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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文集》

前言

　　在现代，工具书，必有说明，必有凡例。学术书，则往往有序，序实际上如同工具书的说明和凡
例。当然，序自由得多，用新潮语言说，拓展空间大。比如说，可以论学，可以叙史，可以言志，可
以抒情等。而遣辞使句，不必如工具书的说明那样拘谨，不妨略加挥洒。　　我这自序首先是解题。
这本文集，自可仿古人和前辈，取个雅名，或者寓有深意的书名。然而反复思考，为了图书馆编目方
便，为了读者见书名而知大致内容，那就径直叫做“语言学文集”吧，表示此书依内容分类属于语言
学。不过，叫“语言学文集”、“语言学论文集”、“语言论集”的书很多，重复几率高，看来还是
要有点“区别性特征”好。于是我就从形式的视角对近来出版的若干书名和文题考察一番，可谓“五
彩纷呈”，最后我采取其中的一种款式，在这“语言学文集”五字之后加个冒号，然后接着“考证、
义理、辞章”六字三词。如有人说我赶时髦，我承认。　　“义理、考据、辞章”之说，清人倡之，
于今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的学人耳熟能详的短语。我拈来，是“古为我用”，既然“古为我用”，我
略有改动似也未尝不可。　　“考据”、“考证”是同义词，我把上述六字短语里的“考据”改为“
考证”，纯粹是因为后者今日更为通用。我还变更了次序，为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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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主要内容：志任天下之重。中国语言学人应该与整个国家步伐一致
，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并进而成为主流语言学为自己的大任。此外，孔子曰：“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语言学的论文应该力克艰涩之病，所以作者追求行文的适度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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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国尧，男，1937年11月生，江苏省泰州市人。现为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第二主编、
多种语言学杂志/语言学辑刊编委。1952-1955年江苏省扬州中学高中学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0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当时学苏联，北大、复旦的中文系首先改为五年制），1964年北京
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当时中国尚无学位制度。在研究生学习期间，1962年因学习成绩
优秀，导师周祖谟教授推荐至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一学期，1964年为“古代汉语”课教师王力教授
选拔任其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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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001自序／001语言学思想史之属“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中国
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001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006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中国音
韵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010团结一致，坚定地走
自主创新之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015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史研究中的“犬马一鬼魅法则”
／018《南大语言学》献辞／030说“哂”／032“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
思考／040“徐通锵难题”之“徐解”和“鲁解”——再论“国力学术相应律”／047论汉语音韵学的
研究方法和我的“结合论”／063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080学思录：说“文史语言学”
／094音韵学、方言史之属“抢占前沿”和“新二重证据法”、“结合论”——由赵彤《战国楚方言音
系》引发的思考／097张麟之《韵鉴序例》申解四题／105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117宋元江西词人用韵
研究／154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190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
到“从字面上看”／201绝学中的绝学——序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240“掷地作金石声”——序
《黄耀垄语言学论文集》／245崔枢华《说文解字声训研究》序／250“坚实”是第一义的——序储泰
松《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254说“识”——序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257杨军《
七音略校注》序／259“板凳甘坐十年冷”——序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械（诗补音）研究》／264
热点中的热书——序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268穷尽式研究方法应当大加提倡——序华学诚《周秦
汉晋方言研究史》／272林间的第一支响箭——序林亦作《百年来的东南方言史研究》／280学思录：
“×语”和“×方言”／283诗律学之属周维培《曲谱研究》序／287苦心利他，匠心独运（外一章）
——读郭芹纳《诗律》后之感言与引申／291“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序潘慎《诗韵
词谱》／306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之属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312创造
新词的心路历程／330横通纵贯之作——序刘静《文化语言学研究》／343读书书后、编辑后记、语学
随笔、语文教学之属史部新著：《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347时代的脉搏（外一章）／352李开《
汉语语言研究史》序／361“告予以有年”——序《南粤语言文字学丛书》／364跋温端政、王恩保二
学长缅怀袁家骅先生文／367德高当代，功言巍巍——缅怀徐复先生／375Z文一扎（外一篇）／380《
南大语言学》第一编编后语／390《南大语言学》第二编编后语／393提高语文素养重视母语教育——
访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396跋语／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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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
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是2000年8月18日，2000年是千年闰龙年，
逢六千年一遇，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
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如果以东汉末年服虔、应劭使用反切作为音韵学的
滥觞时期，那么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一千九百年的悠久历史。在那漫长的古代。最富学术意义的，也最
为人称颂的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长安论韵。我们今天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是开皇以来最大规模的音韵学人
的集会，一千四百多年前在陆府论韵的学者只有颜之推、萧该和陆爽、陆法言父子等南北精英十人，
而今天出席音韵学研讨会的是三大洲五个国家一百二十多位汉语音韵学家，有名震遐迩的老专家，也
有初试锋芒的青年学人；有多次与会的老会员、老朋友，更有首次光临的贵宾，可谓“群贤毕至，少
长成集”，共聚于这有二千六百年悠久历史的古彭城（徐州），研讨这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一音韵学
。我们也将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在这历史名城“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
”，“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但是当前我们的徐州音韵学研讨会具有我们自己时代的鲜明特色，当
今世界各种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学术成果就将在这里互通、切磋、交融。我们的学术讨论是多元化
、世界性、争鸣式的。我们立足现在，总结过去，目的是以创新的精神拼搏出一个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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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的老师的老师
2、光靠写长长的好文章就出了名的音韵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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