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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荣先生
纪念李荣先生百年诞辰

贺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heweil501@ sina.com）

李荣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很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他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为方言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学 

风,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开拓精神，他不屈服于各种压力的坚强意志，他维护国家尊严和学术尊 

严的勇气，他大力推进方言事业发展的良苦用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创办的《方言》季刊，他主持成立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起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本学科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方言研究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当我们回顾 

这些往事时，很自然地会想到李荣先生在方言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

李荣先生聪慧自强，中西并重,观古论今,视野开阔,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对语言学的 

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在贯彻国家语言规划方面,他所提出的重大研究课题,和对一些问 

题的分析认识,都有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至今在方言学界仍有重要影响。下面回忆李荣先生 

的几段往事,以作百年诞辰纪念。

壹 创办《方言》季刊

《方言》创刊是李荣先生一手主导的。李荣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语言所刚恢复 

办公的时侯，就开始筹备创办《方言》了。因为我们过去印方言著作非常困难，只有在科学出 

版社才可以排印。排印方言著作，一是要用国际音标，再是要用调号,排印起来非常麻烦。科 

学出版社的国际音标符号，不标准也不齐全。李先生觉得非解决这个排版难的问题不可。再 

是从方言研究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刊物，这门学科很难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在这之前,李 

荣先生就有想办一个方言刊物的想法，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要办这个刊物非常困难。 

首先得解决国际音标的问题，然后得解决排版印刷的地方。国际音标加上排方言的特殊调号, 

得重新设计,重新制作,在北京没有制作的地方,工厂排印的是铅字，制成铅字得先有铜模。北 

京有个新华字模厂，李荣先生让我去那儿看看，他们能制作国际音标铜模不能。当时的工厂制 

作这类铜模，是既无设备，也无人力。此后李先生通过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胡惠贞跟上海字模厂 

联系,把希望寄托到上海,希望能在那里制作。在上海制作,需要一批经费，经所里研究同意, 

我带着李先生设计的制作音标字模样稿，到当地和上海字模厂联系。他们的设备较好,也有制 

作字模的人员，有能力制作。厂里提出了一些制作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愿意先做一些样 

品试试。在双方的协作下,我们室的熊正辉和其他人员曾先后到上海催促制作,查看制作样 

稿。在李荣先生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反复，上海字模厂终于制作出来了方言排版所需要的一套 

国际音标铜模和一套汉语方言调号铜模，为《方言》创刊打开了一条通路。这是第一步。第二 

步是找印刷厂排印。在北京找能印刷方言的工厂非常困难。李荣先生想起北京的新华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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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一个车间，是从原来的京华印刷厂合并过来的,这个车间当年是排印《中国语文》的,也给 

李先生排印过《语音常识》这本书，其中有技术工人能排版。李先生跟一个叫曾茂公的比较熟 

悉，此人当时任排版车间主任，设法跟他联系之后，他提出了排版工人不认识国际音标的难题。 

李先生为此多次下车间了解情况,和排版人员商议,以数字标注音标的方法，为排版工人设计 

了一套音标捡字编码序号模板(见《方言》1979年第2期)，解决了工人排版检字难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年成立的，经胡乔木院长批准，《方言》于1979年2月24日正式 

出版。《方言》是季刊，每期80面，约12万字。第一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李荣的《温岭方言 

的连读变调》，第二篇是叶祥苓的《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这两篇文章就把一个期刊差不多占 

满了，这就打破了过去的常规，一个刊物怎么就登两三篇文章、三四篇文章呢？更与众不同的 

是,本刊还用英文发表国外语言学者的文章。李先生大胆尝试，敢于从形式到内容改革创新。

《方言》创刊以后，方言的连读变调成为讨论热点。我们可以翻看1979年至1982年《方 

言》里登载的文章，讨论的大都是有关连读变调的。这是方言研究的新课题，引起了国内外方 

言学者的注意。叶祥苓的那篇苏州的连读变调文章，引起了吴方言区与此有关的热烈争论。 

随后官话方言、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晋方言等的连读变调的文章不断涌现,掀起了连读变 

调研究的新高潮。从连读变调方面,提供了语音构造的新事实,创新了语音系统的新理论,给 

全国各地的方言研究带来了一股新活力。

贰 开创中澳合作交流

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之后的最终成果，是绘制出汉语方言分区图，这是我们方言研究室的一 

项重要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方言》创刊之后,正逢改革开放之时,把汉语方言分 

区图的课题列入国家规划，是我们的愿望。要完成这个任务，仍有许多困难。一是调查制作经 

费有限，二是无先进的绘图技术。这个期间语言所的国际学术交流频繁，日本、美国、澳大利 

亚、英国、法国的学者纷纷来所访问。有一次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人文学院的学者,其中一 

位英籍华人教授邹嘉彦，在该校任教,还有一位是该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教授温棣帆(S. 

A. Wurm),他还是联合国科教组成员。访谈时他们说，他们正在规划的项目是太平洋地区语 

言分布图,准备向联合国申报。这个项目和汉藏语系有关,李荣先生考虑,如果能把我们的项 

目列入其中,双方合作，可以解决我们许多难题。他跟温棣帆交谈时，说了我们的想法,温棣帆 

和邹嘉彦听了都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把中国汉语方言地图列入其中,可以增强和丰富其课 

题分量,也便于请语言所协助完成其项目中的太平洋地区华侨语言分布图。语系相关,项目相 

合，他们表示有合作意向。澳方提出来，如参加他们的项目，我们有什么优势？李先生指出:第 

一，绘制汉语分区图,我们有全国汉语方言普查的资料,不足的可以补充调查。第二，方言研究 

室的全部人员可参加这项工作，还可以组织高校的力量开展这项工作。第三，这个项目已列入 

国家六五规划，全部工作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

为了落实这个意向,澳方提出请方言室试做一些草图。在此之前，室内的熊正辉对计算机 

有研究，通过他设定的程序已编制出了一幅汉语方言分区简图，登在《方言》上。为了落实到 

地区，李先生让我编绘了一幅中原官话草图作样品。当时对中原官话已着手调查，依据部分资 

料，设定体例，编绘了一幅中原官话草图，并用彩色分出区片。温棣帆跟邹嘉彦看到利用计算 

机编制的语言地图和中原官话的分区图之后，觉得方言室搞这个项目有条件，一是计算机绘图 

可用，二是绘制的草图，能显示汉语方言分区状况。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明确了各自所承担的 

任务，初步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了下来。澳方回去需修改规划，增加预算,我们需要向院里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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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申请报批。后来民族所加入，负责编绘民族语言部分。在多方的努力下，1983年经社 

科院批准，以《中国语言地图集》名称，中方和澳方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我们编好的地图稿，都需要及时交付澳方制作，也需要到澳大利亚作校对修改工作。协议 

书中有一项规定，中方在三年之内,每年可派若干研究人员赴澳参与地图的修改校对工作。当 

时认为这是出国学习访问的良机，鼓舞了大家的热情,增强了信心。为了让方言室的年轻人增 

长才干，开阔眼界，李荣先生作为课题的负责人先后分期分批派出熊正辉、贺巍、张振兴、黄雪贞 

等十多人到澳大利亚访问，而他自己却放弃出国的机会。在改开放初期，能够这样做，是十分罕 

见的。我们能到澳大利亚访问,参观了他们制图的全过程，确实受益匪浅。这为后来的第二版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设计编绘制作,提供了经验和技术支撑,为丿顷利完成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李荣先生的主导下，汉语方言分区图的全部工作于1987年基本结束。中澳合作的《中 

国语言地图集》于1987年在香港朗文出版。至此我们所承担的国家的六五规划项目顺利完 

成,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 成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树立务实会风

汉语方言学会成立于1981年（1995年改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0学会要办成什么样子? 

树立什么样的会风？这是李荣先生反复考虑和筹划的问题。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明了 

他的一些想法。

一、 让年轻人当理事，干实事。从组织机构来说,就是要选出一些精干的职员（理事）为大 

家服务。李荣先生说:“我们成立汉语方言学会的目的就是推动方言研究，我们的组织机构就 

得适应我们的目的。这个组织机构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会员服务的，不是来管理会员的，不是 

做官的，是干活的。因此就应该挑一些精干的人（理事）出来。”李荣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 

题,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成立的很多学会，其组织机构重叠，各种职衔，名单列了一大串,真正办 

事的人却不多。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会议开始，他就提出来他的主张:“我们的机构是办 

事的，人手必须精力旺盛，必须精干。（理事）名单不宜乎太长。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职员 

（理事）少一点,工作就会做的更好一点o ”在他的主导下,汉语方言学会的首届理事会，是经过 

大家的广泛讨论选举产生的，有以下的特点:一是不设会长、副会长;二是理事会的人员分布在 

各个地区,大都由中青年人担任;三是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人员的所在地轮流举办。

汉语方言学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层次少，责任明确，办事效率高，符合当时的实际。此后召 

开的各届年会，都很成功,大大推动了方言事业的全面发展。纳入了民政部管理之后,虽然设 

立了会长和秘书长,但仍然层次少，办事效率高，保持原学会本色，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学术团体。

二、 要团结协作，互相帮助。会员是学会的基础。会员和会员，会员和理事，必须团结协 

作，才能把学会办好。李荣先生对此非常关心。他说:“要做好方言工作，必须搞好团结关 

系。”当时各个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一些问题。一是人员之间矛盾较多。在方言工作者 

的队伍里，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把这种情况带到方言学会中来,李荣先生及早 

提出了预防措施。二是在方言调查的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校认为本地的方言 

只能由本地区调查，不高兴其他学校或其他地区前来开展方言调查工作，由此引起了一些矛 

盾。李荣先生为此说:“方言调查不能画地为牢，说这一块是我的。我们的汉语有多大面积 

啊,不要认为我研究T,别人就不能再研究了。”三是门户之见引起的一些问题。在社会上可 

以看到,学校和学校，老师和老师,资历不同,传授的教师不同,形成了门户之见。李荣先生说: 

“学问是接力棒，徒弟在老师的歇脚点起步，加上自己的钻研后来居上，徒弟应该比老师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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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辈的徒弟比这一辈老师弱,那下一辈徒弟又比下一辈的老师弱,那就一代不如一代 

了。”李荣先生是希望大家开诚布公讨论问题，不要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抬出老师标榜自己，抬 

高自己。方言学会的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地区不同,所接受的方言调查知识不同,其差别 

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不能坚持己见，找出各种理由，打出各种旗号，削弱或影响学会会员之 

间的团结协作。这是李荣先生特别强调的。

三、 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0方言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全国的方言工作者,认 

真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李荣先生说:“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没 

有根本的差别o自其同者而视之,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研究方言也要研究 

这些方面，这是从研究的范围说的。”从调查的方法来说，脱离实际调查出来的结果，对语言研 

究不但没有用，反而会有很多害处。李荣先生指出:历史上有些地方韵书，是照别的韵书抄下 

来的,给后人的研究工作添了许多麻烦。李荣先生反复告诉大家:方言调查就得实地调查，实 

地记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要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 

调查研究。他还特别指出:研究方言着重口头说的，最好从自己的方言入手，这样做事半功倍。

四、 开展学术讨论,提高研究水平。李荣先生说:“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学问一样,独学无 

友,不容易进步。切磋琢磨，互相提意见，学问才能进步。”开展学术讨论，可以采取不限题目 

的方式,大家准备好论文宣读，各言尔志,你讲什么,我们讨论什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事先 

选定一个题目，大家分头准备，讨论同一个题目。我们组织讨论会，不管是哪种方式，都要求有 

不同意见互相交换。不要搞得讨论起来众口一词，法说雷同,方言学会不能开这样的会。

我们开年会和专题讨论会时，李荣先生提出五条注意事项:一是要避免互相攻击。二是宣 

读论文要开门见山，讨论要就事论事。不同的意见就说不同，相同的意见就说相同。摆事实， 

讲道理，这样我们的学问就能进步。三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每个人看问题都有 

片面性有局限性,大家互相配合，学问才能研究好。四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容得起别 

人的批评。五是我们提倡有什么说什么，序跋少加。我们讨论会最好直来宜往地发言,针锋相 

对地讨论。李荣先生提出的这几条意见,非常有针对性,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大家共同遵循,并 

逐渐成为开学术讨论会时的会风。

肆 结语

我们纪念李荣先生，想起了许多往事。除了上面说的之外，李荣先生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 

重要建树，比如:在音韵研究方面,李荣先生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成 

果,清晰地系统地构建了《切韵》音系，在国内外受到好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语法研究方 

面，李荣先生以独到的理解，结合北京话的语言实际，编译了赵元任的《北京话口语语法》，使 

读者为之耳目一新。在语法研究处于开创时期,他和丁声树、吕叔湘一起在《中国语文》上连 

续发表《语法讲话》十七讲,其中有不少重要章节由他撰写,为系统地建立汉语语法的构造框 

架，为开辟语法研究的新途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汉语方言分区方面，依据各方言的语音语法 

词汇的主要特征,把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区，其中的官话方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方言的一 

致性较强，是分区的难点。李荣先生依据古入声次浊字在各地的演变情况，把官话方言分为八 

个方言区,解决了官话方言分区的难点,推动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研究。此外,在汉语方言连读 

变调、变音、考本字、汉语方言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论述，为汉语方言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聚焦新视野的研究方法。现在在纪念李荣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应当继续发 

扬传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査研究,敢于开拓创新，把汉语方言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 4 • 方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