ 页第 １ 段载：

ｊａｑｕｎ
八

ｂｉｙ１ａｉ
月　 的

ｉｃ１ｅ１
初

ｉｎｅ１ｎｇｇ１ ｉ
日

ｐｉｄ１ａｏ
皮　 岛

ｃ１ ｉ
自

ūｇ１ｅｉ
五 哥 的

ｔａｑｕｒａχ１ａ
派　 遣　 的

ｅｍｕ１
一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人

ｍūｓｅ１ ｉ
咱　 们　 的

ｅｌｃ１ ｉｎ
使　 臣

ｇ１ｅｎｅ１ｈ１ｅ
去　 　 的

ｃˈ　 １ｙ
迟

ｂｉｙａｎ
变

①

ｌūｎｇ
龙

ｉｓｉｎｊｉχ１ａ：
到　 来　 了

ūｇ１ｅｉ
五 哥 的

ａχ１ｕｎ
兄

ｄ２ｅｏ
弟

ɢ１ａｘχ１ｕχ１ａ
发　 誓　 的

ｂｉｔｈ１ｅｉ
文 书 的

ｇ１ ｉｓｕ１ｎ
言　 　 语

ｎｉｑａｎ
汉　 人

ｂｉｔｈ１ｅ
文　 书

ｄ２ｅ
于

ｂｉ：
在

ｍūｓｅ１ ｉ
咱　 们　 的

ｅｌｃ１ ｉｎ
使　 臣

ｄ２ｅ
于

ｊｕ１ｗａｎ
十

ｓūｊｅ１ ｉ：
缎

ｓūｊｅ１ ｉ
缎　 的

ｅｔ１ｕｋｕ
衣

ｅｍｕ１
一

ｊｅ１ｒｇ１ ｉ：
袭

ｗａｓｅ１
袜　 子

ｓａｂｕ１：
鞋

ｂｕ１ｓｈ１
扇

ｅｋｕ
子

ｎａｄ１ａｎ
七

ｂūｈ１ｅｂｉ：
给　 　 了

χ１ａｎ
汗

ｄ２ｅ
于

ａｌａｒａ
告 诉 的

ｊａｑａｄ２ｅ
由　 　 于

ｙ１ｏｎｉ
全

ｇ１ｅｍｕ１
都

ｂｕｕ
令 给

ｓｅ１ｍｅ１
说

ｂūｈ１ｅ
给　 了

：［２］２７

（天聪四年）八月初一日，五哥自皮岛所遣一人、我使者齐变龙到来。 五哥兄弟誓书之言，在汉文簿

册。 赏我使者缎十疋、缎衣一袭、袜子、鞋、扇子七柄。 禀告于汗，命尽皆给予，遂给之。 其中，五哥即刘

五。 明朝末年，刘氏兄弟诸人曾占据皮岛，清太宗欲引为奥援，遂有盟誓之举。
清代公文归档备案，多依所用文字，刘氏兄弟不谙满文，以汉文书写誓书，金国接收之后，将其归入

汉文档簿，未译成满文，录入《成字档》。 此外，金明议和之际，往来书札均以汉文书写，保留至今者为数

不多，译为满文备案者极为罕见。 其中译成满文备案者，翻译水平如何？ 从《成字档》收录的书札译文

来看，翻译能够准确表达原文语义。 如，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正月十三日，金国汗致袁崇焕书札原件的

·８１·
① 该词原作 ｂｉｙａ，据乾隆抄本增加一辅音字母 ｎ。



局部内容，见图 ５，［３］８５其满文译文被录入《成字档》第 ３－５ 页。

　 图 ５

ａｉｓｉｎ
金

ｇ１ūｒｕ１ｎ
国

ｉ
的χ１ａｎ

汗

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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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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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ｂ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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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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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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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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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１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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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ａｃ１ａ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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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ａｍａｓｉ
往　 后

ｊūｌｅ１ｓｉ
向　 前

ｙ１ａｂｕ１ｒｅ１
行　 走　 的

ｄ１ｅ：
于

ｂｉ
我

ｓｏｌχ１ｏ
高　 丽

ｂｅ１
将

ｄ１ａｉｌａｒａ
征　 讨　 的

ｊａｑａｄ２ｅ
由　 　 于

ｓūｗｅ１
你　 们

ｓｏｌχ１ｏ
高　 丽

ｂｅ１
将

ａｉｎ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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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ａｉｌａχ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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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１ｍｅ１
说

ａｃｉ１ａｒａ
和　 的

ｂｅ１
将

ｎａｑａｂｉ
罢 休 后

ｃ１ｏｏχ１ａ
兵

ｊūｌｅ１ｓｉ
向　 前

ｉｂｅ１ｍ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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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ｃ１ ｉ：
来 若

ｂｉ
我

ｄ１ｏｎｊｉｂｉ
听 到 后

ｏｑ１ｄ１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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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ｃ１ｏｏχ１ａ
兵

ｇ１ｅｎｅ１ｈ１ｅ：
去　 　 了

ｔ１ｅｒｅ１ｃ１ ｉ
那　 个　 从

ｅｌｃ１ ｉｎ
使　 臣

ｙ１ａｂｕ１ｒｅ１ｎｇｇ１ｅ
行　 　 走　 　 者

ｌａｑ１ｃ１ａχ１ａ：
断　 绝　 了

ｓūｗｅ１ｍｂｅ１
你　 们　 将

ａｍｂａ
大

ｇ１ūｒｕ１ｎ
国

ｉ
的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人

３ ／ ４

ｊūｌｇ１ｅ
古

ｔ１ｅ
今

ｉ
的

ｋｏｏｌｉ
例

ｂｅ１
将

χ１ａｆｕ１ｐｉ
通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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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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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ｉ：
啊

ｃｏｌχ１ｏ
商　 丽

ｂｅ１
将

ｄ１ａｉｌａχ１ａｎｇｇ１ｅ
征　 　 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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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何

ｄ１ａｌｊｉ：
相　 干

ｓｏｌχ１ｏ
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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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ｕ１ｍａｉ
并

ūｉｌｅ１
罪

ａｑｕ：
无

ｂａｂｉ
白 白

ｂａχ１ａｋｉ
获　 得　 欲

ɢ１ａｉｋｉ
取　 欲

ｓｅ１ｍｅ１
－

ｄ１ａｉｌａχ１ａｎｇｇ１ｅ
征　 　 讨　 　 者

ｗａｑａ：
非

ｓｏｌχ１ｏ
高　 丽

ｍｅ１ｎｉ
我 们 的

ｊūｗｅ１
二

ｄ１ｅ
于

ｕ１ｍａｉ
并

ūｉｌｅ１
罪

ａｑｕ
无

ｂｉｈ１ｅ：
曾　 经

ｓｏχ１ｏｎ
己

ｕ１ ｌｇ１ ｉｙ１ａｎ
亥

ａｎｉｙ１ａ
年

ｍｅ１ｎｉ
我 们 的

χ１ａｒａｎｇɢ１ａ
所　 属　 的

ｓｉｙ１ｕ１ｎ
日

ｄ２ｅｋｄ２ｅｒｅ１
升　 起　 的

ｅｒｇ１ ｉ
方

ｇ１ūｒｕ１ｎ
国

ｂｅ１
将

ｂａｒｇ１ ｉｙ１ａｍｅ１
收

ɢ１ａｎａχ１ａ
去　 取　 的

ｃ１ｏｏχ１ａ
兵

ｂｅ１
将

ｓｏｌχ１ｏ
高　 丽

ｂａｂｉ
白　 白

ｃ１χ１ａｌａｍｅ１
挑　 　 　 衅

ｈ１ｅｔ１ｕｒｅ１ｂｉ
截　 住　 后

ａｆ１ａχ１ａ：
战　 　 了

ｔ１ｅｒｅ１
那　 个

ｅｍｕ１：
一

ｓｏχ１ｏｎ
己

χ１ｏｎｉｎ
未

ａｎｉｙ１ａ
年

ｃ１ｏｏχ１ａ
兵

ｊｉｂｉ
来 后

ｍｉｎｉ
我　 的

ｗａｒｑａｓｉ
瓦 尔 喀 什

ɢ１ｏｌｏ
地　 面

ｂｅ１
将

ｗａχ１ａ：
杀　 了

ｔ１ｅｒｅ１
那　 个

ｊūｗｅ１：
二

ｔ１ｅｒｅ１ ｉ
那　 个　 的

ａｍａｌａ
后

ｍｉｎｉ
我　 的

ｌｉｏｏｄ２ｕｎｇ
辽　 　 东

ｎｉ
的

ｕ１ｑａｎｊｕ１
逃　 　 人

ｂｅ１
将

ｊｉｎｇ
常 常

ａｌｉｍｅ１
按

ɢ１ａｉχ１ａ：
收　 了

ｅｒｅ１
这 个

ｉｌａｎ：
三

ｃｏｌχ１ｏ
高　 丽

ｍｉｍｂｅ１
我　 　 将

ｉｌａｎ
三

ｊｅ１ｒｇ１ ｉ
次

ｗａｃ１ ｉ：
杀　 若

ｂｉ
我

ｅｍｇ１ｅｒｉ
一　 次

ｑａｒｕ１ ｌａｃ１ ｉ
回　 报　 若

ａｉｎｕ１
为　 何

ｏｊｏｒａ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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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ｉ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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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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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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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誓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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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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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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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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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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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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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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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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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ｑａｂｉ
罢　 休　 后

ｔａｉ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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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χ１ｏ
高　 丽

ｇ１ūｒｕ１ｎ
国

ｉ
的

ｔ１ūｒｇ１ｕｎｄ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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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５ ｇ１ūｒｕ１ｎ
国

ｉ
的

ａｃ１ａｒａ
和　 的

ūｉｌｅ１
罪

ａｉｎ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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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
赍　 送　 了

ａｑｕ：
无

ｔ１ｅ
今

ａｍｂ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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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１
将

ｆｏｎｊｉｍｅ１
问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人

ｔａｑｕｒａｂｉ
派　 遣　 后

ūｎｇｇ１ ｉｋｉ
差　 遣　 欲

ｓｅ１ｃ１ ｉ：
－　 若

ｅｌｃ１ ｉｎ
使　 臣

ｙａｂｕ１ｒｅ１ｎｇｇ１ｅ
行　 　 走　 　 者

ｅｍｇ１ｅｒｉ
一　 次

ｌａｑ１ｃ１ａχ１ａ
断　 绝　 了

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
遵　 　 循

ｍｅ１ｎｉ
我 们 的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人

ｂｅ１
将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
赍　 送　 了

ａｑｕ：
无

ｓūｗｅ１ｎｉ
你　 　 们

ｔ１ｕｂａｉ
那 里 的

ｓｉｏｓａｉ
秀　 才

ｊｅｎｇ
关

ｓｉｎ：
伸

ｂａｓūｎｇ
把　 　 总

Žｉｎｄ２ｅｌｉｙａｎｇ
任　 得　 良

ｂｅ１
将

ｔａｑｕｒａｂｉ
派　 遣　 后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
差　 遣　 了

ａｍｂａ
大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人

ｇ１ ｉｓｕ１ｎ
言　 语

ｎｉ
的

ｑａｒｕ１
回　 复

ａｑｕ
无

ūｍｅ１
勿

ｏｂｕ１ｒｅ１
作　 为

：
与汉文原文对比，满文译文多有差异。
原文第 ２ 行“袁老大人阁下”译作 ｉｏｗａｎ ａｍｂａ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未翻译“老”“阁下”二字；“方巾纳等”译作

ｆａｎｇｇ１ ｉｎａ，未翻译“等”字；“我兵东伐朝鲜”译作 ｂｉ ｓｏｌχ１ｏ ｂｅ１ ｄ１ａｉｌａｒａ ｊａｑａｄ２ｅ，未翻译“兵” “东”二字；
“南朝”译作 ｓūｗｅ１。

原文第 ３ 行二处“南朝”译作 ｓūｗｅ１。
原文第 ５ 行“彼”字译作 ｓｏｌχ１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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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第 ６ 行“大人自知也”译作 ａｍｂａ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ｓｉ ｓｅ１ｏｌｅ１ｃ１ ｉ ｅｎ１ｄ２ｅｍｂｉｏ，“我与朝鲜”译作 ｍｅ１ｎｉ
ｊūｗｅ１ ｇ１ūｒｕ１ｎ。

原文第 ６ 至 ７ 行“当天立誓”译作 ａｂｑａ ｎａ ｄｅ ａｑ１ｄ２ｕｌａｍｅ１ ɢ１ａｓχ１ｕｂｉ，多“地”字。
原文第 ７ 行“永结和好”译作 ｓａｉｎ ｂａｎｊｉｍｂｉ，未翻译“永”“结”二字。 “若有违盟者”译作 ｅｒｅ１ ａｃ１ａχ１ａ

ｄ１ｏｒｏ ｂｅ１ ｙ１ａｉ～ ａ ｎｅ１ｎｅ１ｍｅ１ ｅｆｕ１ ｌｅ１ｃ１ ｉ。
原文第 ８ 行“天必鉴之”译作 ｔ１ｅｒｅ１ ｅｆｕ１ ｌｅ１ｈ１ｅ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ｂｅ１ ａｂｑａ ｓａｒｑｕ ｄ１ｏｒｏ ｂｉｏ；“邻国”译作 ｙ１ａｉ ～

ａ ｇ１ūｒｕ１ｎ。
原文第 ９ 行“共享太平”译作 ｔａｉｂｉｎ ｂａｎｊｉｒｅ１。
原文第 １１ 行“大人复出关东”译作 ａｍｂａ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ｓｉｍｂｅ１ ｄ１ａｓａｍｅ１ ｊｉｈ１ｅ，未翻译地名“关东”。
原文第 １２ 行“我这边人”译作 ｍｅ１ｎｉ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未翻译“这边”二字；“秀才郑伸”之前增加定语

ｓūｗｅ１ｎｉ ｔ１ｕｂａｉ。
原文第 １３－１４ 行“乞赐回报无吝，是望”译作 ａｍｂａ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 ｇ１ ｉｓｕ１ｎ ｎｉ ｑａｒｕ１ ａｑｕ ūｍｅ１ ｏｂｕ１ｒｅ１，增加

主语“大人”。
由此可知，《成字档》收录满文译文准确无误，未拘泥于原文辞藻，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
《成字档》收录的金国书札之书写格式客观反映金国君臣对明朝君臣态度。 早期，明朝要求凡金国

书札中不许出现自称皇帝的字样，不许使用本国年号，不许钤盖印玺。 天聪元年（１６２７ 年）四月初八，
皇太极致宁远巡抚袁崇焕的书札中说：“至尔等于我，实渐加轻慢。 尔前来书尊尔皇帝如天，李喇嘛书

中以我邻国之君列于尔国诸臣之下。 如此尊卑倒置，皆尔等私心所为，非义礼之当然也。 夫人君者，代
天理物、上天之子也。 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 今以小加大，以贱妨贵，于分安乎。”继而金国

略作妥协，提出一种文书书写格式：“我揆以义，酌以礼，书中将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我下尔明国皇

帝一字书，尔明国诸臣下我一字书，已为允协。 以后尔凡有书来，当照此书写。 若尔国诸臣与我并书，
我必不受也。” ［６］４２此后，在两国往来书札中遇到“天”字，则另起一行，抬三格的顶格书写；遇到明朝皇

帝字样，另起一行，比“天”字低一格的抬两格书写；遇到金国汗（皇帝）字样，另起一行，比明朝皇帝低

一格的抬一格书写；遇到明朝诸大臣，另起一行，比金国汗（皇帝）再低一格的不抬格书写。 金国君臣认

为，此类书写格式能体现双方地位。 如，天聪三年（１６２９ 年）七月十八日，金国汗致大明国众臣宰书（见
图 ６） ［３］８７中，“金国”等字样抬一格，“大明国”等字样抬两格，“天”等字样抬三格。 该书札的满译文，收
录于《成字档》第 ２１ 至第 ２２ 页，其书写格式，见图 ７。［２］８７ 显然，ａｉｓｉｎ ｇ１ūｒｕ１ｎ“金国”二字约抬一格，
ｄ１ａｉｍｉｎｇ ｇ１ūｒｕ１ｎ“大明国”二字约抬两格，ａｂｑａ“天”略高“大明”二字。 这种抬格书写形式，还见于《成
字档》的第 ５、８、９、１０、１５、１８ 页。

图 ６

　 　
图 ７

此外，《成字档》第 １７ 页中 ａｂｑａ“天”出现 ４ 次，χ１ａｎ“汗”出现 １ 次，均未另起一行抬格书写，约空

两格后，以连接形式书写。 ａｉｓｉｎ ｇ１ūｒｕ１ｎｉ χ１ａｎ“金国的汗”、ａｉｓｉｎ ｇ１ūｒｕ１ｎ“金国”）等字样亦未抬格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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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将 χ１ａｎ“汗”一字另起行抬格书写。

三、《成字档》与《加圈点字档》比较

乾隆朝中叶，经大学士舒赫德奏准，以“照写”或“音写”的形式抄录《无圈点档》，分贮内阁、盛京崇

谟阁及尚书房等地。［７］“照写”是指用老满文、过渡期满文和新满文抄录原档，装订成册，编纂《无圈点

字档》；“音写”是指用新满文抄录原档，装订成册，编纂《加圈点字档》。 无论“照写”，还是“音写”，编
纂者进行大量筛选、编排、校勘工作。 本文对《成字档》与《加圈点字档》相应部分进行比较，分析两者

之间的异同之处。
（一）两者的优缺点

《无圈点档》所录档册有两种，一种是编年体（或称日记体）档册，另一种是专项档册。 《成字档》属
于专项档册，现存部分为记载天聪二年（１６２８ 年）至五年（１６３１ 年）金明往来的书札。 乾隆年间重抄

《无圈点档》时，采用编年体例，拆散专项档册，按照文书的发文或收文时间，重新录入相应档册。 《成字

档》亦被拆散，分别录入太宗朝第 ３ 函第 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册，第 ４ 函第 ２４、２５、２７ 册，第 ５ 函第 ２８、２９、３２
册，第 ６ 函第 ３４、３５、３９ 册，以及第 ７ 函第 ４０、４１、４２、４３ 册。 此外，《成字档》第 ４８ 页是混入该册的残页，
《加圈点字档》将其录至太祖朝第 １０ 函第 ７３ 册。

现存《无圈点档》中的重复者，有些是原始记录与抄录件的重复，有些是不同抄录件的重复，但彼此

之间也有差异。 采用编年体例的乾隆抄本未将重复全部抄录，取舍一些有研究价值史料，这应该是编

纂《加圈点字档》的最大缺憾。
（二）《加圈点字档》纠正《成字档》之误

第一，《加圈点字档》校勘《成字档》文字，修改 １６ 处，详见表 ２。

表 ２　 《加圈点字档》修改《成字档》文字之误对照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４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ｉ“人的” ｉ“的”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人的”

２０ ａｎ１ｄ１ａ“朋友” ａｎｄａｎ“顷刻”

２０ ｓｉｎａｋｉ ｓｉｎｄａｋｉ“释放吧”

２５ ｓａｎｇｇ１ｅ ｓａｎｇｅ“三哥”

２７ ｂｉｙ１ａ ｂｉｙａｎ“变”

２７、３９、４０、４０ ｂｉｙａ ｂｉｙａｎ“变”

３１ ｇｅｃ１ｈ１ｕｗｅ１ ｒｉ ｇｅｃｕｈｅｒｉ“蟒缎”

３４ ｄｅｈ１ｅｂｉ ｔｅｈｅｂｉ“居住了”

３５ ūｇ１ｅｉ“五哥的” ｕｇｅ“五哥”

３６ ｔｅ“今，令坐” ｄａ“支”

４０、４２ ｕ１ｍｅ１“勿” ūｌｍｅ“针”

４６ ūｇ１ｅｉ“五哥的” ｕｇｅ“五哥”

第二，《加圈点字档》增补或舍弃《成字档》句子成分 ２１ 处，详见表 ３。

表 ３　 《加圈点字档》增补《成字档》句子成分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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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５ ｌａｑ１ｃ１ａχ１ａ“断绝”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ｌａｑｃａχａ“断绝” ｂｅ“将”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６ ｉｏｗａｎ“袁”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ｙｕｗａｎ“袁” ｉ“的” ｂｉｔｈｅ“文书”

６ ｇ１ｕｗａｎｇｎｉｎｇ“广宁” ｂａｂｅ１“处将” ｇｕｗａｎｇｎｉｎｇ“广宁” ｎｉ“的” ｂａｂｅ“处将”

８ ｄ１ūｍｉｎ“杜明” ｊūｎｇ“忠” ɢ１ａｊｉχ１ａ“带来的” ｄūｍｉｎ“杜明” ｊūｎｇ“忠” ｎｉ“的”ɢａｊｉχａ“带来的”

１２、１４、１９ ｉｏｗａｎ“袁” 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ｙｕｗａｎ“袁” ｉ“的” ｂｉｔｈｅ“文书”

１８ ｂｉｔｈ１ｅ“文”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人” ｂｉｔｈｅｉ“文的”ｎｉｙａｌｍａ“人”

２３ ａｍｊｉ“伯父” ｊｕ１ ｉ“子” ａｍｊｉ“伯父” ｉ“的” ｊｕｉ“子”

２４ ｌｉｏ“刘” ａχ１ｕｎ“兄” ｌｉｏ“刘” ｉ“的” ａχｕｎ“兄”

３０ ｏχ１ｏ“成” 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ｏχｏ“成” ｂｅ“将” 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３４ ａｃ１ａｂｕ１χ１ａ“使和” 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ａｃａｂｕχａ“使和” ｂｅ“将” 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３５ ａｃ１ａχ１ａ“和的” ｄ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ａｃａχａ“和的” ｂｅ“将” 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３５ ｂａχ１ａｒａ“得到” ｄ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ｂａχａｒａ“得到” ｂｅ“将” 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３６ ｉｏｇ１ ｉ“游击” ｅｍｕ１“一” ｉｏｇｉ“游击” ｄｅ“于” ｅｍｕ“一”

３６ ｉｏｇ１ ｉ“游击” ｍａｍａ“祖母” ｉｏｇｉ“游击” ｉ“的” ｍａｍａ“祖母”

３６ ｂａｑ１ｓｉ“巴克什” ｅｍｇ１ ｉ“共” ｂａｑｓｉ“巴克什” ｉ“的” ｅｍｇｉ“共”

４３ ｌａｑ１ｃ１ａｒａｑｕ“不断绝” 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ｌａｑｃａｒａｑū“不断绝” ｂｅ“将”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４４、４５ ɢ１ｏｓｉχ１ａ“怜悯” 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ɢｏｓｉχａ“怜悯” ｂｅ“将” ｄａχａｍｅ“遵循”

４６ ｏχ１ｏ“已然” ｄ１ａχ１ａｍｅ１“遵循” ｏχｏ“已然” ｂｅ“将” ｄａχａｍｅ“遵循”

第三，《加圈点字档》舍弃《成字档》句子成分有 ５ 处，详见表 ４。

表 ４　 《加圈点字档》舍弃《成字档》多余句子成分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及解释

１８ χ１ａｆａｓａｉ“官员们的” 乾隆抄本作 χａｆａｓａ“官员们”

２４ χｏｎｇ“皇”ｔａｉｊｉ“太极” 乾隆抄本贴签回避

３３ ｌｏχ１ｏｉ“罗惠” 乾隆抄本作 ｌｏχｏ

４０ ｄ１ａｍｂａｇｕｉ“菸” 乾隆抄本作 ｄａｍｂａｇｕ

４０ ｄ１ａｍｂａｇ１ｕｉ“菸” 乾隆抄本作 ｄａｍｂａｇｕ

（三）《加圈点字档》抄录错误

《加圈点字档》抄错《成字档》有 １４ 处，详见表 ５。

表 ５　 《加圈点字档》抄错《成字档》文字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及解释

３、５ ｉｎ ｊｉｙ１ｕｕ“银住”
ｙｅｎ ｊｉｙｏｏ。 ｉｎ 作 ｙｅｎ，避清世宗御讳；ｊｉｙｏｏ，形
同音异而误

１０ “赵登”ｋｅｏ“科” ｇａｏ“高”，形同音异而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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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及解释

１７ ｃ１ ｉｎｇ“庆” ｙａｎｇ“阳”
ｃｅｎｇ“城” ｙａｎｇ“阳”，音节字母 ｃｉ 与 ｃｅ 形近

而误

２３ ｄ１ａｉｎｊｕ１“达音珠” ｄａɢａｊｕ“达噶珠”，笔误

２４ ｓａχ１ａｌｉｙａｎ“萨哈廉” ｓａχａｌｉｙｅｎ“萨哈廉”，形同而误

３１、３２ ｄａｊｉχ１ａｎ“达济罕” ｄａｊｉχａ“达济哈”，笔误

３３ ｇ１ ｉｍｂｕ１ ｌｕ１“济木布禄”
ｇｅｍｂｕｌｕ“格木布禄”，音节字母 ｇｉ 与 ｇｅ 形近

而误

４２ ｎａｄ１ａｎ“七”
ｎｉｎｇｇｕｎ “ 六 ”， 笔 误； ｅｍｕ１ ｔａｎｇɢ１ｕ ｄ１ｅｈ１ ｉ
ｎａｄ１ａｎ ｙ１ａｎ ｂūｈ１ｅ“给了一百四十七两”

４２、４２、４６ ｌｉｏ“刘”ｄ１ ｉｎｇ“定”ｓｅ“策” ｌｉｏｔｉｎｇｔｓｅ，ｔｉｎｇ 为 ｄ１ ｉｎｇ“定”之误读

４８ ｊｉｓａｍｉ“粹烟丝、烟草” ｋｉｊｉｍｉ“海参”，为误读

（四）《加圈点字档》改写《成字档》文字

第一，《加圈点字档》统一领属格词缀⁃ｉ（的）和⁃ｎｉ（的）的使用，详见表 ６。

表 ６　 《加圈点字档》统一领属格词缀⁃ｉ、⁃ｎｉ 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５ ｇ１ ｉｓｕ１ｎ“言语” ｎｉ“的” ⁃ｉ“的”

６ žｉｎｄ１ｅｌｉｙ１ａｎｇ“任得良” ｉ“的” ⁃ｎｉ“的”

６ ｇ１ｕｗａｎｇｎｉｎｇ“广宁” ｉ“的” ⁃ｎｉ“的”

６ ｄ１ūｍｉｎ ｊūｎｇ“杜明忠” ｉ“的” ⁃ｎｉ“的”

９ ｊｅｃ１ｅｎ“边界” ｎｉ“的” ⁃ｉ“的”

３７、３７ χ１ａｎ“汗” ｎｉ“的” ⁃ｉ“的”

３７ ｎｉｑａｎ“汉人” ｎｉ“的” ⁃ｉ“的”

４８ ｓａｎｊａｎ“参将” ｉ“的” ｔｓａｎｊｉｙａｎｇ“参将” ｎｉ“的”

第二，《加圈点字档》将《成字档》之尖音字更换为团音字，详见表 ７。

表 ７　 《加圈点字档》更换尖音字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８、１１、１１ ｊｉｙ１ａｎｓｉ“奸细” ｇｉｙａｎｓｉ“奸细”

２３、２４、２４、２４、２４、
２４、２５、２５、３６

ｓｉｎｇ“兴” ｈｉｎｇ“兴”

３６ ｊｉｏｗａｎ“绢” ｇｉｏｗａｎ“绢”
４０ ｊｉｙ１ａｎｇ“姜” ｇｉｙａｎｇ“姜”

４６、４６、４６、４６、４６、４６、４７、
４７、４７、４７、４７、４７、４７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ūｎ“将军” ｊｉｙａｎｇｇｉｙūｎ“将军”

·３２·



第三，《成字档》的长元音，在《加圈点字档》中被改为短元音，详见表 ８。

表 ８　 《加圈点字档》修改长元音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２７ ｙ１ｏｏｎｉ“全” ｙｏｎｉ“全”

２７ ｂｕｕ“给” ｂｕ“给”

３１ ｃｏｏｍａ“大酒盃” ｃｏｍａｎ“大酒盃”

３７ ｄ１ｏｓｉ“贪” ｄｏｏｓｉ“贪”

４０ ｓｉｙｏ“薛” ｓｉｙｏｏ“薛”

４６ ｌｏｏｓａ“骡子” ｌｏｓａ“骡子”

４７ ｙ１ｏｎｉ“全” ｙｏｏｎｉ“全”

第四，《加圈点字档》更改《成字档》读音和拼写，详见表 ９。

表 ９　 《加圈点字档》更改读音表

《成字档》页码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１６ ｔｉｙ１ａｎｓｏ“天祚” ｔｉｙａｎｄｚｏ“天祚”

１６、１６、１６、１７、１７ ｔａｉｓｕ１“太祖” ｔａｉｄｚｕ“太祖”

１６ ｔａｉｓｕ１ ｉ“太祖的” ｔａｉｄｚｕｉ“太祖的

２３、２５ ｓｅ１ｇ１ｅ“四哥” ｓｙｇｅ“四哥”

２６ ｓａｎ“站” ｊａｎ“站”

２６、３３ ｓｕ１ ｉ“水” šｕｉ“水”

３１ ｓｕ１ ｉ“翠” ｔｓｕｉ“翠”

３３ ｓａｎ“站” ｊａｎ“站”

３４ ｇ１ ｉｎｊｕ１“锦州” ｇｉｎｊｅｏ“锦州”

３６ ｓｉｃ１ ｉｎｇ“石青” šｉｃｉｎｇ“石青”

４０、４２、４２、４６ ｓｅ“策” ｔｓｅ“策”

４６ ｓａｉ“才” ｔｓａｉ“才”

４６ ｓū１“祖” ｄｚｕ“祖”

４７ ｇ１ ｉｎｊｕ１“锦州” ｇｉｎｊｅｏ“锦州”

第五，《成字档》的辅音 ｂ，《加圈点字档》改为辅音 ｆ，详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加圈点字档》更改辅音 ｂ 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５ χ１ａｂｉｒａｂｕ１ｂｉ“被迫后” χａｆｉｒａｂｕｆｉ“被迫”

５ χ１ａｂｉｒａｂｕ１ ｒａｑｕｃ１ ｉ“不被迫若” χａｆｉｒａｂｕｒａｑūｃｉ“若不被迫”

９、１０、１０、１２、１２、１５、２１ ｔａｉｂｉｎ“太平” ｔａｉｆｉｎ“太平”

３１ ｓａｂｉ“匙子” ｓａｉｆｉ“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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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１、３１ ｓｉｂｉｑｕ“簪子” ｓｉｆｉｑū“簪子”

３３ ｎｏｂｉ“人” ｎｏｆｉ“人”

４２ ｂｉｙ１ａｎ“胭脂” ｆｉｙａｎ“胭脂”

４３ χ１ａｂｉｒａｍｅ１“逼勒” χａｆｉｒａｍｅ“逼勒”

第六，《成字档》音节 ｓｉ、ｓｉｙｕ、ｓｉｏ，《加圈点字档》替换为 šｉ、šｕ，详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加圈点字档》更改辅音 ｓ 表

《成字档》页码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４、３０、３０ ｓｉｙ１ｕ１ｎ“日” šｕｎ“日”

１０、１２、２７、３３、３９、４０、４６、４６ ｓｉｏｓａｉ“秀才” šｕｓａｉ“秀才”

１３ ｓｉｏｒｄ２ｅｍｅ１“围绕” šｕｒｄｅｍｅ“围绕”

１３ ｆｕ１ｎｇｓｉｏｎ“臊” ｆｕｎｇšｕｎ“臊”

１８ ｓｉｏｗｅ１“竟然” šｕｗｅ“竟然”

３６、３６ ūｓｉ“五十” ｙｉ“一” ｕšｉｙｉ“五十一”

３７ ｓｉｏｍｉｎ“深” šｕｍｉｎ“深”

３７ ｆｏｒɢ１ｏｓｉｏｍｅ１“调转” ｆｏｒɢｏšｏｍｅ“调转”

３７ ｓｉｙ１ｅ１ ｒｉ“讹诈” šｅｒｉ“讹诈”

４４ ｓｉｏｓｉｈ１ｅｒｅ１“挑唆” šｕｓｉｈｉｙｅｒｅ“挑唆”

４４ ｓｉｏｓｉｈｅ１ｈ１ｅ“挑唆” šｕｓｉｈｉｙｅｈｅ“挑唆”

第七，《成字档》的元音 ū 或 ｕ１，在《加圈点字档》中改为 ｗｅ，且词首音节 ūｗｅ 或 ｕｗｅ，元音 ū、ｕ 被省

略，详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加圈点字档》更改词首 ū 或 ｕ 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４、５、８、８、１７、２４、２７ ūｉｌｅ１“罪” ｗｅｉｌｅ“罪”

７ ūｗｅｓｉｍｂｕ１ｋｉ“奏” ｗｅｓｉｍｂｕｋｉ“奏”

７、７、１１、１５、２１、３０、３０ ūｉｌｅ１“事情” ｗｅｉｌｅ“事情”

１３、１３、１８、４４ ūｗｅ１ｓｉｈ１ｕｎ“尊贵” ｗｅｓｉｈｕｎ“贵”

１３ ūｗｅ１ｓｉｍｂｕ１ｍｅ１“奏” ｗｅｓｉｍｂｕｍｅ“奏”

１５ ūｗｅ１ｈ１ｅｉ“石头的” ｗｅｈｅｉ“石头的”

１６ ūｗｅ１ｓｉｋｅ“－ｍｂｉ，上升” ｗｅｓｉｋｅ“－ｍｂｉ，上升”

１８ ūｗｅ１ｓｉｍｂｕ１ｃ１ ｉ“奏” ｗｅｓｉｍｂｕｃｉ“奏”

１９ ūｉｌｅ１ｂｅ１“事情将” ｗｅｉｌｅｂｅ“事情将”

３５、３５ ūｗｅ１ ｉｈ１ｅ“角、茸” ｗｅｉｈｅ“角、茸”

３９、４０ ūｉ“魏” ｗｅｉ“魏”

４０ ūｗｅ１ｓｉｈ１ｕｎ“贵” ｗｅｓｉｈｕ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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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４６ ｕ１ ｉ“魏” ｗｅｉ“魏”

４７ ｕ１ ｉｌｅ１“事情” ｗｅｉｌｅ

４７ ｕ１ｗｅ１ ｉｈ１ｕ“独木舟” ｗｅｉｈｕ“独木舟”

４７、４７ ｕ１ｗｅ１ｓｉｈ１ｕｎ“贵” ｗｅｓｉｈｕｎ“贵”

第八，《加圈点字档》用书面语形式替换《成字档》口语形式，详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加圈点字档》更换口语词汇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 ｄ２ｅｊｅ１ｍｅ１“烧” ｄｅｉｊｉｍｅ“烧”

３、８、２１、４０、４７ ｊａｌｉ“为” ｊａｌｉｎ“为”

４、４、５、１６、１７ ｂａｂｉ“白白” ｂａｉｂｉ“白白”

７、１３、２１、２２、２８、２８、
２８、３０、３５、３９

ｏｊｉｒａｑｕ“不可” ｏｊｏｒａｑū“不可”

１０ ａｌａｎｊｉｏ“令来告诉” ａｌａｎｊｕ“令来告诉”

１０、１１、４４ ａｙｏ“恐怕” ａｙｏｏ“恐怕”

１０ ūｍｕ１ｓｉ“着实” ｕｍｅｓｉ“着实很”

２０ χ１ｕｓｕ１ ｔ１ｅｌｅ１ｈ１ｅ“奋勉” χūｓｕｔｕｌｅｈｅ“奋勉”

２４ ｂａｎｊｉｒａｉ“生活” ｂａｎｊｉｒｅ“生活”

３０ ｈ１ｅｂｅ１ｄ２ｅｍｅ１“商量” ｈｅｂｄｅｍｅ“商量”

３１ ｊｕ１ｗａｒａｎ“大走” ｊｏｒａｎ“大走”

３５ ａｎｃ１ｕ１“耳坠” ａｎｃｕｎ“耳坠”

３５ ｎｅ１ｍｕ１“一” ｅｍｕ“一”

３８ ａｂｉｄ１ｅ“何处于” ａｉｂｉｄｅ“何处于”

４０、４０ ｓｅｆｕ１ ｒｅ１“把” ｓｅｆｅｒｅ“把”

４２ ｃ１ｕ１ｎｕ１χ１ｕｎ“银朱” ｃｉｎｕχūｎ“银朱”

４２ ｉｊａｆｕ１ｎ“梳” ｉｊｉｆｕｎ“梳”

４３ ūｍｕ１ｓｉ“着实” ｕｍｅｓｉ“着实”

４４ ａｂｉｄｅ“何处于” ａｉｂｉｄｅ“何处于”

４４ ｆａｃ１ｕ１ｈ１ｕｎ“乱” ｆａｃｕχｕｎ“乱”

４４ ūｒｇ１ｕｄ２ｅ“辜负了” ｕｒｇｅｄｅｈｅ“辜负”

４４ ūｒｇ１ｕｄ２ｅｈ１ｅ“辜负” ｕｒｇｅｄｅｈｅ“辜负”

４５ ｅｊｉｌｅ１ｈ１ｅ“占领” ｅｊｅｌｅｈｅ“占领”

４５ ｅｍｔ１ｅ“单身” ｅｍｔｅｌｉ“单身”

４５ ūｒｇ１ｕｄ２ｅｂｉ“辜负” ｕｒｇｅｄｅｆｉ“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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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４５、４５ ūｒｇ１ｕｄ２ｅｃ１ ｉ“辜负” ｕｒｇｅｄｅｃｉ“辜负”

４６ ｏｍｓｉｏｎ“十一” ｏｍšｏｎ“十一”

４７ ｔ１ｕｔｔａｌａ“那样多” ｔｕｔａｌａ“那样多”

４８ ｅｂｅšｅ１ｍｅ“游泳” ｅｂšｅｍｅ“游泳”

第九，《加圈点字档》按满语词汇特点改造《成字档》汉语借词语音形式，见表 １４。

表 １４　 《加圈点字档》改造汉语借词语音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５ ｃ１ａ“茶” ｃａｉ“茶”

３６ ｈ１ ｉｙａ“匣” ｈｉｙａｓｅ“匣”

第十，《加圈点字档》更改《成字档》汉语借词的拼写方式，详见表 １５。

表 １５　 《加圈点字档》更换汉语借词拼写方式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６、８、９、１０、１２、１４、１５
１６、１６、１７、１７、１７、１７、１９

ｉｏｗａｎ“袁” ｙｕｗａｎ“袁”

４、５、６、６、１６ ｌｉｏｏｄ２ｕｎｇ“辽东” ｌｉｙｏｏｄｕｎｇ“辽东”

８ ｄ１ūｍｉｎ“杜明”ｊūｎｇ“忠” ｄｕｍｉｎｇｊｕｎｇ“杜明忠”

１０、１９、１９、２０ ｊｏｏ“赵” ｊａｏ“赵”

１３、１３、１５、１５、１５、１５ ｌｉｏｏｄ１ｕｎｇ“辽东” ｌｉｙｏｏｄｕｎｇ“辽东”

２７、２９、２９、２９、３０、３１、３２
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６、３６

ｌｉ“李” ｌｉｉ“李”

３６、４４ ｍｏｏ“茂” ｍａｏ“茂”

满族入关前后，汉语职官名称的拼写差别较大。 依照乾隆时期的读音，《加圈点字档》更换《成字

档》的拼写方法，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加圈点字档》改换汉语职官名称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 ｂａｓｕ１ｎｇ“把总” ｂａｄｚｕｎｇ“把总”

６、１２、１４ ｃ１ａｎｇｓｉｏ“尚书” šａｎｇšｕ“尚书”

ｃａｎｇｓｉｏ“尚书” šａｎｇšｕ“尚书”

ｃ１ｅｎｇｈｉｙ１ａｎｇ“丞相” ｃｅｎｇｓｉｙａｎｇ“丞相”

ｃ１ａｎｓｕ１ｎ“千总” ｃｉｙａｎｄｚｕｎｇ“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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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ｆｕ１ ｊａｎ“副将” ｆｕｊｉｙａｎｇ“副将”

ｓａｎｊａｎ“参将” ｔｓａｎｊｉｙａｎｇ“副将”

ｓｕ１ｍｉｎｇｇ１ｕｗａｎ“总兵官” ｄｚｕｎｇｂｉｎｇｇｕｗａｎ“总兵官”

第十一，《加圈点字档》分开书写《成字档》连写的词语，见表 １７。

表 １７　 《成字档》连写与《加圈点字档》分写情况对比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５、５、６ žｉｎｄ２ｅｌｉｙ１ａｎｇ“任得良” žｉｎ ｄａ ｌｉｙａｎｇ。 ｄａ 为 ｄｅ 之误

４、６ ｂａｎｊｉｒｅ１ｂｅ１“将生活的” ｂａｎｊｉｒｅ“生活的” ｂｅ“将”

４ ūｉｌｅ１ｂｅ１“罪将” ｗｅｉｌｅ“罪” ｂｅ“将”

６、６ ｂａｂｅ１“处将” ｂａ“处” ｂｅ“将”

６、１４ ｂｉｎｇｂｕ１“兵部” ｂｉｎｇ“兵” ｂｕ“部”

６、９ ｇ１ūｒｕ１ｎｉ“国的” ｇｕｒｕｎ“国” ｉ“的”

６ ūｉｌｅ１ ｉ“事情的” ｗｅｉｌｅ“事情” ｉ“的”

７ ｇ１ ｉｓｕ１ｎｄ２ｅ“言语于” ｇｉｓｕｎ“言语” ｄｅ“于”

７ ｓａｍｂｉｄ２ｅｒｅ１“想必知道” ｓａｍｂｉ“知道” ｄｅｒｅ“想必”

７ ｔ１ｅｒｅ１ｂｅ１“将那个” ｔｅｒｅ“那个” ｂｅ“将”

８ ｓａｎｓａχｏ“三岔河” ｓａｎ“三” ｃａ“岔” χｏ“河”

９ ｂａｎｊｉｒｅ１ｂｅ１“将生活的” ｂａｎｊｉｒｅ“生活的” ｂｅ“将”

９ ｊａｑａｂｅ１“将物” ｊａｑａ“物” ｂｅ“将”

９ ｓｅ１ｍｂｉｄ１ｅｒｅ１“想必说” ｓｅｍｂｉ“说” ｄｅｒｅ“想必”

１０ ｇ１ūｒｕ１ｎｉ“国的” ｇｕｒｕｎ“国” ｉ“的”

１１ ａｌａｍｂｉｄ１ｅｒｅ１“想必告诉” ａｌａｍｂｉ“告诉” ｄｅｒｅ“想必”

１１ ｏｍｂｉｄ２ｅｒｅ１“想必可以” ｏｍｂｉ“可以” ｄｅｒｅ“想必”

１１ ｕ１ｑａｎｊｕ１ ｉ“逃人的” ｕｑａｎｊｕ“逃人” ｉ“的”

１２ ｂｉｎｇｂｕ１“兵部” ｂｉｎｇ“兵” ｂｕ“部”

１２ ｈ１ｅｎｄ１ｕｍｂｉｄ１ｅｒｅ１“想必说” ｈｅｎｄｕｍｂｉ“讲说” ｄｅｒｅ“想必”

１２ ｓｅ１ｍｂｉｄ１ｅｒｅ１“想必说道” ｓｅｍｂｉ“说” ｄｅｒｅ“想必”

１３ ｃ１ａχ１ａｒａｉ“察哈尔的” ｃａχａｒ“察哈尔” ｉ“的”

１３ ｄ１ｏｒｏｌｏｍｂｉｄ２ｅｒｅ１“想必行礼” ｄｏｒｏｌｏｍｂｉ“行礼” ｄｅｒｅ“想必”

１４ ｂａχ１ａｍｂｉｑａｉ“获得啊” ｂａχａｍｂｉ“获得” ｑａｉ“啊”

１４ ｊａｑａｄ２ｅ“由于” ｊａｑａ“由” ｄ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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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１４ ｍａｎｇɢ１ａｑａｉ“擅长啊” ｍａｎｇɢａ“擅长” ｑａｉ“啊”

１５、１５、１５、１５、１６ ｂａｂｅ“将处” ｂａ“处” ｂｅ“将”

１５ ｂａｉ“里的” ｂａ“里” ｉ“的”

１５ ｆｏｎｉ“时候的” ｆｏｎ“时候” ｉ“的”

１５ ｙｕ１ｎｇｌｏ“永乐” ｙｕｎｇ“永” ｌｏ“乐”

１５ žｉｎｄ２ｅｌｉｙ１ａｎｇ“任得良” žｉｎ ｄａ ｌｉｙａｎｇ。 ｄａ 为 ｄｅ 之误。

１６、１６、１６、１６、１６、１８ ｄ１ａｉｌｉｏｉ“大辽的” ｄａｉ“大”ｌｉｙｏｏ“辽” ｉ“的”

１６、１６、１６、１６ ｄ１ａｉｌｉｏ“大辽” ｄａｉ“大” ｌｉｙｏｏ“辽”

１７ ｂｅ１ ｉｓｅ１ ｉ“诸贝勒的” ｂｅｉｓｅ“诸贝勒” ｉ“的”

１７ ｂūｈ１ｅｂｉｑａｉ“给了啊” ｂｕｈｅｂｉ“给了” ｑａｉ“啊”

１７ ɢ１ｕｎｉχ１ａｂｉｑａｉ“想了啊” ɢūｎｉχａｂｉ“想了” ｑａｉ“啊”

１７ ｗａｎｌｉ“万历” ｗａｎ“万” ｌｉｉ“历”

１８ ｇ１ ｉｄ１ａš１ａχ１ａｃｉ“自从欺压” ｇｉｄａšａχａ“欺压了”ｃｉ“自”

１８ ｉｓｉｎａｍｂｉｑａｉ“到达啊” ｉｓｉｎａｍｂｉ“到达” ｑａｉ“啊”

１８ ｓｏｎｇｑｏｃｉ“从踪迹” ｓｏｎｇｑｏ“踪迹” ｃｉ“自”

１９、２１ ｂｉｎｇｂｕ１“兵部” ｂｉｎｇ“兵” ｂｕ“部”

２１ ｃｅｎｐ１ ｉｎｇ“陈平” ｃｅｎ“陈” ｐｉｎｇ“平”

２１ ｊａｎｇｌｉｙ１ａｎｇ“张良” ｊａｎｇ“张” ｌｉｙａｎｇ“良”

２１ ｊｕｇ１ｏｌｉｙ１ａｎｇ“诸葛亮” ｊｕ“诸” ｇｏ“葛” ｌｉｙａｎｇ“亮”

２３ ｂｅ１ ｉｓｅ１ ｉ“贝勒们的” ｂｅｉｓｅ“贝勒们” ｉ“的”

２３ ūｇ１ｅｉ“五哥的” ｕｇｅ“五哥” ｉ“的”

２４ ｊａｌｉｎｄ２ｅ“为于” ｊａｌｉｎ“为” ｄｅ“于”

２６ ｂａｑｓｉｓａ“巴克什们” ｂａｑｓｉ“巴克什” ｓａ“们”

２６ ｂａｑ１ｓｉｓａ“巴克什们”ｂｅ１“将” ｂａｑｓｉ“巴克什” ｓａｂｅ“们将”

２６ ｇ１ｅｎｅ１ ｒｅ１ｄ２ｅ“于去的” ｇｅｎｅｒｅ“去的” ｄｅ“于”

２７ ｋūｉ“库的” ｋｕ“库” ｉ“的”

２７ ｐｉｄ１ａｏ“皮岛” ｐｉ“皮” ｄｏｏ“岛”

２７ ｓūｊｅ１ ｉ“缎的” ｓｕｊｅ“缎” ｉ“的”

２７、２７、２７、３２、４０、
４２、４２、４３、４６

ūｇ１ｅｉ“五哥的” ｕｇｅ“五哥”ｉ“的”

２９、２９ ｃａｎｇｓｉｏ“长寿” ｃａｎｇ“长” šｅｏ“寿”

２９ ｐｉｄ１ａｏ“皮岛” ｐｉ“皮” ｄｏｏ“岛”

３０ ａｊａｉ“娘的” ａｊａ“娘” ｉ“的”

３０ ｉｎｅ１ｎｇｇ１ ｉｃ１ ｉ“自日” ｉｎｅｎｇｇｉ“日” ｃ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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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０ ｕ１ｑａｍｂｉｄ２ｅｒｅ１“想必逃亡” ｕｑａｍｂｉ ｄｅｒｅ

３１ ａｌχ１ａｉ“闪缎的” ａｌχａ“闪缎” ｉ“的”

３１ ｃ１ａｎｇｓｉｏ“长寿” ｃａｎｇ“长” šｅｏ“寿”

３１ ｄ１ａｌｉｎｄ２ｅ“在岸” ｄａｌｉｎ“岸” ｄｅ“于”

３１ ｅš１ｅｉ“小叔的” ｅšｅ“小叔” ｉ“的”

３１ ｆｕ１ｎｇɢ１ａｌａｉ“尾翎的” ｆｕｎｇɢａｌａ“尾翎” ｉ“的”

３１ ｊａｑａｉ“物的” ｊａｑａ“物” ｉ“的”

３１、３１ ｓūｊｅ１ ｉ“缎的” ｓｕｊｅ“缎” ｉ“的”

３２ ｂūｈ１ｅｂｉｈ１ｅ“曾经给了” ｂｕｈｅ“给了” ｂｉｈｅ“曾经”

３２ ｓｉｄ２ｅｎｄ２ｅ“于公” ｓｉｄｅｎ“公” ｄｅ“于”

３３ ａｉｔａｉ“爱塔的” ａｉｔａ“爱塔” ｉ“的”

３３、３３ ｅｓｅ１ｂｅ１“将这些人” ｅｓｅ“这些人” ｂｅ“将”

３４ χ１ｕｂｕ１“户部” χū“户” ｂｕ“部”

３５ ｐｉｄ１ａｏ“皮岛” ｐｉ“皮” ｄｏｏ“岛”

３６ ūｇ１ｅｉ“五哥的” ｕｇｅ“五哥” ｉ“的”

３７ ｓｅ１ ｒｅ１ｂｅ１“将说的” ｓｅｒｅ“说的” ｂｅ“将”

４３ ａｃ１ａｍｂｉｄ２ｅｒｅ１“想必应当” ａｃａｍｂｉ“应当” ｄｅｒｅ“想必”

４３、４３、４３、４３、４４ ｂａｂｅ１“将处” ｂａ“处” ｂｅ“将”

４３ ｂａχ１ａｍｂｉｄ１ｅｒｅ１“想必获得” ｂａχａｍｂｉ“获得” ｄｅｒｅ“想必”

４４ ｂｉｈ１ｅｑａｉ“曾经啊” ｂｅｈｅ“曾经” ｑａｉ“啊”

４４ ɢ１ｕｗａｉ“别人的” ɢūｗａ“别人” ｉ“的”

４５ ｇ１ｅｎｅ１ｍｂｉｄ２ｅｒｅ１“想必去” ｇｅｎｅｍｂｉ“去” ｄｅｒｅ“想必”

４６ ｅｒｅ１ｂｅ１“将这个” ｅｒｅ“这个” ｂｅ“将”

４６ šａｎａχ１ａｉ“山海关的” šａｎａχａ“山海关” ｉ“的”

４７ ｂｅ１ ｉｓｅ１ ｉ“贝勒们的” ｂｅｉｓｅ“贝勒们” ｉ“的”

４７ ｃｏｏχ１ａｉ“兵的” ｃｏｏχａ“兵” ｉ“的”

４７ ɢ１ｏｒｏｋｉｃ１ ｉ“自远方” ɢｏｒｏｋｉ“远方” ｃｉ“自”

４７ ｊｅ１ ｒｇ１ ｉｄ１ｅ“于等级” ｊｅｒｇｉ“等级” ｄｅ“于”

４７ χ１ａｆａｓａｉ“官员们的” χａｆａｓａ“官员们” ｉ“的”

４８ ɢａｉｊｕ“盖州” ɢａｉ“盖” ｊｅｏ“州”

４８ ｓｉｇｕｗｅ１ ｊｕ１“石国柱” šｉ“石” ｇｕｗｅ“国” ｊｕ“柱”

第十二，《加圈点字档》连写《成字档》分开写的词语，见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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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８　 《成字档》分写与《加圈点字档》连写情况对比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３ 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ｉ“的” ｂｉｔｈｅｉ“文书的”

５、５ ūｎｇｇ１ ｉｈ１ｅ“来送了” ａｑｕ“无” ｕｎｇｇｉｈｅｑū“未来送”

６ ｄ１ūｍｉｎ“杜明”ｊūｎｇ“忠” ｄｕｍｉｎｇｊｕｎｇ“杜明忠”

９ 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ｉ“的” ｂｉｔｈｅｉ“文书的”

１１ ａｉ“何” ｂｉ“有” ａｉｂｉ“有什么”

１１ ｔｕｂａ“那里” ｂｅ“将” ｔｕｂａｂｅ“将那里”

１１ ｂｉｙ１ａｎｄｚｉ“卞子” ｓｉｎｇ“兴” ｂｉｙａｎｄｚｉｓｉｎｇ“卞子兴”

１２ ａｂｑａ“天” ｉ“的” ａｂｑａｉ“天的”

１４ 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ｄｅ“于” ｂｉｔｈｅｄｅ“于书”

１６ ｂｅ１ｙ１ｅ１“自己” ｂｅ１“将” ｂｅｙｅｂｅ“将自己”

１６ ｊａｑａ“由” ｄｅ“于” ｊａｑａｄｅ“由于”

１６ ｔ１ūｒｇ１ｕｎ“缘由” ｄ２ｅ“于” ｔｕｒｇｕｎｄｅ“于缘故”

１７ ｊａｑａ“由” ｄ２ｅ“于” ｊａｑａｄｅ“由于”

１７ ｔ１ūｒｇ１ｕｎ“缘由” ｄ１ｅ“于” ｔｕｒｇｕｎｄｅ“于缘故”

１７ ɢ１ａｉｂｕ１χ１ａ“被取了” ｂｉｑａｉ“有啊” ɢａｉｂｕχａｂｉｑａｉ“被取了啊”

１９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人” ｉ“的”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人的”

２０ ａｂｑａ“天” ｉ“的” ａｂｑａｉ“天的”

２０ ａｎ１ｄ１ａ“ｎ”“顷刻” ｄ２ｅ“于” ａｎｄａｎｄｅ“于顷刻间”

２１ ｂｅ１ｙ１ｅ１“自己” ｂｅ１“将” ｂｅｙｅｂｅ“将自己”

２２ ａｃ１ａχ１ａ“和了” ａｑｕ“无” ａｃａχａｑū“未和”

２４、２６ ｂｏｏ“房” ｄ２ｅ“于” ｂｏｏｄｅ“在家”

２７ 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ｄ２ｅ“于” ｂｉｔｈｅｄｅ“于文书”

２７ ūｌｅ１ｂｕ１ｈ１ｅ“喂了” ｄ２ｅ“于” ｕｌｅｂｕｈｅｄｅ“于喂时”

２８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人” ｉ“的”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人的”

３０ ｂｉｔｈ１ｅ“文书” ｉ“的” ｂｉｔｈｅｉ“文书的”

３１、３１ ｄ１ｏｒｏ“礼” ｉ“以” ｄｏｒｏｉ“以礼”

３３ ｂｏｏ“房” ｄ１ｅ“于” ｂｏｏｄｅ“在家”

３４ ｂｉｙ１ａ“月” ｄ１ｅ“于” ｂｉｙａｄｅ“在月”

３４ ｇ１ｅｎｅ１ｈ１ｅ“去的” ｄ１ｅ“于” ｇｅｎｅｈｅｄｅ“于去时”

３５ ｕ１ｂａ“这里” ｂｅ“将” ｕｂａｂｅ“将这里”

３７ ａｑｕ“无” ｃ１ ｉ“若” ａｑūｃｉ“若没有”

３８ ūｊｉｈ１ｅ“养了” ａｑｕ“无” ｕｊｉｈｅｑū“未养”

３９ ｎｉｙ１ａｌｍａ“人” ｉ“的”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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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字档》页码及出现频次 《成字档》文字 《加圈点字档》文字

４６ ｂｅ１ｙｅ１“自己” ｂｅ１“将” ｂｅｙｅｂｅ“将自己”

４６ ｂｅ１ｙ１ｅ１“自己” ｉ“的” ｂｅｙｅｉ“自己的”

４７ ｂｅ１ｙ１ｅ１“自己” ｂｅ“将” ｂｅｙｅｂｅ“将自己”

４７ ｂｅ１ｙ１ｅ１“自己” ｂｅ１“将” ｂｅｙｅｂｅ“将自己”

４７ ｂｅ１ｙ１ｅ１“自己” ｄ１ｅ“于” ｂｅｙｅｄｅ“于自己”

《成字档》属于原始记录，内容及书写特点反映了天聪初期的满族社会及满语文的实际情况，弥足

珍贵。 乾隆年间重抄而成的《加圈点字档》，有其可取之处，值得称道。 但在抄录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

不该出现的问题，远不是新旧满文转换的简单修改。 所有这些错误及种种改变形式，在研究满语文时，
需要特别注意。

参考文献：
［１］ 赵志强．论满文《无圈点档》［Ｊ］．清史研究，２０１９，（２）．
［２］ 满文原档（第 ８ 册）［Ｍ］．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２００５．
［３］ 李光焘．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台北：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５９．
［４］ 满文原档（第 ６ 册）［Ｍ］．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２００５．
［５］ 满文原档（第 ７ 册）［Ｍ］．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２００５．
［６］ 清太宗实录（卷 ３）［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７］ 赵志强、江桥．《无圈点档》及乾隆抄本补絮［Ｊ］．历史档案，１９９６，（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ｏｎｇｇｉ ｆｕｋａ ａｋū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Ｔａｋｅ “‘ ｃｈｅｎｇ’ ｈｅｒｇｅｎ ｄａｎｇ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 ｈｅｒｇｅｎ ｄａｎｇｓ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ｉｌ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 ｔｏｎｇｇｉ ｆｕｋａ ａｋū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ｆｉ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 ｈｅｒｇｅｎ ｄａｎｇｓｅ”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１６２８）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ｈ （１６３１）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ｃｏｎｇ'ｓ
Ｊｉ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ｆｏｒ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 ｔｏｎｇｇｉ ｆｕｋａ ａｋū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ｐｉ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ｆｉｌｅ ｗａｓ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ａｉｚｕ ａｎｄ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 ｔｏｎｇｇｉ ｆｕｋａ ａｋū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ｓ ｓｏｍ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 ｃｈｅｎｇ’
ｈｅｒｇｅｎ ｄａｎｇ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ｉ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ｎｇｇｉ ｆｕｋａ ａｋū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ｔｏｎｇｇｉ ｆｕｋａ ｓｉｎｄａｒａ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 ｃｈｅｎｇ ”
ｈｅｒｇｅｎ ｄａｎｇ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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