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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叔湘先生辞世已经六年，今年是先生百岁诞辰，语言研究所将举行学术讨论会隆重纪念，同时
又出版了这本精美的《吕叔湘》画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著名语言学家的生活道路和学术历程。
 　　打开画传，一下子走进吕先生的世界，那许许多多熟悉的、不熟悉的片断、一一映入眼帘，浮现
在脑海中，我又一次沿着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试着去了解他，认识他。
 　　先生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
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
像许多与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吕先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志向
根深蒂固，爱国主义、崇尚科学是吕先生这一辈学术大师的精神特点。
他亲见旧中国积贫积弱、黑暗腐败的现实，亲历战乱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苦，这些都使他的思想
感情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因而他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社会，珍惜新生活，以“越活越年轻”的心态和
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
记得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
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
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根子上，可以作为对吕先生思想的最简约而深刻的诠释。
 　　吕先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古典文献和传统小学的功底。
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又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既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又立足于汉语的实际，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
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开创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大师之一。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
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把通和专、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文献研
究和活的语言研究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吕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
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
他一生中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
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发行四千多万册，不仅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而且还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他热心普及语文教育，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工作，七十七岁
高龄时还认真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怎样为中学生讲语法》，他几乎有求必应，认真回复中小学教师
的来信，被称为中小学教师的挚友。
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耳提面命传授治学经验，而且还亲自为许多认识的和
不认识的人修改文章，有的，还给予经济上的长期资助。
他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他在后辈学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根本无法计量。
像他这样的大学者，能这样自觉地以学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服务，能这样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和心血用于普及语文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能这样谦虚、亲切地跟人民群众沟通、交流，这是怎样
一种崇高的境界啊！
每当回忆起这些事迹，都令人肃然起敬。
六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后加的，叫做《人民的语言学家——吕叔湘》，
我觉得，吕先生是当得起“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一崇高称号的。
 　　画传中还披露了吕先生的家庭生活以及与学生、朋友等交往的一些情况。
吕先生家家风敦厚朴实，夫妻相敬，兄弟友于，尊长慈爱，子女孝顺，既有中国传统特色，又有现代
民主精神。
吕先生爱家人、爱学生、爱朋友，对他们充满了爱心和责任感。
在吕先生家，吕师母是最有凝聚力的人物，七十多年中她与先生同甘共苦，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
，是先生事业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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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师母比吕先生仅小半岁，今年百岁初度，仍能生活自理，真是大德大福之人。
在纪念吕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也要为吕师母祝福，祝吕师母身体康健，福寿齐天。
 　　吕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其实仍旧和我们在一起。
打开各种语言学期刊和一本本新出的语言学著作，在参考文献中吕先生的论著总是赫然在目，先生的
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依然在启迪着、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成为后人学术创新不得不参考
的重要成果。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这些年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势头良好，新的研究基地陆续建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人层出不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
总之，我国语言学事业后继有人，我国语言学事业大有希望，吕先生，您就尽管放心吧！
 　　回想二十六年前，我和杨成凯、李崇兴、王菊泉、周流溪、黄国营、陈平等六位师兄弟幸立墙垣
，成为先生的关门入室弟子，亲聆教诲，沐浴春风，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幸福时光，师恩如山
，终生难忘。
现在六位师兄弟都学有所成，聊可慰藉先生于九泉。
六年来，我经常怀念吕先生，每当我计划写一篇文章而思路理不清时，就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
，跟他谈谈一定能得到启发；每当自己研究偶有新得时，也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让他也分享
我的愉快，庶几可稍减他老人家对我这些年“不务正业”的失望⋯⋯ 　　六年前，吕先生的骨灰埋在
香山一处山坡上，没有任何记号。
陪伴吕先生的是山峦翠柏，是阵阵松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愿吕先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安息
吧。
 　　这是一本纪念吕叔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画传，收录了大量的吕叔湘先生生活和工作的照片，以
及多种吕先生著作的早期版本和手稿、书信等文物，内容包括“求学的道路”、“战乱年月中的教学
与著述”、“还将老笔写年华”、“晚年情怀”等七部分，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著名语言学家的
生活道路和学术历程。
　　读者对象：适合一般读者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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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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