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紀中後期 (1860-1899) 
粵語基督教典籍資料庫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2019.05.27



目錄
項
目
介
紹

使
用
方
法

研
究
意
義

參
考
資
料



項目介紹



計劃背景

 自19世紀初馬禮遜抵穗後，不少傳教士相繼東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於焉展開。

為了方便傳播教義，他們在當地學習粵方言，並著手編寫和出版基督教書籍。

 反映了當時本地居民的口語面貌，屬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彌足珍貴

而且極具學術研究價值，對研究基督教在粵方言區的傳教

活動及早期粵語翻譯史有重要史學價值。

 目前傳教士典籍的保育狀況並不理想，未有系統性的保存

 電子化資料利於文獻保存，也便於查閱



 保存和推廣香港開埠早期(1860-1899，十九世紀中後期)粵語基督教典籍及相

關粵語文本資料。

 建立一個免費、公開使用的網上資料庫，供全球各地對香港開埠早期語言、

歷史、文化，以及香港基督教文化歷史有興趣的人士查閱。

 並為語言學、神學、宗教學、翻譯學等學術領域學者提供學術文獻資料，推

動粵語及各文化研究範疇的深入研究。

研究目的



資料庫介紹

本項目「十九世紀中後期（1860-1899）香港粵語基督教典籍資料庫的建構」（網站：

http://chaak.epizy.com）受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通過對十本19世紀中後期的粵語

基督教典籍的數字化，建立了供公眾、教內人士及同行學者使用的數據語料庫。



資料庫所收文獻簡介

《親就耶穌》（1865）
Newman Hall著Mr. French譯

全用粵語口語寫就的宣教書冊，
採用直接與讀者對話的方式，例
如開篇的介紹：「我所愛嘅朋友
呀。我想講親就耶穌嘅事。嚟話
過你知。」

《悅耳真言》（1874）
作者不詳，Little Happer譯

記敍耶穌行異蹟故事的粵語小冊子，
僅十三面，共約三千字。雖然與
《親就耶穌》一樣，採用了第一人
稱敘述的方式，但本書與讀者互動
的部分不多，也沒有太多宣教的成
分。

《約翰傳問答》（1888）
作者不詳

以講義形式，解釋《約翰福音》
各章節的內容，並摘錄每課課文
的金句，藉此加深讀者對耶穌和
基督教的認識。作者又於課文後
列出該課意旨，透過發問引導讀
者思考箇中要義。

《粵語口語讀物》（1894）
James Dyer Ball 著/譯

英文書名為：How to Speak Cantonese: 

Fifty Conversation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本書收集了當時不同的
粵語口語篇章，並附英文翻譯及羅馬
拼音。前部分多介紹簡單粵語口語，
後半部則加入部分書面語用詞。



所收文獻簡介

《天路歷程》（1871）、《續天路歷程》（1870）
John Bunyan著 George Piercy譯

約翰•本仁所著的基督教文學作品，英文原名為The Pilgrim’s Progress, 共
上下兩部。這兩本小說是晚清新教來華傳教士宣揚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
生活的一部重要著作，影響殊鉅，甚至成為傳教士所翻譯的，除《聖經》
之外（包括各種方言本）刻印出版最多的宣教讀物之一。粵語土話版的
《天路歷程》和《續天路歷程》是由循道會（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俾士所譯。

《四福音-羊城土白》

粵語單篇譯本《馬太福音》於1862年
首先出現，由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出版。
《約翰福音》和《路加福音》兩本福
音書分別於1862年和1871年由英國聖
經公會在香港發行，當時的翻譯以廣
州城內土話為粵語的標準，並以馬禮
遜譯本為基礎。



資料庫的建構過程

01 02

0304

研判、確定資料庫的用途、

規模、可擴展性和持續發

展

設計和規劃

按設計建構粵語基督教典籍

資料庫，具備查詢、檢索、

統計等基本功能

.

資料的應用

選擇所需類別文獻，考慮其格式

和比例，為文本錄入做準備

材料選擇和收集

將十本文獻材料全文鍵入電腦後，

作後期加工，包括：儲存、校對、

修改、刪除、更新等管理。

文本錄入與編輯



公開、免費、長期有效 資料庫所收集之粵語文
本資料範圍廣泛

文獻按類別分類：
聖經經卷和屬靈書籍

可以查閱書頁圖像掃描檔，並可導出所需資料，
包括搜尋結果的出處、年份、章節、頁數及內文

具有文字檢索功能，能閱覽關
鍵字詞所在句子及上下文資料

資料庫的特色



網站使用方法與舉例



1. 於瀏覽器輸入網址：http://chaak.epizy.com, 進入資料庫。

2. 資料庫由資訊列、搜索欄、搜尋條件和結果四部分組成。

3. 使用者可在「搜尋」方格上方的「書目」區選擇一本或數本文獻作為搜索範圍，

如果未設定搜索範圍，輸入關鍵字/詞後將默認在資料庫的所有文獻中進行搜尋。

選擇搜索範圍



4. 搜尋結果會於頁面右方以條目形式顯示，每頁預設10條條目，顯示數量可自行調整。

搜索結果說明



5. 每個條目包含關鍵字/詞（紅字）所在的內文以及出處、年份、章節（如適用）和頁碼。

6. 若關鍵字/詞的出處非四福音書，使用者可以使用「前後三句」查看條目內文的前後三個分

句；若出處是四福音書，可在結果頁面最右一欄比較該節經文在不同版本中的表述。

搜索結果說明



8. 收錄於資料庫內的十本文獻均附有書頁圖像掃描檔。使用者可利用「結果」頁面最後一

欄的「掃描」鍵檢視該條目所在的書頁圖像。

書籍掃描檔使用說明

資料導出功能說明

9. 使用者可在「結果」方格右上方的「複製」及「下載Excel」鍵導出所需資料，包括搜尋

結果的出處、年份、章節、頁數及內文。



研究意義



短期研究意義

中期研究意義

 電子化香港的早期粵語文獻，能使這些珍貴的文本得到更妥善的保護

 資料庫免費、公開，方便公眾、教內人士及同行學者查閱相關資料

 資料庫中文獻一些是在香港出版的，另一些是當時在香港及其他粵方言區常用的典籍，

反映了當時本地居民的口語面貌，可以幫助有興趣的人士了解早期香港社會

 為保存、推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出貢獻

 資料庫可供全球各地對香港開埠早期語言、歷史、文化，以及香港基督教文化歷史有

興趣的人士查閱。



長期研究意義

 透過本計劃的相關宣傳活動和推廣計劃，可使廣大公眾及學界更了解有關文化

和歷史。

 資料庫將於長期架設與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網頁，可為更多學術研究

提供資源和靈感。

 能為香港及各地的粵語共時和歷時研究建立堅實資料庫基礎。

 有助於推動粵語演變的動因研究。

 資料庫亦能為文學、神學、宗教學、翻譯學等學術領域學者提供學術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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