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100038409

10位ISBN编号：7100038405

出版时间：2004-12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罗常培

页数：5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

内容概要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9日生于北京一个满族平民家庭。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
因父亲刚去世，不得不负起全家生活重担，一边读书，一边在众议院做速记，半工半读直至毕业，又
转入哲学系读了两年。
1921年离北大后，在京津两地教中学，并代理过校长。
1926年，到西安任西北大学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讲授音韵学。
次年回京。
1926年至1928年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
1929年到刚成立于广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专力研究中国音韵学和汉语方言。
193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兼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任教。
次年学校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入滇。
1940年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1944年赴美国讲学，1948年回国，继续在北大教书，并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被任命为所长。
他还被任命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49年)，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中国文字改
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1954年改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5
年)。
1954年和195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1951年起患高血压症，仍长期带病辛勤工作，终于不治，1958年12月13日逝世，刚满59岁。
 　　罗先生在学术界工作约30年，主要是在研究所专力研究和在大学任教；任教也从来没有停止研究
工作，而是将研究所得充实教材或开设新课。
例如《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就是在许多所大学教音韵学的讲义，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的逐
步深入，历时20余年，前后修订8次，才正式出版的。
研究、教书互相促进。
他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教出许多方面语言研究专门人才，不愧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
的一代宗师。
他的业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音韵学研究。
音韵学发展到20世纪初，上古音的声部和中古音的声类、韵类的分合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
了经过研究整理的大量资料。
如果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有新方法、新工具、新材料。
罗先生适逢其时。
他充分研究了前人各家音韵学著作，包括国外汉学家这方面的著作，全面掌握历代音韵资料。
在这基础上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音学方法，引用方言和梵汉、汉藏等对音材料，对音韵史上
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关于古代某些声韵母读音和音类分合的独到见解。
这方面的论文，如《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0年)、《知彻澄娘音值考》(1930年)，等等，都
是力作名篇。
常被引用。
另一方面，对音韵学中的某些术语，主要是等韵中的术语，做了使人容易理解的音理解释，如《释内
外转》(1933年)、《释重轻》(1932年)等。
罗先生的工作使传统音韵学从“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状态上升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
他还对前人某些较为生僻的音韵著作，用序跋的形式加以评介，给以音韵史中的适当位置。
为了填补传统音韵学从上古音到切韵音中间的一大段空白，他对汉魏南北朝的韵部进行了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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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沿切韵音往下延伸，研究近代音，写了《(中原音韵>声类考》等论文。
这就跟现代音相贯通了。
 　　二、方言研究。
罗先生研究汉语方言是跟研究汉语语音史密切相关的。
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专著《厦门音系》和论文《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
前者用历史的语言系统驾驭现代复杂的方音，后者用六朝韵文中所反映的方言特点帮助考证并构拟历
史语音。
1940年出版《临川音系》一书，把临川语音同切韵音和现代北京语音作了比较，对某些“特殊词汇”
作了语源学的探索。
1933年出版了《唐五代西北方言》，利用了梵汉、汉藏对音，在方法上是创新，是用现代语音学方法
去考证汉语古代方音的典范之作。
他还调查了在方言分类上很有价值的徽州方言，写过几篇介绍这个方言特点的文章，个别材料用作他
某些著作的例证。
广大官话(大北方话)内部差异的调查，那时还没引起方言研究者的兴趣。
罗先生独具只眼，抗战期间在昆明写了《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发表。
十余年后许多性质和名称都类似的书接连出现，为推广普通话起了重要作用。
罗先生这篇文章实开其先河。
他还对西汉杨雄《方言》以下，直至清末各家的方言著述，作出总结式述评。
罗先生方言研究的特色是贯穿古今，多作比较，不只是平面描写。
 　　三、民族语言研究。
他从汉语方言研究转入民族语言研究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
这里民族语言众多，语言学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引自他《语言学在云南》)。
他以身作则，鼓励并带领学生进行调查，曾三次为此去大理，平日在昆明也找发音人记录。
他调查了民家(白)语、纳西语、俅(独龙)语、怒语、景颇语、傈僳语、摆夷(傣)语。
发表了《莲山摆夷语初探》(与邢庆兰合著)、《贡山俅语初探》(中文、英文)、《贡山怒语初探叙论
》等。
有些材料用作他别的著作的例子，如《普通语音学纲要》(与王均合著)就引用不少；《语言与文化》
中也不难发现。
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年学者在他的带动下逐渐成为民族语研究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民族语言调查，他们起了骨干和种子作用。
 　　四、借鉴域外。
罗先生研究音韵史，早在20年代末就注意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学习汉语用罗马字母拼汉字的材料
，写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长篇论文(1930年，十余年后又写了补篇)。
后来这工作扩大到传教士之外的许多国外与汉语研究有关的著作，逐一单篇介绍。
又在大学开设《域外中国声韵学论著述评》课程，并编成讲义印发。
域外中国声韵学重要著作中当首推瑞典高本汉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作于1915—1926年)。
当年中央研究院打破不译书成例，特委托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经多年努力把此书由法文译
成中文，并改正其中错案，补充某些材料。
这个译本1940年出版以来，对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至今未衰。
罗先生除了在《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1935年)着重介绍高氏此书，还发表了专篇介绍。
罗先生顺着研究耶稣会士的汉语拼音往下走，从另一方向扩大到对我国拼音字母源流的研究。
这既是学术专题，也为配合当时的推行国语运动。
他研究了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制定前各家各派为标注字音或拼写口语的字母，陆续发表，后总
成《国音字母演进史》一书(1934年)。
50年代中期，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中，这书应需要改名为《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重印。
 　　五、铺起一条中国语言学新的路基。
语言学所以列为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和产生语言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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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临川音系》的叙论里，罗先生就论述了临川话和客赣话的历史关系。
后来这叙论抽出加以修订，单独发表，题为《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进一步阐明民
族迁徙和语言演变的关系。
40年代他在云南，结合语言调查，注意搜集有“父子连名制”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连大理荒郊
野外的墓碑也未放过。
他数次发表有关“父子连名制”的文章。
后来总成一篇分为三纲六项十三目的长文《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这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云南西部人数多、分布广的民家(白族)应属藏缅族；二是以大理为中
心的古南诏国(约8世纪至10世纪)的建国者是有父子连名制文化特征的藏缅族中的彝族和仍有这特征遗
迹的白族的祖先，而不是没有这特征的非藏缅族称为“白夷”或“摆夷”的傣族。
罗先生另一拓展语言学的力作是《语言与文化》一书。
这书写定于北京解放的炮声中，而框架构建和资料积累由来已久。
他用大量语言事实，论证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系，并“自信这本小书对中国语言学新路把
路基初步铺起来了”。
这书40年后重印，被推许为“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开创性著作”。
 　　六、音韵学的普及工作。
在这方面，罗先生主要从两项工作使深奥难懂的音韵学去影响社会：一是把音韵学延伸到文艺领域，
解决其中某些问题，显示音韵学并非一门孤立的“绝学”，而是与文艺相通，对文艺有用的学问。
他初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就写了《音韵学与戏剧》(1935年)、《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1936年)等从
课堂通向剧场的文章。
最能体现他这方面业绩的，是《北平俗曲百种摘韵》一书。
他用“丝贯绳牵”法归纳100种北平俗曲押韵而成。
1942年在重庆出版后，当地《新华日报》写专篇书评介绍，称它“就内容说，称得起是一本通俗的科
学著作，而所附的字汇，又可以实际帮助诗人们用来合辙押韵。
”这本书解放后曾两次重印(改名为《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可见受到社会重视。
罗先生普及音韵学知识另一方法是直接写些浅近易懂的有关音韵学的文章。
30年代，就有《音韵学研究法》一文(1934年)。
十年以后，又写了《音韵学不是绝学》(1944年)。
这两篇文章的十年中间，他写了一系列音韵学通俗性专题文章，如《从“四声”说到“九声”》(1939
年)、《四声五声六声八声皆为周氏所发现》(1941年)、《什么叫双声叠韵》(1942年)、《汉语的声音
是古今一样的吗?》(1942年)、《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1944年)等等。
他本来打算把这些文章集结为《恬庵说音》一书，跟《中国音韵学导论》相辅而行。
因出国讲学，无暇整理作罢。
 　　罗先生的一生业绩联系着我国语言学发展的许多方面。
诚如魏建功先生所说：“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最多的人。
”罗先生自己也说过：“我们的工作应为后人铺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他逝世40多年来，主要是近20多年来，我国语言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这正是他生前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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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知彻澄娘音值考梵文腭音五母的藏汉对音研究《中原音韵》声类
考释重轻释内外转释清浊《通志·七音略》研究《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汉语
方音研究小史杨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耶稣
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王兰生与《音韵阐微》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论龙果
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台词和语音学的关系从“四声”说到“九声”误读
字的分析四声五声六声八声皆为周氏所发现音韵学不是绝学校印莫友芝《韵学源流》跋《声韵同然集
》残稿跋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泰兴何石闾《韵史》稿本跋读牟应震《毛
诗古韵考》《榕村韵书》正名《十韵汇编》叙例校补本《十韵汇编》序《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再版自
序编后记附表一　六朝诗文鱼虞合用韵字表附表二　六朝诗文鱼虞分用韵字表附表三　四十九根本字
诸经译文异同表附表四　圆明字轮四十二字储经译文异同表附表五　梵藏汉字母对照表附表六　守温
字母源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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