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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
李荣教授，曾用名李昌厚，还用过董少文、宋元嘉等笔名。
1920年2月4日生于浙江省温岭县新河镇，2002年12月3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

他早年就读于温岭县临海中学、杭州高级中学、台州中学高中部。
1939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1943年进入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语
学部攻读研究生，1946年7月毕业。
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担任研究助教，1949年8月进入青岛山东大学文学院担任副教授。
1950年9月正式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
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同时先后担任方言研究组（室）负责人、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方言
》杂志主编。
此外，他还担任过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学评审组成员等重要职务。

李荣教授一生献身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事业，特别在推动和发展我国的音韵学、方言学研究方面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在音韵学方面，他1952年出版的《切韵音系》，被学术界公认为切韵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1957年与
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合作编写的《汉语音韵讲义》，言简意赅，在众多的音韵学著作中独树一帜
，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1982年出版《音韵存稿》，里面包含了十四篇重要的音韵学论文，也具有
重要影响。
在方言学方面，1957年他出版《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同时与丁声树先生共同主持了由教育部主办的
语音研究班，为我国的方言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1959年又与丁声树先生一起主持了河北昌
黎的方言调查，并于1960年出版《昌黎方言志》，被学术界公认为方言调查报告的一种范本；1979年
李荣教授创办《方言》杂志，亲自担任该杂志主编；1981年他与中国汉语方言学界的一批学者率先创
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担任会长。
在这之后，他还先后主持了国家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若干重大科研项目，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种分卷本）等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除此之外，李荣教授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重要讲演和论文，阐明了我国方言学研究的很多重大理论
与实践问题。
所有这些，都为我国汉语方言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荣教授在文字学、语法学、词典学等其他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在语法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与丁声树、吕叔湘等合著），文字学、词典学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985年出版的重要论文集《语文论衡》中。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定稿人之一，在连续工作长达三年的词典定稿时间
里，他殚精竭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学识和智慧。

李荣教授1952年翻译了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1965年发表了重要论文《评哈忒门和霍凯特对北
京语音的分析》，1983年与吕叔湘先生一起译述并出版了赵元任的《通字方案》。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他先后到美国、日本、法国、挪威、瑞典等国家访问或讲学，在很多国际学术
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论文；他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国外著名的语言学家。
李荣教授为中外语言学的学术交流，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李荣教授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切韵音系>>

他严于律己，待人坦诚；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表现了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
他教书育人，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批语言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他治学严谨，笔耕不辍，在语言学研究
的很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荣教授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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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荣（1920～ 2002   ）
音韵学家、方言学家。
笔名董少文、昌厚等。
浙江省温岭县人。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
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
长、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等。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其中尤其是对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
韵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
在音韵学研究方面，著有《切韵音系》（中国科学院，1952年，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陆法
言的〈切韵〉》（1957年）、《隋韵谱》（1961年、1962年）、《隋代诗文用韵及〈广韵〉的又音》
（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韵母》
（1963年）、《〈广韵〉的反切和今音》（1964年）、《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1965
年）、《读汉书东方朔传》（1979年）、《音韵存稿》（1982年）、《语文论衡》（1986年）等学术
论著。
其中《切韵音系》是作者的第一部著作。
该书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等材料，通过对《切韵》一系反切的精密考察，在音类的区分和音值的构拟上
提出不少新见。
书中说明了《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韵系统，对中古音值提出假设，全面分析了反切上下字的作用，
并对若干等韵学的术语进行了历史的解释。
该书是汉语历史、汉语音韵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在方言研究方面，他对浙江省温岭方言的研究及对北京语音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他著有《温岭方言语音分析》（《中国语文》1966年第1期）、《关于方言研究为农村服务的一些意见
——以浙江省温岭县方言调查为例》（《中国语文》1966年第2期）、《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
文》1978年第2期）、《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年第1期）、《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
字的元音》（《方言》1996年第1期）、《福州话“下雨”的本字》（《方言》1997年第2期）、《方
言字典说略》（《方言》1997年）第4期）、《语音常识》（笔名董少文，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
版，1958年修订）、《评哈忒门和霍凯特对北京语音的分析》（笔名宋元嘉，《中国语文》1965年第3
期）、《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方言语音对应关系的例外》（《中
国语文》1965年第6期）、《论北京话“荣”字的音》（《方言》1982年第3期）、《论“入”字的音
》（《方言》1982年第4期）等。
在汉语方言调查方面，他从编制调查表格到写作调查手册，再到培养调查研究的人才等，都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
他著有《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汉语方言调查简表》（合作，中国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1956年）、《昌黎方言志》（合作，科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年新版）、《读〈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笔名沈子平，《中国语文》1961年第7期）、《读〈
四川方言音系〉》（笔名沈子平，《中国语文》1961年第9期）、《汉语方言调查》（合作，1956年《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1期）以及《中国
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等论著。
此外，他还参加了《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的编写工作。
著有《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译有《北京口语语法》（节译自赵元任
原著的《国语入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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