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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术（语言文献卷）》

内容概要

《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语言文献卷)》主要内容：北大中文系学术鼎盛的时期是二、三
十年代，以及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校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的那一段时期，其在中文学科的学术建
树上对全国相关的系科有过辐射性的影响。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特色，也主要在这些时期所形成。北大
中文系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理路和风格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砥砺，但都对
学术抱有严肃诚挚的态度，共同形成了严谨和创新的学风。这是北大中文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值得彰扬和继承的优良传统。北大中文系在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是站在前沿的，其经验得失可
以影响一门学术史的脉络。我们编这部文集，首先也是看重学术史的意义，试图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
的学术变迁，同时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历史足迹。
近百年来，先后在北大中文系任过教职的学者数百人，这本文集只选取了其中最有成就和学术影响
的62人，都是已经逝去的先贤。一看目录上所排列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他们不但是北大中文系不同历
史阶段的学术代表，也是对本学科的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驱，其中不少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于本学
科范围。限于篇幅，每位先贤只选取其一篇论作，大都是他们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有的为了照顾篇幅
，则选收了文字较短的篇什。论文的选择曾反复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并经过系学术委员会和部分资
深教授的讨论。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宽泛的学科，其实又可以分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汉语史、现代汉语、古
典文献和文字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也就是通常说的二级学科。《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
存(语言文献卷)》所选的论作涉及到所有这些分支学科，许多文章的论述又非常专门化，因此一般读
者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庞杂，但这种“杂”的印象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多种纹理。和当今
常见到的那些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比较起来，《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语言文献卷)》所
选的众家先贤名作显得那样殷实，别有一种学术的尊严气度。如果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能从这本文集
中领略到那种严谨求实而又不乏创新锐气的学风，多少识得什么是真正的大家风范，那么我们编书的
第二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然，编这本文集还有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一种纪念，我们要以这种普通的形式纪念所有那些为北大
中文系的创建和发展献出过智慧与辛劳的先哲前贤，当然也包括那些文章未能被收集进这部文集中的
前辈老师。还当感谢所有从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以及所有关系北大中文系，为中文系建设作出过贡献的
人们。
这部文集初版是在1998年，北大正百年校庆之时。现在又十年过去了，北大正迎来110周年华诞，我们
增订再版这部文集，增加了八位学者的论作。他们都是近十年间离开我们的，借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
怀念。
编就这部书，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同时也有一种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给我们留下如此
丰富的学术遗产。温习光荣的历史也使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在新的形势下，北大历来作为“新学之
冠”的地位面临挑战，北大中文系的优势地位也不可能总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
适应新的时代，发扬优良的学统，把前人所建树的学术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温儒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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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珍惜文脉守正创新列子伪书考音略声训论广韵四十六母标音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国语学草创》
（节选）新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研究《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跋葛毅卿《
喻三入匣再证》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毛公鼎“朱钹、葱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葱珩佩玉”
说《十韵汇编》魏序汉语方言概要（节选）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春秋左氏传研究训诂学概论（节选）
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文”义探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说“的”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
验编码的理据性和汉语语义语法形态的历史演变——附论语言结构异同的比较研究与语言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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