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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焕先语言论集》

作者简介

殷焕先（1913～1994）
语言学家。字孟非，别号居养室客，笔名齐中、徐兹，江苏省六合县人。1936年入中央大学中文系，
师从赵少咸等先生。1940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常培、唐兰、王力、袁家骅等先生。后曾
任教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历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
学会理事、学术委员、顾问，山东省语言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方言研究会理事长，古文字研究会理事
长，《中国语文》编委，《文史哲》创办者之一及编委，《语言研究》（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委，
《学术月刊》特邀编委，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山
东省方言普查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方言志主编，《经籍纂音》执行主编，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以音韵、文字方
面为最突出，在文字改革、方言调查、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教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在音韵学方面
，著有《释“通塞”》（山东大学，1978年）、《上古去声质疑》（山东大学，1980年）、《破读的
语言性质及其审音》（《山东大学学报》语文版1963年第1期）、《音韵学讲义》（山东大学，1956年
）、《古韵学讲义》（山东大学，1948年）、《〈切韵序〉〈音辞篇〉注释》（山东大学，1978年）
、《方言与音韵》（《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字调和语调》（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等。认
为探求“支、脂、之”三韵有别的原因，可从“语言避忌”的角度来考虑；重视《切韵》本身组织考
证的内证。对学术界所构拟的上古音（周秦音）“声调系统”大胆地提出质疑。认为“（上）古无去
声说”与古文献所反映的事实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上古的“去声”作为一个音类是存在的，这一点
连主张古无去声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反切释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是他为了
将作为“绝学”的音韵学变成“通学”，使之通俗化所做的一大贡献。该书是在《反切释例》（《中
国语文》1962年第8、9期）、《反切续释》（《山东大学学报》语文版1963年第4期）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的。他为了让人们能够掌握反切方法，在书中首先举一些能直接切出正确读音的例子说明反切的根
本原则，然后再把不能直接反切出正确读音的情况分类进行解释，共分为20类。该书运用语音演变的
规律，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对反切进行解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重视。《联绵字简论》
（1980年）及《联绵字的性质、分类及上下两字的分合（联绵字简论之一）》（《山东大学文科论文
集刊》1979年第2期）、《联绵字简论之二》（《山东大学学报》语文版1980年第1期）是他多年研究
古文献中的联绵字的成果。认为联绵字对研究古音、古义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很可宝贵的材料
。在方言调查、文字改革等方面，除常年开设方言学、文字改革等课程外，他还著有《推广普通话运
动中的方言调查工作》（《文史哲》1956年第1期）一文，对方言调查在普通话推广与教学中的意义做
了说明，并提出了一些简易可行的调查方法。他的《汉字的组形和汉字的简化》（《山东大学学报》
语文版1963年第2期）、《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汉字改革和汉
字规范化》（《文史哲》1956年第7期）、《汉字简化中的“系统”和“类推”问题》（《文史哲
》1955年第11期）、《汉字平议》（山东大学，1980年）等论著，是他在文字改革、汉字的整理与教
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建设性意见，提出了汉字的“构形观”、汉字的“发展观”和识字教
学的“千字观”。另外，他还为推行“暂拟系统”而撰写了《谈连动式》（《文史哲》1954年第1期）
、《句子形式做谓语》（《语文学习》1954年第1期）、《复杂的谓语》（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法和语
法教学》论文集，1956年）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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