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品風範堪緬懷

追念李新魁先生

麥耘

中山大學

1997年9月 13 日晨5時間分，中山大學教授李星

橋(新魁)先生在廣州逝世。消息傳出，學界震悼。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吉研究所和中國語吉學會聯暑

的暗電說: r李新魁教授是國內外有影響的著名語

吉學家，他一生治學勤奮，廣博精深，在語言學的

諸多領域均有很高造詣。他教書育人，桃李芬芳;

刻苦著述，成果卓著;寬厚待人，廣結同道;人晶

風範，足堪緬懷。」

星橋先生於1935年10月出生在廣東省澄海縣縣

城的一個書香之家。他從六歲開始在同鄉著名學者

黃際遇先生的家塾襄讀書，讀的是《四書》、《五

經》等，又閱讀了家中收藏的大量古書以及一些當

時的新式文學書籍。十二歲時，他進入正規小學念

五年級; 1950年畢業後，考入澄海縣第一中學。念初中三年級時，他開始寫詩，主要

是白話詩，受到語文老師的激賞，遂一發而不可收，完全迷了進去。在高中期間，他

負責編輯學校的黑報報《澄中日報} ，經常在上面發表詩作，因而得了「詩人J 的綽號。

後來先生在大學襄教書，他的中學同學還都以為他是搞文學創作或者文學研究的。

1955年9月，先生考上了中山大學中文系。入學之初，他也曾幻想當個文學家。然

而旺盛的求知欲使他很快對語吉學產生了興趣，對用剛剛學到的語言學知識分析自己

的家鄉話潮抽方吉感到新奇和興奮，於是就投入了像原來對文學一樣巨大的熱情。讀

二年級時，他寫出了專著《潮州話研究> '當時還有一家出版社準備出版，這對他是個

極大的鼓舞，成了他人生道路的轉棋點。只可惜的是，此書後來因故未能出版。 1957

年，為配合推廣普通話的工作，與人合作寫了《潮州人學習普通話手冊} ，並於次年出

版。同時又在《中國語文〉等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研究潮州話的論文。 1958年暑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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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同班同學、後來成為著名古文字學家的轉露過一起，島告奮勇海教育廳繳「推普j

工作，跑到粵東好幾姻縣、襄辦費爐諸軍11練班 l 1會諸非常高昂。

先生學習音韻學多最輯是為了方宮研究的輔助。 1957年從方孝品學習語音史，主

要典禮於是，轉向音讀學。方寧岳是對先生的播學道路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師。方孝岳於

1957年6月悶在先生的一篇習作上推道: r這樣的學習基礎和黨研精神，又能發現問題，

讀書得筒，在音韻史方盟將來盛能有所賞獻。 j 在當時，先生是芳孝岳最海鐘愛的學

生;方孝岳的鼓勵 9 怯及他嚴謹的治學風籬，對先生後來在學備上的發展，有著深麓

的影響。先生畢業離聞中山大學後，的經常利用骰日對古孝岳家中講教。後來，方孝

岳在「文革j 中含冤去世。多年以後，先生盤時時用權念的口胡說起他的追位老師，立宣

曾專門寫過幾篇文章介紹方孝岳的生亭、始學方法和研究業績。

先生念大學的那學年頭，特既是雄主學跤，中窩藏於特定的故治環境中，要專心學

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g先生抱著抓緊學習機會的念頭，見緯插針地輯用時閣。在遠

期捕，他養戚了搏覽辭書的程慎，聲樂聲架地鵲讀系資料室的藏響。二十多年以後為

他獲得很高聲響的《韻鏡校瞪》一番的主要內容，就是他在1959年初室的60年間寫出來

的。

1959年裹，先生大學畢業，分配到廣東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講授 f琨代漢語J 0 

1960年，廣東當教育廳決定輯定廣東境內幾種方苦的拼音方案，其中潮卅詬拼音方案

自先生負責起草。差不多同一持憫，他參加撰寫《廣東方苦概要) ，負責潛抽方當部

分，並負責全脅的就搞工作。可悟此書後來未能出版，鑑過「文革卜喜鵲已不知下落

了。 1962年，先生調到壁南大學學仍教 f現代漢語J 0 1964年9丹豆豆故年2月，到天津甫

聞大學從那合瞬進修 f漢語諧音史J 。在聽課之餘，他幾乎把京、津南地的大學和地方

厲害館盡數飽遍 3 闊攬了大童音器學書籍，準備寫一本〈韻學論著體自提要》。此番雖

然終未寫成，不通當時校黨的資科，在十多年復他撰寫〈漢語等韻學) ，以及與學生合

寫《讀學古籍娃要〉縛，卻漲土了大用場。在這期問 p 他接觸對商夏文的資料，關始在

完全沒有人接導的情說下研智商葉文。

從大學畢業到 1965年達按期繭，先生發表了一學音韻學、方育學以及有關民族語

苦的論文和普及性(包括 f推普J )的文章，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參加關於《中原音韻》性質

輪箏的論文。 196是年間，寫成〈古音概說〉的相稿。

1965年，先生撮許多大學教師一樣?被提下鄉參加 f四清j運動。接著是文化大革

命，人心動亂。但在頓期的恐攏過去之後，先生又悄惜地繼續傲自己的學悶。文革後

飽所出版、發表的蹲著和文章，不少說是在這個時期研究成果的華礎上寫成的。 1968

年底，他和大家一道被指令到農村幹部學校勞動。 1970年，暨南大學教取消(文革後棋

復) l 他調到華南師範學院(現在的華南師範大學) ，位在幹枝，至1971年四投參加所謂

「教育改革J 0 1973年盔，調到母校中山大學，改教 f古代漢語J 0 從1975年闋捶闊設「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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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語音史J 課程 9 並編寫了講義，遍購了後來撰寫《漢語語音史》的義礙。

文革以後，先生著誰甚聾，豆豆目前為止，巴出數著作(會議文集和工具書)二十三

種 (1958年出敏的一種未對入) ，針有:

1979年， (.普通話、瀨站芳盲常用字典》、《新攝潮說1J芳畜十八音》、《古漢語基磁

知議，) (合作)三種; 1980年，{古音概說:> (此書於1985年和 1988年出版了兩種畫畫灣肢，

1990年在韓關出了韓文肢，書名作《中圈聲輯學概論:>) ; 1982年， (.器銷校證:> ; 1983 

年， (. <中原音韻〉音系研究》、〈漢語等韻學》、《漢語文盲譜法〉三種; 1986年， (.嘆語

音韻學:> ; 1987年， (.古代漢語自學讀本.) ; 1988年， (.替、矗立于育與普通話》、《廣劑入學

講普插話:> (合作)二種心 1989年， (.聽朋鵲聽釋:> ; 1990年， (.成語典故彰閻麗華典.} (合

作) ; 1991年， (.中古音〉、《實用詩詞曲格律辭典》二種; 1992年，(.擷站方吉訶帶轉》

(合作) ; 1993年， (.李撕魁自擺集》、《韻學吉轄權哥哥:> (合作)二種; 1994年， <:李新雖

語苦學論集》、《廣東的芳盲》二種; 1995年，(.廣州方言研實:> (合作) ; 1996年， (.廣#1

話音擋.) (合作)。另外還有未前世的〈普通話語音史》、《漢語語音史》、〈李新艦音體學

論集》、〈潮抽方當詞典:> (合作)、〈香港人學習普通諮詢聽.) (合作)、《廣州宿志 .jj

古老金，) (主攝)等數聲。

按照先生自定的聲格標蟻，他所發表的學衛論文的有八十麓，另有語文知融普及

性文章、靜介文章、序酸、學衛會議總結報告等二百五十懿篇。鐘樣的成就，自然贏

得了海內外學衛界的囑臣。 僅得特別提鶴的是，他的自選集是在全圈範攝內碧藍緝的《著

名中年諾育學家自選集》叢響十本中的一本。

先生擔任過多種學輔聞體的額增職務。 1979年，中國民按語言玄學會屁立，他當選

為理事(連任三屆) 0 1980年，他發起成立中觀音輯學研究會，並當選為理事、鸝會長

(連任五屆理事;聽任南屆國會畏，至研究會決定取措幫會長…融為止) 0 1981年，全

劉高校文宇改革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理事。 1984年，當選為中國語奮學會理事(連任四

路) ; 1991年，更當聽苦苦當務理事(連任兩屆) 0 1986年，廣東中醫智富學會處立異他聽

任副會長兼舉衛要員會主任(連任主攝) 0 1988年，他有鑒於傳統「小學j需要多學科交

叉、聯繫‘綜合起來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又發起成立黨外i圖學研究社，任社長。

先生1959年開始當聽教，至1979年才升為講師，其中原因不育自萌。 1981年升為

副教授， 1985年升為教授， 1994年獲博士生導師資梅(內地鵲博士培養樹度聽香港是不

同的) 0 1983年應聽封香港中文大學、 1990年到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1992年到聾譜中llJ

大學、輔仁大學等校言醫學，君主程進內地與香港、賽灣和中日之間的學鵲交據作出了貢

獻。

先生在諱言攀上的研究報域摺當廳，包括音韻學、方苦學、文字學、古代漢語報

法和調龍、少數民麓的語宮和古文字等。

漢語音續學(漢語語音史)是先生的主要研究古肉。在等輯學方醋，備對 f等j 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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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出了獨特的看法，針對向來的 f等j 專為韻母分顯而設的觀點，轉為1玄最初是對聲

類的好穎，後來才擴展為對整餾會憊的好類，荷中古韻醋的分等鈣是聲讀並鞏;對歷

來認為難解的等韻門能作出了明醋的觀釋;詳顯地研究了一些靈蟹的讀闢;對慰說紛

耘的 f內外轉j 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漢語等續學》一番資料非常聾富，介紹了許多

未為學界熟悉的韻醋，填補了重要的空白。在近代青芳醋， f也不問意《中原音體》表現

元代大都膏、入聾巳謂央的觀點會認為此書表現的是以洛陽音為主體的河南膏，是元

代漢語共同諧音的代表，並認為撞輔音系仍存在入聲;主張近代時期的知、照4報聲母

讀為舌尖後膏，且能與日音相拼;對近代漢語諧音史作了較全醋的梳理會立全提出了一聽

黨要觀點;他的缸中聽音器〉音系研究〉是《中原音員員》研究最為鞏耍的文獻之一。在上

古音芳菌，他論語曉、陸母上古揮自昆、?藥、群母;為上古聲母擬訂硬膏、軟膏、輯

轉化者和卷音化膏，荷認為上古無介音;擺出上古音系中有蚊{扭厲的一顆韻母，即「攻

入韻J ;分上古輯部為三十六個，主張一部中可以包合二至三傭略有不闊的主要元音;

挖土古聲詢台海原(相當殼中古的平聲和入聲)、乙(中古上聲卜丙(中古去聲)豆類。

在中古裔女T間，認為《廣韻》包含古脅和古音成分，主張以《廣韻》為主要資料，參照宋

代其他語料來擬訂中古音;對中古音研究中最為複雜繁難的「鞏緝j 問題作了多角度的

探討，提出重組間頓和普通三等韻在較早期可觀支書一個偶「大觀J '並認為麓，報B類的聲

母帶觀釋{t ;論證《切額》中攏、禪爾母無對立;對〈盧薩真〉音系作出了不時於前人的擬

構，在擬構中特別重攪鸝曆元脅的作舟，如以元音鷗馨與否來區分「真犧合口卜即閱

合分韻如「魂j 、「痕j 中的合日讀韻主要元青海輯響;認為輕唇化的綠件之一是真合

日，即主要元音為鱷轄。他還寫了一些喜愛音讓學應用的文章。先生研究饋學的一大特

點是:對各備分文學科、對漢語語音史的每一時期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荷i控相輔相

成之殼，從關更能能總體把握諧音史和語音發展鐵律。

先生在ti宮學方醋的研究重點是纜站方宮，攝有好幾種工具書，發表了不少討論

觀站語言奮膏、調廳、譯法的論文墊在潮油器本宇考釋方福tf!.下了不少功夫。他也研究

粵方苔，寫了一些論文，並於1987至1988年間主持廣州市地方志ti賞者的編撰工作，

報導攤主監了以前未受芳育學界注意的廣州市部的語育狀說。他非常重視對芳吉嬉戲和

發展的歷史作研究。在推廣普通話ti暉，先生也做了大蠢的工作。

先生對古代漠語語錄有詳蠢的描寫，且有不少新穎獨到的見解，如 f調類活用 j 問

題。在古漢語詢盤方商 3 他專門研究了「類期鵲J '作了全面的喂雞和好折。文宇芳

醋，他分析了 f立體字卜對 f轉控j 提t住了自己的見解，直考釋了一些單字。他所緝的

《古代漢語自學讀本》既不乏新兒，又能無顱學習者的水平，攝排t基輔當合理，深受讀

者歡迎。

在夕數民族語育方面，先生研究潮安地臨的番話和古代黨頭攘的語富商廈餾{磨古

特語)及西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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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寫過《李新豔先生及其學鋪成就》一文，是在與先生雄行專能式的詳競

後寫成的，初稿也經他審閱、修改，可以說相當於他本人的自述 a 現在把其中辭述他

學衛特點的設落轉亨!在下醋，作為對他治學方法的一館總結:

李先生做學問注意五線原則:

第一，精專和廣博相結合，認為既要立足對專門的研究，又要有較廣的知議

醋，復者為前者服務。李先生的主要研究學科是音韻學，但他對語盲摯的其他續

擴也非常重視。研j知他認為攜音議的人世態攝方宮，議會對音鵲摯的研究有極大

轉益，績一點他據自己身體力行外，還常囑咐他的學生分一些糟力研究方苦。他

的模野擺輩輩出吾吾育學之外事對文學、歷史、經學等各方面的特輯都加以留意。他

平時喜歡串串j覽各種觀番，從中攝取有用的知議。飼如他提出宋元時代的共同諾諾

皆是以當時的中原之音為標準音的觀點，其中許多有力的韓據就是在通讀《詩話

叢攝》時發琨的。實讀學內部也有分玄，李先生研究的靈點是等輯學和近代膏，

商對中古奇和上古發也著力不少。他器為若把自己局限按一點，研究就很難深

入。
第二，對材料的分析和理論上的探討輯綜合。學者們做學問 3 各有不闊的風

格，有的人頓冉較重視輯料的牧集和韓院，有的人更強調理論對研究工作的指導

作用。李先生主張先黨提攬集材料，特男可是要善於發現新耕棋，嘉定輯料本身加以

分析，而不為成說所搗;如果林科與流行的理論種音樂，就決不讓材料禮麓理論。

如他寫《漢語等韻學》之樹，對一般所說 f等J 的概念投未黨生懷疑，後來發現許

多輯將與競種說法不柏樹舍，經反種思考，便提出自己的幸存見解。 1"也擺常對學生

說，對那些報告己的觀點、理論有觀錯的材料，不要諱言r (他畫畫諧地稱為 f反貪

污j) ，甜應正視。龍不但體現了他磊落的學風，也可見他對胡料的重視。他又

認為，材料若不是最懿繞以理論，就不免流按緝碎、煩瑣，底層研究的攬磕專制辱

不對提升。對音員員擎的研究，他特財強觀要有 f史j 的觀光，在作斷代的、局部

的研究時，要總想著漢語史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建樣才能把自己的研究提高到能

獨把握語音發展大勢的高度。他常說，他的老師方孝岳先生最講究 f大勢J ;把

握了大勢，才不會被材料研淹沒。新的見解往往一芳宙建立在新的樹斜的華礎

上，另一1.í萬建立在新的理輸和方法的毒基礎上，爾者不能儷靡。他常告說學生，

不要寫那種只會堆砌輯料，商擺不出自己審法的文章，更不要寫那種只拿到一點

材料就迫不及待地用一些理論來大加發揮的文章。

第三，縮水長瓏的積累和黨中的專題研究相結合。有一蜂研究專題往往需要

在一戰較短的詩問襄集中力量攻艷，但有的專題韓非要有較畏期的積累不可。常

有這種情說:零單的材料經過自積月囂，到一定時接蛻變得很可觀，形戲一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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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蹲在這鋼摹礎上集中時間和精力，有目前地找材料、作研究，說能出成柴。

李先生海寫《漢語等韻釀} ，利用各種機會，把圈內薰耍的窗書館幾乎都踏遍

了，一點一點地收集資料; <韻舉古籍誼賽》中的材料，有半數以上是黨長期積

累布來的。李先生有關時磁地做卡片的習慣，像〈繡朋詢盤釋》和《潮抽方當調考

釋》中的智軒，幾乎至全是來自一大堆隨手寫就的卡片。((古籍整理研究學于U) (長

春) 1993年第6期，買的)

先生不僅學問做得好，課世講得好。他輯到中大中文系時多被安排教外系(歷史

菜、哲學系)的諜，國教學效果好，後來轉教本系的課程。聽過飽諜的學生 3 都會記得

他講的觀既潔撞知撮，又糟糟間有棟謹，且從無半句廢話，幾乎記錯下車就是一篇好

文章。八十年代，音韻學研究會鎮辦過多技研究麓，先生在遠學班主閱過多種觀程。

甜的講器問然為學真打捕了一道道還向吉普育研究的門繭，捕他在講禮上的丰菜，也至

今讓很多學真難以忘懷。

先生1:.'腔熱情嘴庸，同時又正直歌升，雖然他得罪過人，華莖吝盤還得揮得很厲

害，但他往往也正因血而跟學界大多數情仁保持良好的欄標。除了向輩人，語古學界

的一些畏者樂於把她規為忘年之友，聞組與年輕人也總是相處融潑，能沒有名家的架

子 e 他的學生們，以及許多沒做過他學生的接一輩語當學者，都曾感受到鮑那令人如

侏春風的關懷和教瓣。他在學業上對學生訂出的標準是嚴格的，但從不要求學生過體

自己的學備觀點，相反，他總是鼓點畢生要敢於提由與老師不同的看法，熱切地希望

學生能走品獨創的道路。他不僅以學識，也拉i誼種大家風度，贏得了受業者的敬重。

1993年下半年，先生發現患膀脫癌。 1994年初做手衛，亭衛恢復良好。痛後初蠱，

他不顧勸阻，又全力投入工作。他給本科生上課、招研究生、撰寫論文、 tll席各種學

衛會議事還強驛組織編寫〈廣東1J苦大字典} 0 1996年下半年，審擒複發，腎臟受損，

他釣堅持做完與學生合作的《潛站方喜鵲典》的掃罷工作。 1997年2月，總精神稍好，說

對抬頭去參加學衛會議。會後，他最後一故囑避了他一生熱愛的故鄉。問鑼後，痴情

聞始是惡化，於4月悶和6月閩南度入撓。晴在幫故位院之間的半餌丹囊，他竟強文搞體，

用十天時間寫完了《著通話語音史》的結尾部分。在最後的日子瘓，他的念;愈不忘系襄

語苦學科的建設和學生的博士論文還是題等 9 多故向前來探蜜的問寧和學生談起。他真

真正正把學生顱給了學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