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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金智兄十年前早已有《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行世，余忝居赵师门下，曾被邀作序。
兹又拜读苏君新作赵传全文之序目，于赵师之“科学、语言、艺术与人生”更有全面之评述，仍索序
于余。
按苏君新作已极尽翔实，似无须再添辞费；但我自1935年从赵师不到三年，赵师即赴美讲学，从此睽
别三十余年。
从师之时虽短，但除与侪辈共沐春风外，而在人生方面，因师生双方又有通家之谊，印像更深，值得
记述一二，以充弦外之音。
    赵师之对我影响，除道德文章之外，不禁令我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中，有两处记载孔老夫子对
学生的评说，虽各只有四个字，而饶有情趣，颇异于全书中孔子所说关于“修齐治平”的大道理。
其一是“予欲无言”；其二是“吾与点也”。
我对这两句的感受，都在赵师门下之生活中得到印证。
    兹先简介此二语的出处：    《论语·阳货》原文：“子日：‘予欲无言。
’子路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日：‘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论语·先进》原文摘要：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
志，子路夸口他如治大国就能达到多大的功绩，“夫子哂之”。
冉有和公西华也谈了各自做官的愿望，夫子也没表态。
独曾皙待夫子问了他，才说他的想法与众不同。
孔子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皙于是说：    “‘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
’”    曾皙这几句只谈春游，而不及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在这次言志中，孔子对子路等三人所谈治
国的大道理并没有表态，有的还被轻视(“哂之”)；而独赞同曾皙所谈的生活乐趣(“与点”)，这在
全部《论语》中，孔子对弟子们的不讲“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而只谈自然生活甚至予以赞许，这恐
怕是全书中唯一的、特殊的一段记载，说明孔子有时也会流露出如此率真的感情。
    现在回到本题。
这两种感受基本可以实现在我和赵师的关系上。
赵师对其他学生的关系，因我们相处时日不多，不太清楚；但对我来说，他在我到所之前，所有的语
音实验仪器都是由他自己操作的。
丁声树比我早来一年，是专研传统音韵学，不会动用仪器。
我因在大学先读工程，对理化仪器比较熟悉。
我到职后，语音实验室的仪器就都交给我摆弄了。
(不过这样一来，对《传统语音学》就较少研究了。
)当时的语音实验设备，虽还简单，但已进口了欧美的分析语音的新产品。
那时句子里的语词还要一个一个地提出单字来分析量算。
分析一个辅音或元音，往往要花上一小时。
这样的工作，我们都经历过了，普通话全部的语音频谱，也都由好几个人用了不少时日，才完成了量
测而出版了。
这在当时的语言学界还是领先的。
    我在操作仪器时，赵师一任我自己去搞。
就是新进口的仪器，也让我去开箱验收，因为凡是进口的仪器，都有说明书交代清楚的，不用再作指
示。
如果我的实验做对了，他虽不说什么，我会看出他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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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整理赵师的存档时，发现一份罗师与赵师往来的信，那是我到所不久，罗师问起吴生的工作
怎样？
师回信说很满意。
赵师发的信每件都是留底的。
)这些都很能用上述的孔子的两句话来对照。
    一、关于“予欲无言”。
赵师一任我自己操作仪器，已如上述。
甚至遇到本该追究的事，他也宽大而不立即表态。
有一事令我记忆犹深。
就是有一次从国外进口一套最新产品的“语音频谱分析仪”，外汇价不低，是当时我国进口唯一的一
套。
此机照例由我开箱验收。
我急于试机，就插上了电门，糟了！
美国电器的电压从来都是110伏，而我国的市电都是220伏。
我本该懂得而没有注意，一插上电源，机器就烧了。
这一下子，全屋的同事们脸都吓黄了！
这还了得！
赔也赔不起呀！
不想赵师一点也没动声色。
我当时虽也吓着了，但懂得是什么缘故，就打开机背换上一根保险丝，马上就好了。
因为这是常识。
进口电器的电压与市电的不同，凡是在家庭中只要是常用电器的人，总会遇到这问题。
所以赵师并不过问。
这是赵师的“予欲无言”之一例。
    二、关于“吾与点也”，也可举一例。
在南京的夏天有一个中午，我们几个徒弟都蒙师母赏饭(这是杨步伟师娘最爱干的)，饭后大家在庭院
的树荫底下乘凉。
赵师让我们看看地上的树影，问有何特点？
——原来地上有许多日光的投影都是半圆型，而不是正圆型。
师兄弟们都没说出什么道理。
我朝天一看，顿时明白了，就回答说：“原来今天是日偏食。
树叶很密，露缝很小，就都起了‘针孔效应’，所以日光在地上的投影都成了半圆型，而且方向和天
上半个太阳的方向是相反的。
这正合乎针孔原理，也就等于照相机的镜头了。
”这时赵师略点了点头⋯⋯这也许可说是“无言”式的“吾与点也”。
    从上述的一段资料，使我想起当年的另一次经历。
那是1937年南京沦陷的前夕，我家已是家毁人存。
那时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个组的大部都已到昆明，赵师一家和同仁们都是乘火车经湘
桂、滇越铁路走的，而我一家四口买不起火车票，只好走公路，用了两个月，历尽艰危，于年底到昆
明归了队。
次年的阳春三月，工作和生活初定。
有一天赵师租了船，邀同仁和我们全家同游小西门外滇池的大观楼和对岸西山的太华寺。
从昆明的码头到西山的水路单程就要三四个小时。
太华寺建筑雄伟，头山门在山脚，往上还有几道山门，中殿在半山腰，大殿离山顶已很近，爬上去够
费力的。
赵师和同仁等已到中殿，我家人也已上去，但我和大师妹如兰还在二山门。
门内两旁很高的台座上有四大天王塑像，狰狞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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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竟出主意要借他们的法宝玩玩，她踩我的背上了台座，取下“南方增长天王”的宝剑，又给我取
了“东方持国天王”的琵琶。
于是我两人在山门外，一舞宝剑，一弹琵琶。
正在得意，上面老师喊了，要我们把法器还原。
于是她又爬上台座把宝器还到天王手里。
我两人到了山上，老师并未责备。
我到了大殿，纵目山下的八百里滇池，真是气势非常。
我们吃了野餐就下山了。
大家都困得东倒西歪，我也快睁不开眼了，但在“归棹”打着船舷的美妙节拍声中，我蒙咙中还默默
编些曲调来“伴奏”，此时已是物我双忘，但忽然想到了曾皙言志的那几句话：“暮春三月”、“冠
者”、“童子”⋯⋯“咏而归”⋯⋯今古多么相似。
    谁知后来赵师给我看一张照片，原来当时竟然把半山腰里的我和师妹两个淘气鬼都拍下了。
    老师抓拍弟子的这种行径，按常识来说，理由可能有二：一般是对破坏文物的取证；也可能是对年
轻人的淘气感觉有趣。
如果按当时的情景，赵师之对我们，不但不加责备，竟是欣赏了。
    以上所记的虽都是我们在师庭的生活琐事，也许更能反映赵师对我们融润无间的春风化雨，就作为
“序”的别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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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元任传:科学、语言、艺术与人生》中赵元任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也是开创我国近代音乐
新纪元的作曲家。
同时，他在数学、物理学、哲学等领域也颇多建树，堪称奇才。
在音乐艺术领域，表现出非凡的才华和创造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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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金智，博士，研究员，教授。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
用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
 研究兴趣：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历史，赵元任研究，港台语言研究，语言与文化研究，语言与法律研
究，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与研究，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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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10年7月赵元任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同年8月就动身到美国
。
8月上旬就到达上海，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准备出发。
8月16日乘坐“中国号”（S.S.China）轮船从上海启程。
这批留学生是由著名教育家，当时游美学务处教务长胡敦复护送的。
经过长期的海上颠簸，于9月初到达旧金山。
稍加休整，他们就分别被送往各大学。
赵元任等14人被送到纽约州绮色佳（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胡适也是其中的一
位。
 康奈尔大学建立于1865年，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创办的。
自学校成立后，其创始人就期待将康大办成一所全科型的新式大学，教授内容从文学名著至自然科学
，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无所不包。
此一理念最终发展成为康奈尔的校训：“我将建立一座任何人在此都能找到所有学科教育的机构”（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instruction in any study）。
该大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国际上负有盛名的高等学府。
 到美国留学的第二年，中国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
赵元任和同学们都十分兴奋，为革命的成功而欢呼。
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强大国家贡献力量。
 赵元任本来想学电机工程，在去美国的路上，胡敦复跟他讲了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帮助他弄
清楚了工科与理科的差别与关系，于是他决定学理论科学。
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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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9年拙作《赵元任思想学术评传》出版后，得到海内外学者和师友的不同方式的肯定，我把这些肯
定看成是他们对我的厚爱和对我今后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一种鼓励或鞭策，希望我在这个领域的研
究能够走得更远些。
十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在赵元任学术思想研究方面有所收获，特别要感谢我的三个前辈：陈原先生、
吴宗济先生和赵新那教授。
    陈原先生是我的业师，也是赵元任的粉丝，他所写的《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年谱>代
序》、《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序》以及《赵元任全集前言》等文章都充满了对赵元任的敬慕之情。
《赵元任全集前言》是他的绝笔之作，写于2001年八九月之间，2001年9月23日突发脑溢血，还没有完
成这篇文章就病倒了，在病床上煎熬了三年多，终于在2004年10月26日远离我们而去。
《赵元任全集前言》这篇文章最后两段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兼《赵元任全集》编委
会主任江蓝生教授最后帮助完成的。
陈老师把生命的最后几年都献给了《赵元任全集》的出版工作，他和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杨德炎
先生和江蓝生教授三人一起担任编委会主任，因此这项工作开始时抓得有声有色。
整个工作是在陈老师全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
记得陈老师在1999年深秋的一天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给中文系的师生讲社会语言学，我和柳凤运老
师都一起听他讲。
演讲结束后我们和中文系的领导和老师一起在二外门口的一家小餐馆用餐。
饭后陈老师说要到我二外院里的家里坐坐，一起商讨一下编撰赵元任全集的事。
一听说要商谈编辑赵元任全集，我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像我这样对赵元任学术
思想研究有浓厚兴趣的人，那高兴劲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一转念，我对老师说，换个地方聊吧，不是我不欢迎上我们家，因为我们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
，怕老师累着了。
老师说没问题，我还没到爬不上六楼的时候。
到了我家，气还没喘定，陈老师就急着要看一看我收集的赵元任论著到底有多少，我只好把专门放在
书柜子里的资料搬出来让陈老师看。
我在写《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时尽量找赵元任的原著阅读，但仍然有些资料没有看到，例如赵元任
在美国编写的用于中文教学的教材《中国话的读物》就没有找到。
陈老师仔细地翻阅了资料以后，要我预测一下全集的卷数，我说，如果要包括日记、书信等内容，大
约二十卷左右。
这一下子我才恍然大悟，陈老师是利用讲学的机会到我家作调研来了，可见这件事已经酝酿很长时间
了。
后来编委会会议最后确定编辑《赵元任全集》的卷数为二十卷。
没过多久，陈老师把我叫到商务印书馆，与著作室的常绍民主任和柳凤运老师一起讨论一些具体的计
划，会后在离他家不远的崇文门马克西姆餐厅请大家吃西餐。
1999年11月在北京郡王府开了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大部分编委都出席了会议，文集的编撰工作很快就
开展起来了。
    《赵元任全集》的出版得到了赵元任女儿和女婿的尽力帮助。
大女儿赵如兰，二女儿赵新那，大女婿卞学□，二女婿黄培云均是《赵元任全集》的编委会成员。
大女婿是国际著名计算力学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2009年6月20日在美国波士顿去世后，编委会
主任和商务印书馆领导随即决定聘请赵元任三女儿赵来思及其丈夫波岗维作和四女赵小中担任编委。
根据北京商务印书馆著作室编的《赵元任全集月报》第110期报道，2009年2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听取商务印书馆王涛总经理有关出版工作汇报时，“特意垂询《赵元任全集》出版情况”。
    笔者有机会参与《赵元任全集》的编辑工作，参加了各种编辑会议，有机会与赵元任的亲属和学生
在一起讨论有关赵元任的各种问题，不断阅读了《赵元任全集月报》，并且具体负责了第14卷的编辑
加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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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都不断给我加深了对赵元任的多方位的认识。
    吴宗济先生是赵元任的学生，十年前为拙作写过序，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吴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为人谦和，对后辈没有半点架子，在学术问题上，敢于坚持己
见。
他是《赵元任全集》编辑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和重要骨干，记得有一次吴老对编辑工作中的一个问题有
自己的看法，他同陈原老师谈后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就给我打电话，听声音有些激动，让我以编委
的身份也跟陈老师说一下，应该做些调整。
这个问题处理的结果后来虽然没有完全符合吴老的意思，但编委会也采取了很好的补救措施。
本书脱稿时这位百岁老人虽然重病在身，但仍认真阅读了书稿的重要部分，在与病魔搏斗中撰写了一
篇才华横溢、生气勃勃的序言。
我的两位博士生与我一起拜读他的大作，我们感到整篇序言充满着活力，充满着青春气息，充满着师
生情谊，不禁为这位百岁老人的毅力和才华喝彩。
为了完成本书的撰写工作，我曾多次上门打扰。
尽管吴老病魔缠身，但只要我事先与他约好时间，他都热情地接待。
家里虽然有保姆，但他每次都亲自给我沏茶或泡咖啡。
他思路清晰，十分健谈，始终保持着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言语中充满着乐观、幽默与风趣。
有时还会穿插一些语言学界的奇闻趣事和他自身的一些传奇式经历。
当他谈到老师赵元任时，充满了敬爱与自豪之情，回忆往事激动得有时眼睛饱含着泪花。
吴老让我借阅了有关资料(已经如数奉还)，还送我几张赵元任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和同事在昆明
史语所与赵先生的合影。
吴老写完序言后就用电子邮件告诉我到他家去取。
2010年春节前我就到吴老家里取回稿子。
那时他身体状况还可以，他告诉我说，一个百岁老人，已经阅尽世间沧桑，对于病魔已经无所畏惧，
好像那病魔与他毫不相干。
他很少谈到病魔给他带来的痛苦。
吴老坚持在家里吃中药，不愿意住院，他觉得在医院不如家里方便。
后来病重，亲人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
他于2010年7月30日仙逝，我因到内蒙古大学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没能来得及为这位老前辈送行，
心里感到十分愧疚。
后来我给吴老的治丧委员会专门打了电话，希望向吴老的家属转达我的哀思和敬意。
    赵元任二女儿新那教授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赵元任年谱》和《赵元任全集》的编撰工作。
她给本书的写作支持最多。
出版社最先找到她，希望她推荐一位作者撰写本书，她向出版社推荐了我，出版社的王宏波先生通过
商务印书馆陈洁女士找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虽然感到自己功底浅，不少杂务在身，担心不能按
时按质完成任务，但考虑到有新那教授做我的后盾，也就欣然答应了。
1997年7月16日，我在北京京丰宾馆第一次见到新那教授，向她请教赵元任学术研究的有关问题，算来
至今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为了本书的撰写，我经常打电话向她求教，她每次都耐心地给我解答。
新那教授年近九十，视力有所减退，最近几年身体状况不太好，连续摔了三次跤，最近一次比较严重
，摔骨折了。
出版社曾让我同她联系，希望她为本书赐序。
她婉言谢绝了。
下面是我们为此事商量的来往电子邮件。
亲爱的新那教授：    不知道您近来贵体康复了没有，念甚。
我的《赵元任传》写得差不多了。
出版社那边同我商量序的问题，我同他们说了您近来的身体状况，他们也能理解，只是说《李济传》
等其他的书都有序，希望传主的亲人能赐稿，如果不方便写，也可以把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章拿一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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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所以我想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就是您把发表过的文章挑选一篇来作为代序；另一个方案是请您的当
作家的妹妹辛苦一下，写一篇序言，三千字左右就可以了，多些更好。
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另给这本书配些照片的事也希望您跟陈洁正式打招呼。
请代向黄老问好。
顺祝    康安！
    苏金智    20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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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与人平（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
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
。
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
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胡适《藏晖室札记》　　　　赵元任和他的论文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他的论文可以用这两
岸读者的任何一种方式阅读。
我把这一点看作是他有非凡的天才和没有任何偏见的证明。
我也曾听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这一点：“赵元任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得不好。
”这仿佛是说，他的著作始终能使任何一个读者都感到满意。
这一说法就我所知要么是千真万确，要么是接近千真万确。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裘斯　　　　他衷心关怀着关爱着他的亲人，他的周围，他真诚地关心受
苦受难的众人的遭遇和命运，人的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话，所有人文精神都是赵元
任先生始终坚持的品德。
他不愿意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沉沦为类似“印第安人居留地”那样的国土。
他不是社会改革家，他甚至不是他的好友胡适那样自觉地参政议政从政的社会活动家，不，他只不过
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平凡的人文学者，他一生向往着一种平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和
宽松的能够平等地相互切磋的学术环境。
他爱的是书，是音乐，是图画，是科学，是语言，是文字，是美，是一切美好的精神产品，当然，他
爱人，爱寻常的善良的普通人，爱人的高尚品格。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一位博学的汉学家，天才的语言学家，出色的教师。
他思想上的创造性和学术上的严谨性为后人探索真理开辟了新的途径。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赵元任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时的评语　　　　赵元任是享誉世界
的语言学家，也是开创我国近代音乐新纪元的作曲家，同时，他在数学、物理学、哲学等领域也颇多
建树，堪称奇才。
在音乐艺术领域，尽管赵元任并不是一位专业作曲家，但他却表现出非凡的才华和创造精神，为我们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为我国的近现代音乐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
　　——李岚清《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赵元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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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元任传:科学、语言、艺术与人生》编辑推荐：在他的周围，他真诚地关心受苦受难的众人的遭遇
和命运，人的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话，所有人文精神都是赵元任先生始终坚持的品
德，他爱的是书，是音乐，是图画，是科学，是语言，是文字，是一切美好的精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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