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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较早对两广方言和少数民族语
言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的调查，从1928年 9
月开始准备，11月 10日抵广州，1929年 2月
4日离开广州，他在粤调查、研究广东的少数
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近3个月时间。

11 月 10 日赵元任夫妇抵达广州，开始
在中山大学授课。从12月 9日开始，他就马
不停蹄地进行了两广语言调查。同时，史语
所分别致函各地各级学校，请予面洽一切并
尽力协助赵元任的语言调查。

1928 年 12月 22日，赵先生让中山大学
生物系教师石声汉邀请瑶胞在广州记音，对
瑶胞唱的197首瑶歌做了录音。24日，赵元
任晨赴三水，在县立中学找发音人记录三水
大街的语音，接着又去往广西，调查广西区

域的粤语方言……
1929 年 1月 3日，他完成为时 6天的广

西南宁方言调查后，继续赴梧州，记录梧州
北部乡下的方言。11日回到广州。1月 12
日，到广东的江门、新会、台山等地调查，18日
回到广州。19日北上韶关，调查记录粤北方
言，23日返回广州。24日乘船赴汕头，在汕
头、潮州两地调查。1月30日从澳门回广州，
经过石岐时进行中山语料收集，2月1日回到
广州。（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160 页，
商务印书馆，1998 年）

赵元任后来发表的《中山方言》《台山语
料》中专门注释是根据在 1929 年冬（笔者
注 ：原 文 如 此 ，但 实 际 应 为 1928 年 冬 天 到
1929 年 1 月）收集的材料所写的，当时中山县

的发音人是程伟正。1947年，赵元任还在哈
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
版了《粤语入门》一书，相信主要语料应与
他 1928 年冬到 1929 年春在广州调查方言
有关。

李方桂 1924 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密执
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1928年获得
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时，就对
印第安语进行了调查录音，做出了美国语言
学家也做不到的贡献。1929年年底，他受聘
于史语所，遂南下广州，从香港乘船到海南，
从海口、到临高、乐会，做了一个多月的海南
的汉语方言调查。回到广州后，还利用借来
的语音分析仪器验证了他在海南调查时发
现的爆破音。

所谓的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指的是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1892-1982），曾
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首任所长的罗常培（1899-1958）和中国
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1950年当选美
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的李方桂（1902—1987）。
这三位“大先生”在民国史语所和西南联大时
期都做了大量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出版了不
少经典的著作，他们还合作翻译了语言学的
经典译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
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

史语所1928年在广州创立，作为筹备委
员之一的傅斯年就十分重视语言学研究。
1928 年 5月，傅斯年在广州起草了《历史语
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并经筹备委员会通

过，确定将语言学研究分为汉语方言、西南
语、中央亚细亚语等方向进行。

1929 年 1月 22日，傅斯年致函罗常培：
“莘田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
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究工
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佩。已交赵
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此韵书整理，粤语
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
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28年，罗常培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
主任。他为了研究《广韵》而开始学习广州
话。这一年赵元任到广州调查方言，罗常培
经常与赵元任切磋语言学的问题。同年，罗
常培与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一起参加创
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壹 精英齐集 共筹史语所“语言组”

贰 马不停蹄 展开现代语言学调查研究

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
语所”）1928 年创建于广州，初创
时寄设于中山大学校内，后由筹备
委员傅斯年、容肇祖等选址，于
1922 年 10 月 22 日迁移到广州东
山柏园。

2022 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修复了柏园故址，这对于广州市、
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现代学术史，都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去年 12 月，广东省政协文史
委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柏
园举办座谈会，余忝列会议，参观
了故址展览。

现就我的专业范围所及，谈谈
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对广东语
言学研究的贡献。

1928 年 12 月，赵元任在办公室查看广东地图

1935 年，方言调查途中的李方桂

1930 年，罗常培在史语所的北平办公室内

赵元任先生对广东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
在清华大学时培养了一位学生，即后来成为中国
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

1926年，王力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赵
元任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他三位
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之一，是王力的老
师。1927 年，王力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回国后
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
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他 1946 年在中山大学
任文学院院长时，创建了现代中国高校里的第
一个语言学系并于同年招收第一批学生。王力
聘请了同乡友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出任系
主任，教师中则有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严学
宭、周达甫、吴三立等。不少也曾是史语所的成
员，如商承祚等；一些则是史语所成员的助手或
者学生，包括语言学、经史学方面的专家。该系

的首届学生是由中文系四年级转系而来，毕业
于1947年，其中就有后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著
名方言学家黄家教。从 1946 年-1954 年的这
八年间，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
言学系，一共培养学生 100余名，为新中国培养
了大批语言学人才，获益最大的是中山大学和广
东省。

其毕业生有很多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语言学
家，如唐作藩（北京大学）、著名方言学家宋长栋
（中山大学）、黄家教（中山大学）、詹伯慧（武汉
大 学 、暨 南 大 学）、饶秉才（华 南 师 院 、暨 南 大
学）、黄伯荣（西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欧阳觉
亚（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傅雨贤（中山大
学）、唐启运（华南师院）等。中大语言学系1948
级学生、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唐作藩教授回忆
说：“中大语言学系的历史虽短，但功在千秋。”

叁 薪火传续 创现代中国高校中首个语言学系

肆 导夫先路 助广东崛起语言学南方学术高地

罗常培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培养的学生中，则有
后来成为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文系著名语言学家，广
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的高华年。

在西南联大期间，罗常培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语
学部导师，仍兼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11月，校常
委会决议请罗常培暂代西南联大文学系和师范学
院国文系两系主任之职。1938至 1944年，他在联
大授课和主持系务工作之外，在云南积极开展了
大量的语言调查研究工作。高华年1941年考进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学部，师从罗常培、李方桂教
授。1943年，高华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学
部并获硕士学位，得到罗常培先生的器重，亲自推荐
他到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3年到 1946年，高华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
文系讲师。1944年，他的论文《昆明核桃箐村土语
研究》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嘉奖。当时获奖的
人，文科的如冯友兰、金岳霖、王力、费孝通、陈寅
恪、汤用彤、闻一多、阴法鲁、张清常等，理工科的如
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赵九章等，皆为一时之选。

高华年1951年从岭南大学转入中山大学语言
学系，并被聘为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彝语语法
研究》《广州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教
程》（与宋长栋等合作）《汉藏系语言概要》《汉藏语
论稿》等，均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经典教材和田
野调查指南式的经典著作。1983 年起，高华年担
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是广东语言学界 20
世纪后半段的领军人物之一。

总之，史语所“三巨头”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
前后对利用现代的设备仪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
方法，对广东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
查研究，是为广东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肇始。他们
还培养了王力、高华年等后继的杰出学者，为全国
第一个语言学系的创建和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奠定了
人才基础。广东省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在汉语方言
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方面，之所以能成为南方的学
术高地，“三巨头”导夫先路，功不可没。

E-mail:hdzk@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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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创 时
期的史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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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合影

开新局 谋新篇：
走出高质量发展的广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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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本丛书是一套集权威性、战
略性、前瞻性于一体的精品读
物，共分为 5 册，内容围绕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
主线，内容涉及中国所有制改
革、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构建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现代化和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丛书对我国成功构建现代
经济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和实践总结，对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经济建设实践、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推荐理由】

实践指导性是这套丛书的
一大亮点。丛书对我国成功构
建现代经济体系进行了开创性
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对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实践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利于
引导广大读者感悟中国制度的
优越性，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内容上具有系统性。丛书
内容涵盖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五大方面，
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相
关内容，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
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大的作者队伍保证了丛
书的权威性。本套丛书由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策划指
导，分册主要作者为迟福林、张
卓元、宋晓梧、薛澜、范恒山等
人，皆为在各自选题领域都拥
有开创性研究成果和相关著作
的著名经济学家主编。

文/孙磊 余明浩 图/受访者供图

历史川流不息，发展永无止境。1月28日上午，广东省委、省政府
召开新春开年第一会——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号召全省全力以赴、
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勃发新气象、闯出新路来。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前广东总体上已经率先从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既具备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也面临着不少新
的问题与挑战。如何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本期“花地·粤版好
书榜”推出以发展、振兴、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图书特辑，彰显新时代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广东担当与广东路径。

【图书简介】

《乡村振兴如何开新局》是由
国家乡村振兴局黄承伟研究员撰
写的系统讲述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的通俗理论专著。该书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为
主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乡村振兴规划、中
央和各部委、各省（区、市）文件
为依据，基于党的十九大以来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全
面阐释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在
乡村振兴上开新局”重要指示的

实践及成效，对各地围绕理论创
新、战略重点、关键路径的实践
案例进行总结及点评，并从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
振兴”重点探讨未来发展路径。

【推荐理由】

该书作者黄承伟研究员现任
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
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特色反贫
困理论与实践、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研
究，参与国家扶贫重大专题调研
及政策制定、国家精准扶贫方略

的研究和顶层设计。
全书结合国内成功案例，对

乡村振兴政策整体框架，脱贫成
果巩固、衔接，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建设，三大产业及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党建
引领等所有涉及乡村振兴的关键
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浅
出的论析。本书既是对我国乡村
振兴政策的权威性宣讲，也融入
了作者长期从事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管理工作的深入观察和思
考，具有理论高度和很强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是各级干部谋划
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指导性读物。

【图书简介】

《走好共同富裕的广东路》是
第一本系统讲述共同富裕广东实
践的通俗理论著作。书中全景呈
现广东坚决贯彻落实关于共同富
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先行先试先
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共同富裕实
践，同时结合双循环经济形势和
广东发展态势，从高质量发展培
植、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
三次分配实现财富共享等多方
面，书写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广东
奇迹，总结发展经验和难题，探
索广东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
富裕建设的道路方向，为更好实

现共同富裕贡献广东样本和广东
力量。

【推荐理由】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
程，百年广东党史就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领导广东人民持续走向共
同富裕的不懈奋斗史。党领导广
东人民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中
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共富理论
的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等一
系列基本经验。该书总结的这些
历史经验必将为新时代推进共同
富裕，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广东篇
章”提供
有 益 借
鉴。

本
书 的 主
要 作 者
郑 志 国
教授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
行政学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
长。因对国家社会科学事业的突
出贡献，2007 年受到国务院表
彰。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人民出
版社还联合暨大新闻与传播学
院、荔枝App打造本书同名音频
展播系列，广受好评。

【图书简介】

《走出高质量发展的广东路
径》一书站在广东总体上已经率
先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这一重大历史时点上，回
顾和总结党的十九大以来广东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与做法，有
助于我们在未来凝心聚力、铆足
干劲、乘势而上，全身心投入到广
东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该书聚焦“双区”建设、营商
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
调、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社会治理
和新发展格局九大领域，系统梳理
广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创
新性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以期全面
准确地揭示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广东担当与广东路径。

【推荐理由】

本书主要作者赵祥，现任中
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任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广东
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行政管
理学会理事等职。

该书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组织编写、广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广东
创新实践》系列丛书（6 种）之
一，丛书围绕广东省贯彻落实总
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从工
作重点、工作方法、为民情怀、工
作作风等方面，全面呈现党的十
九大以来广东的生动实践和成
效经验，为更好推进现代化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
理论参考。

【图书简介】

人人关注的共同富裕到底对普
通人有何影响？房产税、遗产税等这
些近年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共同富裕
的推进中会起到什么作用？作者以
其长期研究财税体制改革的视角，给
出了大量实实在在的思考和建议。

本书采用开阔的视角和观点，
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现共同
富裕的深层逻辑。在厘清共同富裕
基本内涵，探索走通共同富裕之路
的同时，强调共同富裕的“四个不
是”：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下的

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杀
富济贫”行政手段可达到的稳定状
态，不是“主要靠国民能力提升”可
达到的稳定状态。从而让读者更加
深刻地理解共同富裕。

【推荐理由】

书稿基于已有的多项中外具有
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紧贴中国实
际，围绕“先富共富”和“收入分配”
等关键点展开讨论。同时借鉴一些
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
问题对代表性案例作出深刻剖析和
总体性的基本诊断，在深入剖析问

题之后以“对症下药”而“综合施
治”导向，提出中国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结
构，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原
则和体系化政策主张。

本书作者贾康是我国著名的财
税专家，在写作中以其长期研究财
税体制改革的视角，对推进共同富
裕中的重要问题——优化收入分
配，提出大量改革建议与意见。作
者在系统严谨的叙述中，尽量用通
俗的语言解释过于专业的概念，追
求人人可读懂的写作文风，让专业
图书不再冷冰冰孤立一处，而是更
靠近读者。

《走出高质量发展的广东路径》：
系统梳理广东高质量发展经验与成效

《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国梦》：系统阐述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逻辑

《中国之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丛书》：

探索并总结中国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经验

《乡村振兴如何开新局》：
权威解读论析中国乡村振兴政策

《走好共同富裕的广东路》：
书写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广东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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