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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材评估视角下的《原本老乞大》

王治理　周　丹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

摘　要：《原本老乞大》是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末年和李朝时期，为供朝鲜人学习汉语而以当

时北京官话为标准音编写的汉语会话教材，对早期域外汉语教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教材

评估的角度对其成功之处予以现代分析，有助于把其符合对外汉语教学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代发扬

光大，借鉴到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领域，突破现有教材编写的框架，寻求教材编写的创新。本文

将从语言、词汇、语法、编排体例、教学与文化五个方面对《老乞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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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乞大》是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末年和李朝时期，为供朝鲜人学习汉语而以当时北京官话为

标准音编写的汉语会话教材，成书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它是早期朝鲜汉语教学的通

用课本，是掌握汉语实现沟通目的之重要工具，是师生教与学的主要材料。［１］据考证，现存最早的

《老乞大》于１９９８年在韩国被发现［２］，我国于２００２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此书，更

名为《原本老乞大》。从古至今，《老乞大》的刊印版本众多，“《原本老乞大》是今天见到的《老乞

大》系列的最早的一个本子”。［３］

《原本老乞大》作为早期域外汉语教材，对朝鲜半岛的汉语教学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从教

材评估的角度对其成功之处予以现代分析，有助于把符合对外汉语教学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代发扬

光大，并把它借鉴到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领域，突破现有教材编写的框架，寻求教材编写的创

新。［４］

对外汉语界对于汉语教材的评估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确切的标准模板，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标

准体系是由赵金铭先生（１９９８）拟定的对外汉语教材评估表，此表由“前期准备、教学理论、学习理

论、语言材料、练习编排、注释解说、教材配套、其他”八个部分组成，评估表涵盖了从教材编写时间

上、内容上、效果上的三大范围，可以称得上是内容完整。而由林敏、吴勇毅（２００６）提出的较新的

一份评估表，包括“整体编排、词汇及解说、课文、语法注释、联系、形式及配套”［５］，此表试图从学习

者的角度出发展开评估，实用价值较大。《原本老乞大》作为一本朝鲜时期的汉语教材，完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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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应然性的现代对外汉语评估标准来打分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既没有完整的生词表，也没有配

套的练习手册；既没有语法习集，也没有详细的注释解说。因此，研究者应该根据文本的实际情况

来制定实然性评估标准［６］，这样才能发掘它的闪光之处。本文将结合《老乞大》文本及元末明初北

京官话汉语的实际情况，从语言、词汇、语法、编排体例、教学与文化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估。

一、语言方面

首先，《原本老乞大》中课文的语言体现出实用性与规范性。对外汉语教材课文选材语言应该

具有实用性与规范性。实用性指的是教材的选句选段应该具有交际功能，能够让学生活学活用，教

材的编排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和对象群体，不能过于书面和复杂。《原本老乞大》中的语段都是对实

际生活场景的再现，比如打招呼、投宿店家、买卖货物、宴请场景等，都很实用。规范性是指教材的

选句选段应该符合语言规范，比如语音规范、语法规范，要少出现或者尽量避免出现语言偏误和错

误。《原本老乞大》选用的语言是元代标准的官话，例如：通篇的第一人称“恁”（你）和第二人称

“俺”（我）呼应出现；“恁每”（你们）、“咱每”（咱们）、“学生每”（学生们）等人称复数的表达；“哏”

（很）、“底似”（十分）等副词表达；“伴当”（伙伴）“行货”（货物）“大都”（北京）等名词表达；“著”

（着）“则”（只）等助词表达，这些语言完全是元代北方汉语口音的书面反映，是官话标准语音的实

时记录，非常规范。此外，选用生动实际的口语语言，比如：“伴当，恁从那里来？”、“如今那里去？”、

“哥哥，你贵姓？”、“咱每今夜那里宿去？”、“这里到大都有几程地？”问来处、问去处、问姓名、问目

的地、问行程，这些问句的称谓、疑问词、语序，使用的都是当时的通俗口语。口语区别于书面语的

重要一点就在于口语简单生动、通俗活泼。《原本老乞大》通篇都是口语化的真实记录，课文中两

国商人的一问一答，无不透露着真实生活的气息和灵动，比如：

“伴当，恁如今那里去？

我也往大都去。

既恁投大都去时，俺是高丽人，汉儿田地里不惯行。你把似拖带俺做伴当去，不好那？

那般者，咱每一处去来。

哥哥，你贵姓？

我姓王。

本家在那里住？

我在辽阳城里住。

恁大都为甚么勾当去？

我将这几个马卖去。

那般呵更好。俺也待卖这几个马去。更这马上驼著的些小毛施、贴里布，一就待卖去。

既恁卖马去呵，咱每恰好做伴当去。”［７］

以上这些口语对于古代到中国行商的外国客人来说尤为实用，且相较于书面语，口语更容易让

教学对象掌握。

其次，《原本老乞大》有其重点学习的语言项目。现今的对外汉语课本里，从生词、句型、语法

到对话和文章，分门别类，对应详解，每一个系列都有重点学习的语言项目。《原本老乞大》尽管没

有像现代的教材一样有系统的归类，但其口语化和商务化的编著倾向却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在全

文９９个小分段中，就有１７次提到了钱财价格，其中马价２次、米价２次、布价５次、草料价格１次、

住宿价格２次、牙税钱１次、羊价１次、小装饰品物价１次、人参价１次。以布价为例，第一次是王

姓商人问朝鲜商人，布是多少钱进货，多少钱可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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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那绫绢锦子，就地头多少价钱买来？到王京多少价钱卖？”

高丽人回答道：

“俺买的价钱，薄绢一疋十七两，打染做小红里绢，绫子每疋二十五两，染做鸦青和小红。绢子

每疋染钱三两，绫子每疋染钱，鸦青的五两、小红的三两。更绵子每两价钱一两二钱半。到王京，绢

子一疋卖五综麻两三疋折钞三十两，绫子一疋，鸦青的卖两六疋，折钞六十两，小红的卖布五疋，折

钞五十两。绵子每四两卖布一疋，折钞十两。通滚算著，除了牙税缴讲外，也觅了五利钱。”［８］

第二次是商人之间就“和织”、“和素”的布在讨价还价：

“你既知道价钱，你与多少价钱？

第三次还是说“段子”价钱。

第四次是在问不同质量的布匹的行情：

“这帖裹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

第五次是牙人以公道为出发点宣布了不同质量的布不同的价。

在这几次的问价回价中，学习者可以学到钱、分、锭、两不同的价格单位，料钞、择钞两种不同的

钱的计数，更细致一点的是颜色、材质、花色、染印方式不一样，最终布匹的价格也是不同。类似这

样详细计价描述还有羊马等动物、人参等药材以及一些零零散散的卖货郎物什儿，都是些元末明初

时期中朝贸易的常见种类。商品价格、商务贸易、利息税钱，都体现出《原本老乞大》有其重点学习

的语言项目。

二、词汇方面

（一）生词重现率

现代对外汉语课本有关词汇方面的评估主要集中于“生词重现率”这一项。词汇是语言学习

的基石，词汇学习无外乎不断地练习、重复和记忆，因此，课文里的“生词重现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原本老乞大》的作者并没有朝着一定的生词重现率刻意为之，但实际看来，书中新词汇的出

现并不都是一纵即逝的。每一小节对话有其中心意思，新话题带出了新生词，并且在小节对话中尽

量重复运用。就以开篇第一段为例：

伴当，恁从那里来？

俺从高丽王京来。

如今那里去？

俺［往］大都去。

恁几时离了王京？

俺这月初一日离了王京。

［既］恁这月初一日离了王京，到今半个月，怎么才到的这里？

俺有一个伴当落后了来。俺沿路上慢慢的行著［等］候来。为那上，迟了来。

那伴当，如今赶上来那不曾？

这［个］伴当便是，夜来才到。恁这月尽头到的大都那到［不］得？

知他，那话怎敢道？天可怜见，身己安乐呵，也到［得］［有］。［９］

“伴当”一词出现了４次，“恁”一词也是４次，“俺”一词５次，“那里”２次，“从……来”２次，

“去”２次，“王京”４次，“大都”２次，“如今”２次，“离了”３次，“月”４次，“日”１次，“到”３次，“才

到”２次，“那”５次，“来”４次。画线部分均是有重复的部分，由此可见在同一话题下，教材中词汇

的主动重复率还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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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量的扩充也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句意表达由词汇构成，词汇量越多，学习者语言

表达能力也就越易达到多样性。《原本老乞大》全本共计９９个小节，书中通过同类型词语的成群

出现，以此达到扩充词汇量的目的。如表１所示：

表１　例举《原本老乞大》出现的同义词类

小节 话题 具体名词内容

第二节 书籍 论语、孟子

第七节 粮食价格 粳米、小米、面、羊肉

第十节 布匹 薄绢，里绢、绫子、绢子，绵子、绵绢

第十一节 亲属关系
姑舅、哥哥、姨兄弟、弟兄、舅舅、姑姑、亲两姨、房亲两姨、母亲、姐姐、妹

妹

第二十四节 高丽田地井 井、瓷砖、丈、石头、钢盔、瓢儿，井绳、帖落

第五十三节 亲属称谓
父亲、母亲、伯父、叔父、伯娘、婶子、姐姐、姐夫、二哥、三哥、阿嫂、姊妹、

兄弟

第五十七节
马（好马）

曳刺马、骟马、赤马、黄马、?色马、栗色马、黑综马、白马、黑马、灰马、土

黄马、绣膊马、白脸马、五明马、桃花马、青骢马、豁鼻马、骒马、怀驹马、环

眼马、乖骄马、烟薰马

马（歹马） 窜行马、钝马、眼生马、撒蹶的马、前失的马、口硬马、口软马

第六十七节 羊 羝羊、臊胡羊、羯羊、?［羊历］羔儿、母?［羊历］

第六十八节 布料花色

茶褐暗花、鸦青胸背、象牙底儿胸背、六花暗花遍金羂子、云肩暗花、和

织、和素、红绫生绢、红里绢、绵?、丝?、销金段子、披毡、毡衫、油单、罟

罟、裁帛、腰瞃、鸦青、鸭绿、柳青、大红、小红、肉红、桃红、茜红、银褐、鹅

黄、金色、茶褐、麝香茶褐、酒浸茶褐、紫
!

丝、红腰瞃袄子

第六十九节 马具
鞍子、辔头、大、小、攀胸、［革占］、鞍桥子、雁翅板、镫彻皮、肚带、笼

头、牵控、编缰、缰绳、兜颏、闸口、汗替、皮替、替子

第七十四节 亲属称谓

翁翁、婆婆、父亲、母亲、伯伯、叔叔、哥哥、兄弟、姐姐、鯝妹、外甥、癙儿、

癙女、舅舅、女婿、妗子。又婶母、姨姨、姑姑、姑夫、姨夫、姐夫、妹夫、外

甥女婿、叔伯哥兄弟、姑舅哥哥兄弟、房亲哥兄弟、两姨哥兄弟、亲家翁、

亲家母、亲家伯伯、亲家舅舅、亲家姨姨

第七十五节
马车部件 车轴、车钏、车

"

、车头、车梯、车厢、车辕、绳索

马车名称 楼子车、库车、驴骡大车、驴驾辕车、马癆子车、坐车儿

此外，文本中第七十六段还有１２种蔬菜名、８种下酒菜、１５种果子、６种动物身体部位名称，第

七十七段有４种药丸名称，第九十六段有５２种零碎行货的名称，第九十七段有１２本书名……词汇

组群的集中出现，在有限的篇幅内极大扩充了学习者词汇量，同义词的出现有利于学习者辨析区分

词语意义，类比学习更容易加深学习者的记忆。

（二）量词的用法

量词是汉语中最有特色的一类词，它是与一定的词语相对应的。但《原本老乞大》中特别强调

量词的用法，比如钱财的量词有“定、两、钞、钱”，文中一共出现了２３处钱财量词，在提到如何计算

牙税钱的时候有这样一小段课文：“俺这八十五定价钱里，该多少牙税钱？你自算。一两三分，十

两三钱，一百两该三两。八十五定钞计四千二百五十两。牙税钱各该著一百二十六两五钱。牙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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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都算了也。”［１０］这一小段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钱财量词，因主人公是商人的缘故，文本中对于钱银

计算、叫法都很准确、规范。同时也说明教材的编写者注意到了“量词”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

地位。

三、编排体例方面

文中一共有９９个小节对话段，每个对话段有其中心话题，表２分别将其罗列出，比较直观：

表２　《原本老乞大》每节概括标题

第一节 初次见面寒暄 第二节 学习内容

第三节 学习方法 第四节 为什么学习汉语

第五节 师生关系 第六节 你往哪里去

第七节 往年马匹、布匹和粮食价格 第八节 今晚哪里住宿

第九节 牲口草料价格 第十节 绫绢绵子价格

第十一节 伴当亲戚关系 第十二节 住店投宿

第十三节 割草料 第十四节 住店吃饭

第十五节 住店价格 第十六节 住店条件

第十七节 店家提醒行商安全 第十八节 行商危险举例故事一

第十九节 行商危险举例故事二 第二十节 行商危险举例故事二续

第二十一节 口授如何取井水 第二十二节 商量喂马事宜

第二十三节 打井水 第二十四节 高丽田地井是什么样子

第二十五节 喂马 第二十六节 过桥

第二十七节 投店 第二十八节 投店点菜吃饭

第二十九节 看商量行李 第三十节 店家给看行客人送饭

第三十一节 遇到新伴当 第三十二节 吃饭

第三十三节 商讨住宿问题 第三十四节 求住百姓家

第三十五节 跟百姓寒暄 第三十六节 百姓不愿留宿高丽商人

第三十七节 商人说服百姓留宿 第三十八节 留宿问价

第三十九节 留宿吃饭 第四十节 留宿喂马

第四十一节 商人欲放马 第四十二节 留宿睡觉

第四十三节 谈夏店 第四十四节 买茶饭

第四十五节 喝酒 第四十六节 识钞问题

第四十七节 行路投店 第四十八节 再次投店

第四十九节 入住 第五十节 店家建议投市卖马

第五十一节 伴当问路 第五十二节 问行货和价格

第五十三节 问亲属安好 第五十四节 问价格、伴当和住处

第五十五节 酒后道别 第五十六节 卖马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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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节 细分马的种类 第五十八节 讨论马的价格

第五十九节 买家还价 第六十节 牙人保价

第六十一节 卖家强调要好钞 第六十二节 牙人写文契

第六十三节 牙人念文契 第六十四节 商定牙税价格

第六十五节 买家欲毁契 第六十六节 准备卖买别的货物

第六十七节 买卖羊 第六十八节 议价买卖锦缎

第六十九节 买卖马具 第七十节 买卖弓

第七十一节 买卖弓弦 第七十二节 买卖箭

第七十三节 买卖漆器家具 第七十四节 请客茶饭

第七十五节 马车种类 第七十六节 赌射输家宴请客人

第七十七节 看医生 第七十八节 讲述及时行乐的道理

第七十九节 讲述教导小孩的道理 第八十节 讲述惩恶扬善的道理

第八十一节 讲下人扶侍官长的道理 第八十二节 讲述照顾朋友的道理

第八十三节 讲述了一个不务营生的败家子的故事 第八十四节 穿衣奢华

第八十五节 腰系各种美玉 第八十六节 帽子式样繁多

第八十七节 靴子式样繁多 第八十八节 败家子的现状

第八十九节 商量回程 第九十节 牙人参与卖人参

第九十一节 牙人参与买卖布匹 第九十二节 买家还价

第九十三节 牙人定价 第九十四节 识印记钞票

第九十五节 商量回程货物 第九十六节 准备零碎行货回程

第九十七节 准备书籍回程 第九十八节 街头算命

第九十九节 行程结束辞别伴当

从这些小标题中可以把《原本老乞大》简单分为七大部分，如表３所示：

表３　《原本老乞大》章节分类

总类 分类标题 小节范围

第一部分 如何与人打招呼 １－６节；１１节；３１节；３５节

第二部分 如何找店留宿吃饭 ８节；１２－１６节；２１－３０节；３２－３４节；３６－４９节

第三部分 行商路途事项 １７－２０节；７４－７７节；９４节

第四部分 买卖物品和价格 ７节；９－１０节；５０－５５节；６６－７３节

第五部分 牙人参与的正常商业活动 ５６－６５节；９０－９３节

第六部分 人生态度部分 ７８－８８节

第七部分 回程准备 ８９节；９５－９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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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具体的章节内容比例如图一：

图一　《原本老乞大》章节内容比例图

这是一个完整的高丽商人来中国行商的故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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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带领高丽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都一系列的情节，都表现了“重义气、广交友”的思想；对朋友要

如同弟兄一般照顾，在朋友有难或者生病的时候予以接济和照顾，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

·颜渊篇》）的思想贯穿教材始终。

其次是强调“礼尚往来”、“宾至如归”的待客之道。比如在投宿住店点菜的时候，酒肉必不可

少，要相互信任，要豪爽待人；又如在商量晚上值夜、喂马、看行李等问题，都是依次轮流排班；再如

介绍中国人宴请讲究大排场、元朝商人宴请宾客与朝鲜地区宴请方式的不一样，并且还介绍了商人

之间相互宴请、宴请的人数、习惯的菜色、宴会上流行的游戏等。既向学习者展现了招待宾客的场

景，又介绍了宴请规格和习俗；既让学习者提前了解中国人“尚礼”的思想文化，也为他们融入商业

圈打下背景知识基础。

再次是提倡“诚信为本”、“以和为贵”、“谦虚礼让”的传统美德。立好买卖契约之后不得反

悔，要根据契约内容缴纳牙税，是做生意要诚信的表现；第七十九节强调教育小孩要尽心尽力，休教

小孩说谎奸诈懒惰，是“为人诚信”的表现；遇到商业纠纷之时，也要请第三方即牙人主持公道，根

据契约内容，和平、合理解决纠纷；第八十一节主张下人扶侍长官、下级对待上级的时候要谨言慎

行、用心服侍，这是“谦虚谨慎”的表现。另外，文中第八十三到八十八小节运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了

一个父母过世之后不务营生的败家子的故事，强调做人不能过度奢华，让听者以此为鉴，这是在向

学习者宣扬“勤俭节约”的中华美德。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评估，可以看出，《原本老乞大》这部域外汉语教材的编排不仅符合

对外汉语教学的规律性，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值得现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借鉴。

注释：

［１］狭义上讲教材又称为课本，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

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实现一定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是师生教与学的主要材料，也是考核教学成绩的主

要标准”。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ｐ１４５，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２］“１９９８年，韩国清北大学南权熙教授在整理大邱市一位私人藏书者的藏书时，发现了古本《老乞大》”。参见汪

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原本老乞大解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４页。

［３］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原本老乞大解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页。

［４］赵金铭（１９９８）提到过教材评估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以往的教材进行评估，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优良传统，把

符合规律性的东西发扬光大，但更重在教材的更新，注重教材编写框架的突破，通过评估寻求教材的创新”。

参见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８年。

［５］李泉：《对外汉语教材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７６页。

［６］教材评估的类型总体上可以分为实然性评估和应然性评估两大类：“实然性评估只管教材的实施是否达到设

计要求、编写过程是否遵循了所制订的编写原则、课文的编写或者样本的采集是否有利于预期教材目标的实

现”，“应然性评估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学科发展和教材编写发展的角度，站在合格乃至优秀教材的高度来评

估教材”。李泉：《对外汉语教材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７０页。

［７］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原本老乞大》，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９页。

［８］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原本老乞大》，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０页。

［９］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原本老乞大》，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６页。

［１０］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原本老乞大》，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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