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在上世纪 50 年代要在

线选课，那么先生的课程，要靠

“秒抢”。

如果想了解语言学领域的

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语法

学、词汇学、修辞学及语言学原

理等任意学科知识，读先生的著

作，就能一探究竟。

如果想知道如何成为一名

桃李芬芳的老师，一位独立思考

的学者……他也能告诉你答案。

他就是著名语言学家、上海

社科大师、中国语言文学系（下

文简称：中文系）教授张世禄。

今年是先生诞辰120周年。

他把高深的语言
学，讲成了一门艺术

“韵书起于魏晋六朝，现在

有的是《切韵》《广韵》《集韵》《礼

部韵略》，平水韵。”复旦第九宿

舍，一间整洁明亮的书房内，年

逾古稀的老教授向研究生们娓

娓讲述音韵学。他戴着镜片厚

重的近视眼镜，驼着背，脸尽可

能贴近手中的纸张，尽力从模糊

的视线中分辨字迹。而他的声

音依然洪亮，每一个古韵字音都

发得精妙，每一句讲解都那么引

人入胜。

这是先生在家中书房授课

的场景。即便过了 40 多年，中

文系教授、1979级中文系硕士生

杨剑桥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老

师那时 70 多岁了，视力模糊，却

在每次上课前一笔一划、工工整

整 地 书 写 讲 课 提 纲 及 相 关 材

料。我经常应约到老师家取提

纲，学生们再各自誊抄到笔记本

上。”杨剑桥回忆。

当时，不仅语言学硕士生会

来张世禄家中听课，且常有其他

专业的学生慕名旁听，济济一

堂。而据张世禄之子张丕余回

忆，上世纪 60 年代，父亲在家中

只给一两位学生上课，却早早地

穿戴整齐，等候学生到来。“父亲

一贯重视上课，讲课生动有趣。

他音量很大，即便关着房门，还

是听得很清楚。”

在他的一生中，在不同年

代、地点，为不同学校、年龄的学

生，讲授语言学课程，占据了 60

余年的光阴。中文系教授严修

回忆，在张先生的课堂上，时常

能听到阵阵笑声。“我很爱听他

上课，他上课，时间不知不觉就

过去了。”

上世纪 50 年代的复旦第一

教学楼，可容纳 200 余人的大教

室，先生的《古代汉语》课总是座

无虚席。有一次，他在课上解释

《触詟说赵太后》中的“徐趋”一

词，压低身子，双脚快步移动。

同学们不禁发笑，随之明白了

“徐”是因为腿疼，“趋”是表示尊

敬。他解释：“触詟腿上有风湿

病、关节炎，所以只好‘慢慢地快

走’。”

“张先生的课在复旦闻名

遐迩。”中文系教授申小龙说，

“他讲课神采飞扬，旁征博引，边

讲边写板书，不知不觉形成完整

提纲。他乐于与学生讨论，许多

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语言

学研究的道路。”

语言学研究，如同
生命之重

“父亲把语言学研究当成生

命一样。”在张丕余的记忆中，父

亲总是在书房里埋头治学，从身

材伟岸到年迈佝偻。

在语言学界，张世禄成名很

早。1929 年，大学毕业不过三

年，就发表音韵学著作。至上世

纪 30 年代，先后出版《中国声韵

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

究》《语音学纲要》《中国音韵学

史》等著作，开创性地用西方语

言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

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

“张先生是我国音韵学大

家，我对他仰慕已久。”杨剑桥

1979年考入复旦中文系，成为张

世禄的硕士生。“音韵学是一门

‘绝学’，是口耳之学，张先生却

能讲得清楚透彻。在他的带领

下，中文系走出了一大批音韵学

的优秀学者。”

张世禄学贯中西，但他重视

汉语的民族特点，反对全盘西

化。晚年，他的研究重心转向汉

语语法，首次系统批判了西方语

法理论对汉语特点的曲解，建立

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体

系，产生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张世禄在青

年时期曾写过历史、文学、哲学

方面的论著，是一位“通才”。申

小龙说：“先生是用浅近文言文

翻译法国作家房德里耶斯的《语

言论》，用小楷竖着翻译，装订了

厚厚的一本。不过先生最爱的，

永远是语言学。”

一位独立思考的学
者，一个温情脉脉的人

“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不要轻信别人的结论，敢于提出

质疑。”导师的谆谆教诲，申小龙

牢记并践行了几十年。在他眼

中，张世禄这样一位谦谦君子，

在学术上却坚持自我、敢于质

疑。

1980年，中文系大三生申小

龙在学术报告会上第一次见到

耄耋之年的张世禄先生。被搀

扶着走上讲台后，作了《关于汉

语的语法体系问题》的学术报

告，呼吁变革 20 世纪整个汉语

语法体系的“洋框框”。“我惊叹

这样一位垂垂老者，竟迸发出如

此年轻的学术生命力！”这场报

告及后续发表于《复旦学报》的

文章，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影

响。

1981年，张世禄被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批准为高校文科第一

批博士生导师，次年起指导上古

汉语词汇和上古汉语语法两名

博士研究生，申小龙是其中之

一。 80 多岁的导师“由于患白

内障、高度近视，每次看我的稿

子都要将脸贴在稿纸上。实在

累了，又让我把文稿录音，他反

复地听，再提出意见。这样反复

修改而成的文稿，他却不让我在

稿中提他的名字。”谈及往事，申

小龙已然眼里泛泪。

张世禄在与学生、家人的日

常相处中，时时流露着脉脉温

情。“为人谦逊，待人和蔼可亲。”

杨剑桥回忆，他送书给学生，总

是称学生为“学弟”，以平辈相

待。杨剑桥到云贵川等地开会，

张世禄想起有曾经教过的学生

在那边，总会托杨剑桥带些小礼

物，“跟毕业多年的学生依然保

持联系”。

“父亲对他的学生们，亲如

子女一般。”张丕余笑言，“父亲

对我们这些子女的兴趣与未来

发展，不会过多强求，理解并尊

重我们的个人意愿。”张丕余小

时候看父亲的书房里都是语言

学论著，连“四大名著”这些书都

没有，抱怨了几句。没想到父亲

很快买了不少文学书，对他说：

“瞧，我给你买啦。”

张世禄对自己的亲人兄弟

都赤诚以待，家庭关系融洽。不

相识的青年登门求教，也总是有

求必应，来信必复，直至晚年。

他散发着温润的光，温暖了众

人。

大师并未远去，学
术薪火长明

在光华楼中文系的长廊里，

“中文系十四老”的画像映入眼

帘，张世禄与陈望道、郭绍虞共

同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

道路”，为语言学的“复旦学派”

奠定了宝贵的传统。

1952年，张世禄在全国院系

调整时来到复旦中文系，次年被

陈望道校长聘为中国语言教研

室主任。直到 1991 年逝世，张

世禄从来没有从中文系退休。

“父亲生命的一半时光，都与复

旦中文系紧密相连。复旦在他

心中，意义非凡。”

上世纪 50 年代，张世禄开

讲“汉语史”课，当时全国高校开

设这门课的，只有复旦与北大。

50多年后，《张世禄全集》于

2020 年整理出版，多达 400 多万

字，全面展现了张世禄在语言学

方面的学术成就，尘封多年的

《汉语史讲义》也终于重见天

日。丛书主编申小龙说：“拿到

先生的《汉语史讲义》时，它是一

本泛黄的油印稿，我们将其进行

梳理。这部汉语史巨著，注重系

统性，重视语言的社会特点，于

今仍有所获益。”

为了编写一本适合于本科

《古代汉语》课程的教材，张世禄

在上世纪60年代就编写了油印讲

义，到80年代末又主持了《古代汉

语教程》的编写，在教材中贯彻了

他所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

语法体系。1991年，张世禄荣获

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

号和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

《古代汉语教程》出版，“如今，先

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已经修

订至第四版，至今我们复旦乃至

其他许多高校仍在使用。张先生

带出来的学生，不少人已为人师，

用老师主编的教材，带出更多学

生。”杨剑桥说。 文/胡慧中

每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发表近20部著作、110多篇论文

这位“大先生”堪称“全能型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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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

代转型中，中国社会的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

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

变革，其中语言的变革是

最为基础性的变革。现代

汉语的建立和汉语学科的

建立与发展，是中华文明

史上千年未有的大事，张

世禄先生在其中作出了重

要贡献。11 月 29 日，学校

举行“致敬大师”系列活动

——纪念张世禄先生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

“先生在学术上的精

深造诣和杰出成就，不仅

是复旦中文学科的骄傲，

也是复旦的光荣，永远值

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校党

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在

致辞中表示，纪念活动不

仅是以实际行动向张世禄

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精神致敬，更是学校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工作重要讲话的具

体举措，也是推进师德教

育的重要抓手。

东方出版中心总编辑

郑纳新表示出版《张世禄

全集》和《张世禄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文集》是对以

张先生为代表的现代中国

语言学家的致敬，更是弘

扬和传承。

《纪念文集》编集过程

反映了中文系对张世禄先

生 学 术 传 统 的 高 度 重

视。 文/胡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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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禄（1902—1991），语
言文字学家。字福崇，浙江浦江
人。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
南大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语
言学和现代语言文字研究，对音
韵训诂之学造诣尤深。著有《中
国音韵学史》《中国训诂学概要》
《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声韵学
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
《语言学原理》《古代汉语》《张世
禄语言学论文集》等。张世禄先
生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将毕生
精力奉献给了语言学事业；作为
著名的教育家，为教育事业倾注
大量心血；作为优秀的党外知识
分子代表，为学校多党合作事业
作出了贡献。张世禄先生一生做
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是
当之无愧的“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