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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刊已经教育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估中心评为核心集刊，我们谨向多年来支持本刊的
作者和读者，向关爱本刊的朋友和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辑特别刊出主编王宁《关于传统学术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关系的思考——创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刊物的体会》一文。
文章探讨的“现代化与历史的继承性”、“国际化与民族的自主性”、“科学化与人文的经验性”、
“主流化与思考的独立性”以及“物质化与科研的学术性”五种关系，阐发了我们办刊的思考，也一
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基于深厚传统学术渊源的学科点的思考。
人文的学术包含着民族的情结、历史的负重、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以及真理的引力。
这应当是我们的办刊理念与学术主张。
我们愿以此和同道共勉，请大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理念，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本辑特别转载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后。
序）》。
这篇长文论述了“责任”、“欧化”与“中国化”、“民族化”、“邃于国学”、“求真求是”这样
的命题。
文章提出，“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经验”。
我们推荐何先生的文章，是因为“散步”已经跳出了语言学范围，从语言学层面上升到文化、思想层
面，他看问题的高度、角度和辩证的思想方法，以及其中包含着的人文精神，是我们特别向读者推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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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特稿关于传统学术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关系的思考特别转载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中
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后序民俗学研究“现在”的文化遗产化——中心的象征性解体之后向地方性
知识学习的方法——生活环境主义思想被表演的土地20世纪后半叶民间故事体裁学研究鸟瞰清代宫廷
祭祀中的萨满教遗存探析语言学与语法研究从疑问到感叹的发展历程——“多”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化
两汉之交文学语言中的名量词——基于扬雄作品用例的研究省略现象与语言的基础结构“对来说”和
“在看来”从信息结构角度看汉语的“主谓倒装句”文字学研究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续探楷书字
际关系考辨(三)宋金房山石经汉字部件混同现象简析谈汉字的标示功能从甲骨文字形看汉字的造字方
法训诂学研究《缁衣》校释余渖《甲乙经》用词考证五则论汉语同源词的声符互通现象音韵学研究马
若瑟《汉语札记》的罗马字记音及其与《谐声品字笺》音系的关系《礼部韵略》名讳字与宋代语音史
问题汉语早期诗歌的句首韵、句中韵——兼谈王引之《古诗随处有韵》上古后期通语与中原、齐鲁、
楚方言见章精三组声母的交替文献学研究何为铁证——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真伪之我见戴表元
《剡源集》版本考胡祗通诗文集版本源流考博士生论坛近代碑刻数字化典藏与研究中的字形搜集整理
应用《群经音辨》异读层次例释学术简讯“第六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民俗与公共生活”会议综述英
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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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主流是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当时有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其主张如章太
炎所说：“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
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
已。
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
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
”章太炎黄侃等人则站在主流的对立面，反对废除汉字。
章黄的理由之一是，“人类之所以异于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方今家人妇孺之间，
纵未涉学，但略识千许字，则里言小说，犹可资以为乐。
一从转变，将《水浒传》、《儒林外史》之书，且难卒读，而欢愉自此丧，愤郁自此生矣！
彼意本以汉文难了，故欲量为更革，及更革之，令读书者转难于昔，甚矣其果于崇拜欧洲，而不察吾
民之性情士用也。
”历史也将继续证明，汉字不只是一个工具问题，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问题，它关系到民族自信、民
族情感、民族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头等大事。
当时章黄等人不是主流，但不是主流的意见反而是正确的。
学术研究的独立思考，不但表现在对国内的主流不盲从，还表现在对国外的学术观点不盲从。
这两件事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我们上面说过，在某种大背景下，人们易受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
景下，国外的学说蜂拥而至，接受国外的学说及其观点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因此易形成主流，所以
，主流往往与对外来学说的接受有关；对主流的不盲从与对国外学术观点的不盲从直接相关。
外来学说及观点进来的初期，势必先接受，这也是规律，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认为这个时候的主流、国外的学说和观点就一定是真理，是正确的，那就值得商榷。
章太炎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指出国人中盲从国外学术观点的通病：“古人说，‘一经品题，声价十
倍’，原是看品题人是甚么？
若是没有品题的资格，一个门外汉，对着我极口称赞，又增甚么声价呢？
听了门外汉的品题，当作自己的名誉，行到教育一边，也有许多毛病。
往往这边学究的陋话，斗方名士的谬语，传到那边，那边附会了几句，又传到这边，这边就看作无价
至宝；也有这边高深的话，传到那边，那边不能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传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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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5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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