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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资料显示，
作为一本闽东方言韵书，
《加订美全八音》成书于
1906 年左右，目前所见
的版本仅有福建省图书
馆藏福州福灵堂刊本（一
册本）和福建师范大学图
书馆藏家刻本（线装本二
册本）。

记者向两馆求证，福
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检索到
确有两本光绪丙午岁镌版
《加订美全八音》在架开放
阅览，但为影印本；福建省
图书馆则回复称未查到该
书馆藏。

丁老师表示，福州方
言汉语辞典在福建省档案
馆也属首见，若将其与档
案馆既有馆藏的、1870年
美国传教士编写的《DIC⁃
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中译《福州方言英文辞
典》）结合来看，足以勾勒
出英语-福州话-普通话
三者间的语言文化脉络，

对福州方言与语义学研究
很有意义。作为一本清
代的方言工具书，这本
《加订美全八音》虽然破
旧，但少有缺页，保存基
本完整，很具史料价值；
它也反映了一段时期福
州话音系的全貌，记录着
一批方言词汇，从中可以
管窥地区历史语言与文
化特色的百年流变，很具
历史性与地域性。同时，
一本福州方言辞书，却由
上世纪初赴马来西亚的
福建籍华工从诗巫带回，
足以感受到福州方言语
系的扩散与福建华侨文化
对当地的影响力。

由于历经岁月的洗
礼，老字典的书页已经很
脆，也存在不少霉变、虫卵
与蛀洞。丁老师希望，这
本书能够尽快由有关机构
进行专业保存，以保护这
份珍贵古籍免受进一步损
坏，为福州方言留下更多
宝贵历史记忆。

海都讯（记者 林涓/文
梁展豪/图） 在福州长乐梅
花镇有句古话：“有办无办
镜箱（梳妆台）便桶（马桶）
铁铁硬，多穷多富红裙不
放。”意思是不论家庭贫富，
在女子嫁妆中，梳妆台、马
桶、红裙是不能少的。其
中，红裙则被视作最珍贵的
嫁妆。今年 67岁的刘琴琴
是长乐梅花镇梅南村的刺
绣能手，她不绣枕头巾、桌
帘，只在妇女穿的红裙上穿
针引线，绣出的牡丹含苞欲
放，绣出的喜鹊栩栩如生。
她说，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式
传统服饰的美。近日，记者
前往探寻刺绣红裙的故事。

梅花镇梅东村的街头，
一间小小的店面，便是刘琴
琴守护幸福的起点。走进
店内，陈列摆放的红裙精美
又喜庆。

刘琴琴告诉记者，相传
明万历年间，琉球绣工蔡红
亨（民间称蔡姑婆）因刺绣
技艺高超，被召入宫刺绣龙
袍，途经梅花港，将自己家

传的刺绣技艺传授给梅花
的乡亲。梅花家庭妇女在
家操持家务的同时，常做
些针线活贴补家用，所以
刺绣技艺总是由家中妇人
继承，而女儿的红裙由母
亲亲绣，自此红裙刺绣技
艺代代相传。

“梅花家家绣红裙是历
代传统习俗。”刘琴琴说，女
子结婚时，必须穿戴红裙，
象征着幸福美满、吉祥吉
利；当妇女“百年”后，也必
须穿上当年父母送给她的
珍贵的红裙回归自然，以示
圆满地完成一生。

从小耳濡目染刺绣红
裙的刘琴琴，15 岁起便在
梅花绣花厂里学简单刺
绣。她好学不倦，很快练出
一手好功夫，不管多复杂的
图案都不在话下。25岁结
婚后，她到金峰镇一家大绣
花厂，成了一名刺绣师傅。
10 年后，她的技艺更加精
湛，为了照顾儿子她回到梅
花镇，在家里干起了红裙刺
绣的活。

“刺绣选用的布料质量
好，所用的线全是纯蚕丝。”
刘琴琴说，绣制红裙必经选
料、绘图、刺绣几道程序。
首先选用质量较好的红色
绸布、纯蚕丝所制的彩色绣
线，然后根据客户要求进行
花色图形设计，最后将图案
摹到红布上刺绣。“大多绣

有牡丹、梅花、凤凰、彩蝶、
花鸟等图样,以体现喜庆之
意。”她的针线活，针脚密
实，绣出的花或鸟，活灵活
现并富有立体感，深受喜
爱。不仅其他乡镇，就连台
湾同胞也被她的红裙绣花
所吸引。

刘琴琴的儿媳周云对

红裙刺绣十分感兴趣，她
准备把刺绣手艺传承给周
云，让这门手艺能够得以
延续。“红裙背后，凝聚了
多少母亲绣手千针万线
的努力，无论她们嫁到哪
里 ，红 裙 都 是 一 生 的 记
忆，我希望能一直守护她
们的幸福。”

百年老字典 藏着福州方言记忆
福州一市民称，系爷爷于上世纪40年代从南洋购回，但一直不知其用法；省档案馆

工作人员表示，此为《加订美全八音》，版本全省罕见，对福州方言研究具重要意义

一袭红裙尽芳华
海都记者探寻长乐刺绣红裙的故事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林雅璇 文/图

“爷爷传给我的，能找到会用的人吗？”近日，福州市民黄
先生向智慧海都平台报料，他手中有一本爷爷留下的福州
话-普通话字典，但身边无人知道它的使用方法。福建省档
案馆保管利用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此系清代福州方言韵书

《加订美全八音》，其存本在全省可能都较为罕见，对福州方
言学、音韵学、文字学以及词汇学方面研究或具重要价值。

记者见到，老字典没有
封面，扉页上用清秀的字体
写着“黄仲叶”——那正是
黄先生爷爷的姓名。古籍
的纸张泛黄发脆，边角不规
整，墨色不匀，书页有污渍
和破损。纸页很薄，手掌轻

轻摩挲其上，有轻微的凹凸
感。各式破损掩盖了原本
的纸润墨香，但掩不住厚重
的历史感。

黄先生说，依稀辨得其
中的发音都是“福州话”，初
步判断这是本福州话-普通

话字典，但不知道它的使用
方法。爷爷去世后，他也一
直在找亲朋好友询问（字典
用法），但没有人知道。

记者在内页中看到，在
字典凡例的末尾处，主人注
明：南洋诗巫巴杀街买来，

价钱英币叁角伍分，1936
年。黄先生介绍，上世纪
初，爷爷跟随华侨领袖黄
乃裳，从闽清前往马来西
亚做工，在诗巫购得这本
字典，后于上世纪 40 年代
回国。

这究竟是本什么书？
记者求教福建省档案馆。
档案馆保管利用处的丁老
师仔细翻阅后告诉记者，此
书名为《加订美全八音》，
由古田人钟德明编订。资
料显示，钟德明系晚清时福
建最早的教会学校（今福州
格致中学的前身）的教师。
在更早的福州话韵书《戚林
八音》的基础上，他发动当

时格致、文山书院等学校的
福州十邑师生共同编写而
成，主要以福州音为正音
标准，也混杂周边各县方
音的部分特点。师生们
在编写该书时为每个音
节加注了平话字（19 世纪
早期来福州的英美传教士
根据福州话韵书《戚林八
音》设计出的一种罗马化文
字，也称作“福州话罗马

字”）的写法，为读者提供
了发音参考。

检视全书后，我们发
现，该书主要由“凡例”、“总
目”、“字头”与正文部分组
成。丁老师推断：“正文的
注释较为简化，只提供使用
者根据读音找到正确汉字
字形，但并不对字义进行更
多解释。”她以“伦”字为例，
字典只在后列给出了一个

“伦常”的常用组词；后一个
“纶”也只给出了一个“经
纶”的常用组词。对于一些
没有什么常用组词的字，如

“哢”，字典则简单解释为
“鸟声”。这样的释义方式，
给字形的准确检索提供了
进一步参考，需要使用者本
身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对
自己的行文表达已经心中
有数。

字典历经岁月洗礼
希望能得到专业保存

系师生共编方言韵书

留存近百年 无人知道字典用法

刘琴琴在制作红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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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出的花鸟活灵活现，
富有立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