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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汉语拼音作
为学习汉字、汉语必不
可少的工具，早已融入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谁能想到，中国拼音
文字运动的先驱竟然是
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标
准的闽南人，他就是卢
戆章先生。

1854年12月，卢戆章
出生于福建同安县古庄
乡。他9岁入学，18岁参加
科举，县考名列前茅，府
试却落第，从此不入科
场。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
中国大门以后，厦门首先
成了“五口通商”的开放
城市。卢戆章在邻村英埭
头执教时，恰逢“欧化东
渐”，他参与基督教活动，
受西方文化影响尤深，思
想也随之发生变化，故与
科举制度进一步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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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攻英文。1879年回厦
门后，寓居鼓浪屿内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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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浪屿，他应英
国传教士马约翰的聘请，
帮助翻译《华英字典》。彼
时，外侮内患，国难当头，
这激发了正直知识分子
的爱国思想。卢戆章发现
4亿中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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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这样的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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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几年苦心孤诣，卢戆章
于1892年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
著《一目了然初阶》一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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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抄全文，自费刻
成木版，并由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
印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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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学习十分风行，连外国人来学
的也不少，都称赞简便易学。

《一目了然初阶》是卢戆章对汉
语拼音的第一次试验和探索，该书
的出版揭开了中国语言现代化的序
幕。卢戆章创造性地采用了拉丁字
母作为汉语拼音，这在当时是史无
前例的。卢戆章的大胆尝试为“汉语
拼音方案”的广泛推行打下了坚实
基础。在《一目了然初阶》里，卢戆章
设计了15个声母、33个韵母、14个鼻
化韵母、8个声调，声母和韵母的写
法采用的是拉丁字母符号及其变
体，这套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在
拼写方法等多个方面与我们目前使
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相同，为“汉语
拼音方案”的设计提供了诸多借鉴
和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卢戆章在设计
拼音方案时形成的词式文本思想，
也影响了后来的《汉语拼音正词
法》。《汉语拼音正词法》最主要的原
则是分词连写，划分词而后照词书
写的思想，卢戆章早在《一目了然初
阶》就具备且开始实践。为了能够让

更多人享受到通过拼音
学习汉字的便捷，卢戆章
于1898年委托时在工部
虞衡司任职的安溪人林
辂存上书，请求光绪帝将
他的字学新书颁行天下。
光绪皇帝钦批“著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戆章
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
奏”，但因戊戌政变被耽
搁。

卢戆章是一个有开
放思维的“发明家”，他认
为切音字只在闽南推广
未免太狭窄，为此第二步
添拼音通话，增加字母拼
音成全国通用的国音。他
由此出版《中国切音字
母》，进而又出版《中国新
学》和《中华新字》，花费
了毕生心血。1905年，卢
戆章把经过修订重写的

《中国切音字母》专程送
到北京，请求推行。但学
部与外务部互相推诿，最
后译学馆的文典处审查
后，拟了一通3000多字的
长批予以驳回。当时的知
识分子都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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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戆章处在一个
国力贫弱、“维强图新”的
时代，法师西洋，自求富
强，是他唯一的愿望。

不过，此次打击让卢
戆章明白恳求朝廷推行
的路行不通，于是他改变
策略，努力向社会宣传。
回厦途经上海时，卢戆章
再次修订内容，以《中国

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的书名出版，
并制订官话、福州、泉州、漳州、厦
门、广东等6种切音字方案。同时出
版的还有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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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在北京
召开，卢戆章被委派为福建省的会
员，年过六十的他，仍不辞辛苦参
会。回厦门后，卢戆章又先后出版了

《中国新字》《中华新字》二书。1920
年，全国读音统一会会长吴稚晖写
信向主漳的闽南总司令陈炯明推荐
卢戆章：“闽南欲作文化运动，不可
无此君耳！”于是，卢戆章应陈炯明
聘请，到漳州教授注音字母。回到鼓
浪屿后，虽年已古稀，但卢戆章仍每
天教一大批人学切音字，“有从而问
学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把他
倡导的汉字拼音付诸实践。1928年12
月28日，卢戆章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享年75岁。卢戆章一生除提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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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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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加

对民营企业的依法保护成为今年
全国两会上的热议话题之一。而在去
年，国务院发布《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条例》，意在鼓励扶持个体工商户的大
发展。那么古代是如何支持“个体工商
户”发展的呢？

唐代严禁官员经商争利

唐代商业已很发达，从事商业活
动的商人日趋活跃。由于当时市场店
铺可租赁给他人经营，收取房租获利，
因此有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在两市
或近市之处建造店铺出租以谋取厚
利。天宝九年，唐玄宗曾下诏书予以整
治：“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
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
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
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
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法，具
名录奏。”

尽管经过整治，官员出租商铺有
所收敛，但仍有不少官员改由身边的
家丁、奴婢代其负责店铺的出租与收
益。对于这种日益严重的违规行为，唐
玄宗下令要求这些店铺每月租金不得
高于五百文，以防止官商牟取更大的
暴利。

实际上早在唐初，朝廷就曾颁布
命令，禁止官员经商争利。贞观元年，
唐太宗颁布敕文：“五品以上，不得入
市”，即禁止中级以上官员入市牟利。
唐玄宗则下令：“诸王公主及官人，不
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
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开元二十
九年，再次下令“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
客舍邸店车坊”，即禁止官员利用职权
建置旅馆停车场等非法牟利。

宋代全方位提高商人地位

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宋
代却是一个商人少受歧视的朝代，经
商环境宽松，并开始允许商人参加科
考和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
和提高。

宋朝建立后，即颁布了一系列恤
商的律令。宋太宗曾诏令：“自今除商
旅货币外，其贩夫妇细碎交易，并不得
收其算”，即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
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不仅如此，为
了解决茶法的弊端，宋太宗命三司使
陈恕主持茶法改革，陈恕曾举办过听
证会，邀请茶商参加，听取他们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
人，俾各条利害”，最后形成比较优化
的方案。

宋初依然沿袭前代的法律禁止商
人参加科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到宋英宗治平元年便下诏令：

“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
解”，从而给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
压制、束缚的商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

有了入仕官场的可能和依据，这是很
大的进步。在宋《渑水燕谈录》中就有
商人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记载 :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
物，晚年家颇丰富。择子侄之秀者，起
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仍，侄杰、仿，
举进士第，今为南曹令族。”

元代保护商贾行商安全

元代的商业政策也是十分宽松
的，“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而“征商
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只有
交易成功以后才收取税费，在往来运
输的过程之中是不需纳税的。元代商
税本来就轻，规定“三十取一”，为了鼓
励商人到边远地区经商，元政府对商
税不断减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敕上
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后又减上都税课，
于一百两中取七钱半。有时甚至对过
往上都、和林等地经商之人，给予“置
而不征”的免税政策，大大激发商人经
商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元代商业的发
展。

元朝开国初期，社会秩序尚未恢
复，以致“盗贼充斥，商贾不能行”。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元政府采取得力可
行的安全措施，对商人行商予以保护：
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
均设置巡防弓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来到中国旅行，对所见商人经
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商旅来说，
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
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
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他们的安排是每
一投宿处都设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
骑步兵驻扎。傍晚或天黑后，官吏率录
事来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加盖印章后
店门关闭，翌日天明后官吏率录事来
旅店，逐一点名查对，并缮具详细报
告，派人送往下站，当由下站官吏开具
单据证明全体人员到达。”

清代发放贷款给予扶持

进入清代，尤其是清乾隆帝执政以
后的商业产业政策，在打造百年老店、
树立品牌经营上给予扶持。当时，北京
的商户经过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驰名商
号，为京师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其中医
药行业就有大小药铺三四百家，有“同
仁堂之丸散膏丹，西鹤年之汤剂饮片”
之说，而同仁堂名气尤其大。

同仁堂坐落在正阳门外的大栅
栏，于康熙四十一年创办，可见历史悠
久。雍正元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
声誉日隆。乾隆十八年同仁堂因变故，
经营难以维持。由于皇家需要同仁堂
药房，便帮助同仁堂招商，实行认股合
资经营，此后，同仁堂股份越来越多，
到嘉庆二十三年同仁堂股东发展到21
人、股银43800两。这说明，当时京城的
一些名店开始在朝廷的扶持下实行股
份制经营改造，使之得到发展后续动
力，终成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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