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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戆章

卢戆章（1854-1928），汉语

拼音文字首倡者。字雪樵，福建

同安人，清末学者。曾到新加坡

学习英语，后参加了《华英字典》

的翻译，受教会所制罗马字的影

响，对汉字进行改革，创制了中

国切音新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的

先驱。

卢戆章出生之时，正值鸦片

战争（1840-1842）失败之后，帝

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

门，腐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签

订不平等条约任人宰割。为了救

国图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

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法师

西洋”。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

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被侵略，

是因为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

及；而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

是因为识字者少；识字者少，又

是因为汉字繁难，不是“切音为

字”。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大

门以后，厦门首当其冲，成了“五

口通商”的开放城市，外国商人和

传教士纷纷涌入。外国传教士还

在厦门首先推出厦门方言教会罗

马字———闽南白话字，在闽南一

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卢戆章出生地位于今厦门市

同安区大同街道古庄村。他生于

农民家庭，早年丧父，兄弟 6 人，

他排行最小，也只有他一人读书。

卢戆章 9 岁时被送进了私塾，家

里人希望他能读出个光宗耀祖的

功名来。可惜天不如人愿，18 岁

时，卢戆章参加科举考试，县试名

列前茅，但府试落第，没有考上秀

才。

处在当时“欧化东渐”的时代

背景下，卢戆章受到时代潮流的

影响，认为“求学期以济世，寻章

摘句胡为者”，思想开始发生变

化。他先是在堂兄卢贞赵家塾执

教 1年，后又在邻村英埭头执教 2

年。就在这时，邻村双圳头王奇赏

宣传基督教，他一听心甚向往，就

和学友洪克昌一起受业于王奇

赏，开始研究《圣经》和学习西洋

的科学知识，从此“感欧美各国皆

拼音成文，便恍然发改造汉字的

宏愿”。

1875 年，21 岁的卢戆章南渡

新加坡，半工半读，辛勤三载。25

岁回到厦门，住在鼓浪屿日光岩

下的内厝澳，因他既会厦门话，又

懂英文，所以“西人习厦话，华人

习英文，均奉以为师”。在教学中，

他更坚定音字改革的决心，益发

猛进不懈。在鼓浪屿，他又应英国

传教士马约翰的聘请，帮助翻译

《英华字典》。

当时，外侮内患，国难当头。

这激发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爱国思

想。卢戆章注意到 4 亿人口 80%

以上是文盲，书面语与口语严重

脱离，平民读书识字困难重重。为

了实现改革汉字的宏愿，他致力

研究漳泉十五音和话音字。漳泉

十五音即漳州方言韵书《雅苏童

十五音》和泉州方言韵书《汇音妙

语》；话音字即厦门话教会罗马

字，又称闽南白话字。他“恐漳泉

十五音字母不全，于是苦心考究，

至悟其源源本本”；又“嫌话音字

以数字母合切一字，长短参差，甚

占篇幅”。后来，“忽一日，偶触心

机，字母与韵脚（即十五音）两字

合切，拼法为一母一字合切成

音”。从此“尽弃外务，朝夕于斯，

昼夜于斯，十多年于兹矣”。有人

揶揄他说：“子真撼树之蚍蜉，汉

字之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

岂后儒所能增减”？可是他毫不动

摇，只是“一笑置之”。

经过十几年的苦心孤诣，

1892 年，卢戆章写成了厦门话的

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书

中拟订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

音新字”的拼音方案，提出了“语

言一律”的思想。书写成后，他自

己手抄全文，自费刻成木版，于

1892 年由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印

出版。书面两旁有一对联：“一目

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

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

斯，阴晴寒暑悉于斯”，足见其创

制切音字的良苦用心。

卢戆章创制切音字的目的，

是要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科学

文化水平，使祖国富强起来。书中

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读书人握

笔苦思，上面写着“思入风云变态

中”7个字。“风云变态”就是当时

国事动荡、变法图强的时代特点，

表现了卢戆章为救国图强而苦苦

思索的心态。

1992 年，纪念语文现代化

运动 100 周年座谈会上，与会的

专业人士一致认为，100 年的语

文现代化运动，从 1892 年卢戆

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起算。

《一目了然初阶》是我国第一部

语文现代化专著，它的出版，正

式揭开了我国语文现代化的帷

幕，因为书中的拼音字母叫做

“切音字”，所以清末的语文现

代化运动就被称作“切音字运

动”。

《一目了然初阶》里还有

两个用切音新字厦腔和汉字

厦门音注音的英文字母表和

英文数码 (卢戆章叫“大英吗

子”)表。英文数码用的是阿拉

伯数字,可见,在推广阿拉伯数

字方面, 卢戆章也是走在前面

的。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后，卢

戆章在鼓浪屿乌埭角和厦门二

十四崎脚招集船工、小贩开班

教学。他为了鼓励大家习识，还

通过考试给予奖赏。实践证明，

学习这种切音字，只需半年时

间就能写所欲言。一时十分风

行，连外国人来学的也不少，都

称赞简便易学。由于他热心推

行，“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

敝舌以诱之”。

1893 年他又在厦门出版了

《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

初阶》，“又恐推行不广，一刊再

刊，毕生汗血之资倾而不顾”。

他认为切音字只在闽南各属范

围推广未免太狭，为此第二步

添拼音通话，增加字母拼成全

国通用的国音。他由出版《中

国切音字母》，进而出版《中国

新学》，又再出版《中华新字》，

花费了毕生的心血精力。他将

《中国切音字母》一书两次上

呈朝廷，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

颁行。在恳求朝廷推行《中国

切音字母》行不通后，卢戆章

把进呈本《中国切音字母》略

加修改补充，在上海出版发

行，书名改为《北京切音教科

书》，另外又出版了一本《中国

字母北京切音合订》。在这两

本书的书名旁刊印了他的朋

友台湾富商林季商题赠的一

副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

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

愿教吾国进文明”。林季商是

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许地山

的内兄，即林祖密，其妹林月

森为许地山的发妻。

1913 年，教育部召开读音

统一会，卢戆章以华侨代表的

身份，被委派为福建省出席会

议的会员，这时他已 60 岁了，仍

不辞辛苦，到北京出席会议。

回厦门后，他对 1906 年的

切音字母加以修改，又于 1915

年、1916 年先后出版了《中国新

字》《中华新字》。邑绅林尔嘉在

为卢戆章所著《中华新字》的序

里写道：“吾有卢君戆章创为

新字，肆毕生精力，以求其所

著必传。尔嘉读君所作，知其

苦心独造，通俗易晓，故序而

刊之，以饷我国民，以告当世

有 教 育 之 责 者 ”。 这 一 年

（1916）卢戆章与林尔嘉筹组中

华新字促进会，并拟创《新字

月刊》和招生教授新字，后因

细故争执而停顿。

1920 年，教育部读音统一

会会长吴稚晖写信向驻漳的闽

南总司令陈炯明推荐卢戆章

说：“闽南欲作文化运动，不可

无此君耳！”陈炯明即聘请卢戆

章到漳州教授注音字母，此时

他已年近古稀。

同年，卢戆章和林尔嘉组织

了“切音字研究会”。卢戆章以

研究会的名义拟定《注音字母

与中华新字比较表》，列举注音

字母的六大缺点，同时设计了

一套厦漳泉方言注音字母，叫

做“闽南语注音字母”，呈请教

育部承认。对此，吴稚晖写信勉

励他说：“先生为首创音字之元

祖，虽笔画未依尊著，而先生不

朽之心思，仍寓于注音字母之

中，今之溯源流者，必举大名。

是千秋之业，不必在形迹间存

矣。”“闽南语注音字母”是卢戆

章设计的第四套拼音方案。

1948 年，倪海曙在《中国拼

音文字运动时（简编）》一书中

说：“卢戆章是中国人中第一个

有拼音文字观念和创制拼音方

案的人”。

1956 年，文字改革出版社

重新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

编者的“内容说明”这样写道：

“这是 1892 年出版的中国拼音

文字的第一种方案和第一本著

作。我们说中国拼音文字已经

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从这

个方案和第一本著作算起……

作者卢戆章一生从事拼音文字

工作四十年，是中国拼音文字

运动的一个先驱”。

1958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在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中指出：“从 1892 年卢戆章的

切音新字开始，当时我国的许

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

字改革，并且创作多种拼音方

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领导人对卢戆章在创制拼音

方案方面的历史功绩所作的

肯定。

卢戆章几十年中，不仅在创

制拼音方案方面，而且在推广

京音官话（即普通话），推行白

话口语，采用横排横写，提倡新

式标点，使用简体俗字，以及实

行分词连写，符号标调和注音

识字等方面都在我国开了先

河。

自 1892 年以来的厦门和全

国一样，语文现代化运动不断

发展，厦门不少有识之士认识

到推广“官话”（即普通话）和国

语的重要意义，先后编写一些

读本，并积极从事普通话的教

学与宣传。其中的《京腔官话正

续散语集》（1911 年）和《新出活

字快话机》（1920 年）还用拉丁

字母注音，它们基本上采用威

妥玛式，但不完全相同，是清末

切音字之后，“五四”国语罗马

字之前的两种拉丁字母拼音设

计。特别是卢戆章的门生乔仲

敏（北京人，早年在厦执教，又

是美国在鼓浪屿领事馆的职

员），他所著的《新出活字快话

机》对北京话音节结构作了科

学分析和描写，具有时代语言

学的观点，他的拼音设计有许

多是和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完

全一致的。从他的书中可以看

到，卢氏师生在推行共同语和

创制拼音字母方面的相承关

系。

卢戆章长女卢天德，其夫周

宗侨，是鼓浪屿英华书院英文

主任，也是著名语言学家周辨

明的兄长。次女卢天恩（天丽），

生子大鹏。因无男孙，后以外孙

大鹏为孙，更名明亮。

卢戆章毕生致力于拼音文

字运动，其戆气“可谓十足”。除

提倡“统一语言，以结团体”、

“认京音官话为通行国语”外，

还倡导表音字母化，文体口语

化，同时首创横排横写和标点

符号，因而被公认为中国拼音

文字运动的前驱和我国语文现

代化运动的揭幕人。其为国为

民的思想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民国 17 年 (1928 年)12 月

28 日，卢戆章因心脏病发作在

厦门逝世，享年 75 岁，葬于鼓浪

屿鸡山。

今日，游人漫步鼓浪屿环岛

路，可见到一座卢戆章铜像，铜

像底座采用中英碑文镌刻：“卢

戆章，厦门同安人，居住鼓浪

屿，语言学家。1892 年在厦门首

创切音新字，开中国拼音字母

之先河，并在推广京音统一语

言，推行白话口语、使用简体汉

字、提倡新式标点、实行横排横

写等方面，贡献卓著，是中国语

言现代化运动的先驱。”而铜像

背后，那条雕刻着拼音字母和

标点符号的 500 米小石道，一直

通向鸡山上的卢戆章墓，朴素

的墓碑刻着“发明中华新字始

祖卢公戆章佳域”。

参考书目：《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戆章》

卢戆章

《一目了然初阶》插图

□本报记者黄佳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