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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祿先生學述

申小龍

復且大學中文系

獻身語言學研究

張世祿先生 1902 年 11 月出生在所江省浦江縣東鄉一個書香家睦。他的父親、叔

父都是前清的秀才。張先生幼承睦訓，耳攝目染父輩教授的「四書j 、「五經j一類的古

書，從小就愛上了古文。在當時， I小學」是「通經」的基礎、入門的工具。從鄉辦小學

到省立金華中學，他都以學習古丈為主，這為他日後研究古代漢語打下了深厚的基

礎。他所就讀的中學校長即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金兆梓 o 金先生對古文的博識精斷給了

張先生很大的影響。五四運動起，張先生首次接觸到白話文和英文。由於當時思想丈

化界正交織著中西古今的衝突，張先生對傳統小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嚴重局限感受

尤深。他開始意識到，中國傳統語言研究必讀採納西方語言科學的新知來加以革新、

改造。 1921 年，張先生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中丈系，承師於著名學者胡小石、陳

中凡、顧寶、柳Eb、徵、竺可槓、梅光迪、吳志等。他開始對語言研究的功用和研究手

段的科學化與精密化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他通讀了清代語言丈字學家的著作，如段

玉哉的〈說女解字注〉、朱時費聾的〈說文通訓定聲〉等。在傳統小學的丈字、昔韻、訓話

三個門頓中，他感到音韻學最難弄i面，因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胡小石先生指點

下，看了高元的〈國吾學〉及趙元任、林語堂、劉復、唐誠等的著作。他參照比較中外

語言畢著作，逐漸把握了漢語傳統昔韻學的各種概念範疇，從此選擇了用西方語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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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來研究中國傳統音韻旱的科學研究道路。在學期間，張先生還聆聽了章太委、梁

啟超等先生的講學。 1926 年，張先生大學畢業獲女學士學位。次年他赴福建廈門集

美學校任語文教師，開始了他漫長的語言研究與教學生涯。 1928 年至 1932 年，張先

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員，兼任暨南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公學等校文字

學、語言學、語音學講師。 1932 年到 1939 年，任暨南大學中丈系教授、系主任及復

旦大學、無錫國車、丘克明丈學院、光華大學等校語言丈字學教授。期間一度赴日本講

學。 1940 年丰 1947 年，張先生遠赴西南各省，先後擔任且明雲南大學、坪石中山大

學、桂林師範學院、貴陽大廈大學、重慶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等校語

言文字早教授，並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在這些年間，張世除

先生出版了十多部語言學專著、譯著及五十多篇論文。他對國外漢學家馬伯樂、高本

漢等人研究漢語的新穎的理論和方法感到濃厚的興趣，主張引進西方語言學的先進理

論和科學方法。

1949 年以俊，張先生任南京大學、金陵女于丈理學院教授。 1952 年院系調整，

他到上海任復旦大學中丈系教授，在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開設了語言學概論、現

代漢語、古代漢語、漢語史、漢語詩律學等課程，研究重點從音韻學轉向詞匯學。他

出版了一系列的詞匯學論著，其中上海本〈現代模語〉的討匯部分是他數十年研究的結

晶。他還關心文字改革的工作，出版了〈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書及有關論文多

篇。文革期間，張先生身心備受摧殘，晚年所做的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是總結漢語

語音的發展規律:起首輔音失落和複輔音單化， ~蜀音聾母清化和鼻昔聾母簡化，鼻音

韻尾簡化和閉口韻消失，塞音韻尾失落和開音節字增多;韻母中元音混同化和等呼簡

化，音節襄元音逐漸佔優勢和音節結構單純化;入聲消失和聲調種顯減少，聲調上平

仄長起關係消失和輕重音趨於重要地位。這幾條規律體現了整個漢語語音的發展由繁

到簡的歷史。張先生晚年另一件重要工作是出版了系統的大學模語教材〈古代漢語〉。

這本著作對古代語法、詞匯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創見的學說:澳語的語音、詞匯、語法

三要素，基礎不同，學習和研究的方法也不同。語音在語言中物質性最強，與自然科

學聯繫較緊密，各民族的語言規律往往有相同之喔，所以學習漢語語音時宜多採用西

方先進的技術和方法。與此相反，語法與思維形式有密切聯嚷，民族性強，研究澳語

語法不應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和方法，而應從典語實際出發尋找規律。詞匯的性質介

於語音和語法之間，所以有一部分可以參考西-方詞匯學，冉一部分必須強調模語的獨

特性。

從 1978 年開始，他以主主之年帶了三屆碩士研究生和兩屆博士研究生，並繼積

整理和發表專著及論丈， :ì罩在語言學的一些新領域作新的探索。他的右眼動了白內障

割除于術，依然終日伏案工作，手不釋卷。 1985 年，上海出版了四十多萬字的〈張世

祿語言學論文集> '集中了他畢生著述的精華。 1991 年 11 月 16 日，張世I祿先生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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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世。但他獻身中國語言學的熱忱、富於開拓性的成就和嚴謹優良的學風贏得了海內

外語言學界的尊敬。

致力語艾現代化

張世祿先生畢生致力於傳統語言丈字研究的現代化。他傾注心血最多而成果最豐

富的是真語音韻學， 1938 年出版的〈中國音韻學要〉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思想寫出

的音韻學史專著。在這之前，張先生還出版了〈中國聲韻學概要} ( 1929 )、〈中國古音

學) ( 1930 )、〈廣韻研究) ( 1933 )、〈語音學綱要} ( 1935 )等音韻學著作。這些著作有

」個共同特點，就是用西方語言學原理來研究整理傳統的音韻學。張先生認為，傳統

音韻學上的僅僅紊亂現象，皆因使用方明漢字標音，語音的變畫和紛歧無法在音讀上

反映出來。今天，如果我們仍用漢字作標音工具而不運用現代科學的語音學方法來改

進傳統研究，那麼，我們研究的結果最多也只能認識一些同音的雙聲、疊韻關係'而

得不到具體的音素，得不到整個的音系。因此，中國音韻學必須採用一套適當的音標

束作注音的工具，同時又根據現代語音學和語言學理論，輔以漢字以外的音韻材料，

整理現代音，考證古代音。 1 因此，從二十年代開始，張先生就引進了瑞典漢學家高

本模的學說。他先後翻譯了高本j寞的〈中國語與中國文〉、〈漢語詞類〉、〈詩經研究〉、

〈老子韻考〉等著作，直到去年 11 月逝世前還在主持翻譯高本嘆的〈漢文典〉。有一次

趙元任先生見到張先生時，把高本漢探討詞源的〈漢語詞穎〉同章太炎的〈丈始〉相提並

論。張先生不以為然。他指出， {丈始〉和〈漢語詞頓〉雖然都是由古音韻學研究的結果

進而為真語語源的研究， {_I-!兩書卻代表兩個不同的時代。舊式的音韻學，因為工具、

材料和方法的缺陷，且無科學原理作基礎，其語源研究只能是古典式的、拘牽於漢字

字形的，因此是主觀的、武斷的、不成系統的。而〈漢語詞頓〉卻以現代科學為基礎條

分縷析、層層推進，喔喔和中國舊時代的學術相對照。 2 正是這種科學理論使漢語音

韻學有了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成為一門現代化的新學科。在張先宜的昔韻學著

述中，我們喔喔可以看到這種現代科學的精神。張先生對高本漢學說的全面介紹，其

深遠意義正在於他為實現中國語文現代化找到了一條必由之路。

張先生在積極引進西方語音學原理的同時，還十分注意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研究

闡釋音韻學傳統。例如「清渴」概念在音韻學傳統上是個有歧義的概念。張先生指出，

陸法言、孫緬等所說的清濁係指韻部的分析而言，不是近代用以辨別聲紐的清j蜀，也

不是魏晉六朝用於刊明字調的清濁。雖然在音理上彼此有交互的影響，但在涵義上應

1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 ，上海書店 1984 年重印本，頁 329 0 

2 {張世祿語言學論交集}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84 年，頁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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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分別清楚。 1 張先生文進一步分析了清獨立所以意義多歧的根源，指出傳統音韻學

以音思上的相對區分來歸納範疇。從前用五音的名稱東區別字調，雖然把音素的差異

混在一起，但這種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所以字調的種類可以概括地用「清

獨」、「輕重」→穎的詞語來表示。後來受了佛經轉讀的影響，又為適應語音的實際，

把字調區別為四聾，把音調的問題同聲韻的問題分開了。音素的差異雖然同樂音的高

位沒有關係，但在實際聽感上，因聲紐或韻素的影響也可以使整個字音發生高低的區

別，於是原來用以表示昔讀上相對區別的清濁、輕重一頓的詞語，也轉而表示音色方

面絕對的差異。 4 在開始的時候，這種音色上的差異不區別元音和輔音的性質，把韻

素差別和聲粗種額混在一起。因而「清濁」叉兼表示聲和韻的相對區別，因為後來聲紐

上的種類和配列、韻部上的開合等呼等細目，都是用體現聲早上相對差異的「清濁」、

「輕重」來表示的，包含了各種標準。張先生就是這樣用現代語音學原理來闡釋傳統的

漢語音韻學。張先生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古音學家的兩個通病:一是處置材料不

精密。他們所把握的材料除了〈詩經〉、〈離騷〉及其他古書的韻語外，又取資於〈說文〉

真的形聲字系統，旁及假借、讀若、聲訓。這些材料並不屬於同一個系統，彼此間有

時代和地域的分歧，從這種混雜性的材料所歸納得來的音韻系統，自然有許多字音出

入相錯，而為了解釋這些矛盾變異的現象，就不得不由「合韻」說進而為「異平同入」之

論，再進而為「陰陽對轉」及「正轉」、「旁轉」等曲為圓說。男一個通病是將韻部的區別

絕對化，古音學家以為一個韻部僅包含一種韻值，於是對於許多穿錯易變的字音不得

不立通蟬的條例。條例繁衍仍不能統括字音的轉變，交不得不目立為體聲相轉。 5 這

兩點確實觸到了傳統音韻學的痛處。

張世祿先生男一個重要的領域是介紹和引進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從二十年代末開

始，他先後出版了〈語言學原理} ( 1930 )、〈語言學概論} ( 1934 )、〈語音學綱要〉

( 1935 )等理論著作，在我國建立普通語言學理論方面有重要的貢獻。張先生認為，

中國的科學向來並不發達，過去語言學雖然有很多著述， í旦始終不能成為一種科學。

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的語言，必2頁以西方語言學理論為基礎;我們要考明漢語的性

質和歷史，也必須先具有世界語言學的知識。 6 張先生在他二、三十年代的理論著作

中，對語言的起源、語言的社會性、人頓專有性及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語言同哲學、

心理學、人頓學的關係都有深入詳盡的論述。例如，對於語言的變化，張先生首先指

出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的公器，它的變化是社會約定俗成而非個人的創造。然後指出考

3 同注 1 '頁 144 。

4 同注 1 '頁 206 0 

5 同注 1 '頁 288 。

6 張世祿〈語言學概論〉自序，上海:中華書局， 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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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語言的變遷項用盛贊:lt較的方法，焉不能用實驗的方法。張是生區制

積極顯哩，然接指出，語言的聽化大都由於自然的情勢而起;其中意義的變化安全間社

會事物的發展有關;形式的總化也是由於社會，心理上對類別事物注意力不斷草草場，要

u相間的形式來表示相闊的意義;聲音的變化位是總於便利。因此，

一種進化。進本質上蠢，語言言是一種社會習慣，如果不聽際於現實生活，自

化。語言的變化無持不在發現，布一種變色能持在社會真的定俗成，也品然是由於它

符合當持社會的經驗。張先生聽於語言發展是一種讓龍的觀點對於十九世純豆豆方某研

略者的語言發展的進化論是一頭否定。從語宮發展黨紀的觀點出麓，張俊三紅又有力地

F西方學者認為模譜是「太古語」、「初等語J的理論。他指出，語言發展的磁勢是

單{闊的分析日益增多，甸、法的重要超過形態的聽化。棋譜的分析性強正是一種游{t現

。 ì與語名為瓢立詣，實際上語言司在語句中是有機糟的結合，快非各個班立的諧調的

的總意義上傲然顯現。沒有待盟和棍、驗、梅、人稱變化也決不引

。可見張先生在介紹爾方語言學原理的問哼，還注意用攬譜的事實予表態聽母控孽

，挖漢語教在世界語言宮發誤的大背景上來考翠，努力連立能夠鱉括黨諾事實的 A毅

。這在當將是難能可貴的。張先生指出:漢語的科學研究，

'是屬於一種特殊的語言學，與之相對的是關於…般語言的理論的研究。

驗與特殊，在實際研究滿船中有權此不能分割的關保。一般語言的理論，

甜苦的現象中去獲得實在的根擁;而特殊語言單上所研究的種種現象，也品主但是服從

於一聽語言發展的規律的。所以要進行漢語的科學研究，必續將對i賽語的精語考察與

身安語言學上的聽聽理議結付默甘示。

(上絡資 25)

這襄不妨再指出一點;法「驚濤拍岸，捲起千堆嚀j的句

。棚的〈望海潮〉描寫拉手持說塘之繁華精麓，

。 (TIIt章)

綜疆土文所誨，我以為如依〈念蚊攝〉正誨，

多，現代讀者自亦可寫作選擇，故寫在括號內;

，似乎也受了柳永洞的

，其中即有

;但古今語言言，

大江東去，很盤沈(1.浪濤麗)、千古風流人物。放壘由主臺人道是，五關閉郎赤

壁。亂石崩蟹，驚韓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直接，一時多少豪傑。

瑾當年，小譯告祖緣，了雄發其發。(小詩初緣了，雄姿英發 o )~扇輪

車，撞轉灰飛煙纜。故館辦遲，多情聲望笑，按學生華髮。人生部夢，

正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