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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作为弟子，追随李葆嘉先生多年，每次与之接触，都有常读常新之感。
先生之体内，仿佛蕴藏着无穷能量，总是洋溢着勃勃朝气；先生之心中，似乎孕育着无尽智慧，不时
放射出熠熠闪光。
    “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在师从先生的岁月里，随园之秀美，南师之厚德，在弟子心目中不再抽象。
正是先生这样用心泽被后生的大师，构筑起“随园师魂”。
光阴似箭，弟子追随先生经年；目月如梭，先生即将步入甲子。
六十甲子一轮回，人生耳顺始寿庆。
2009年9月，出席“第十届现代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弟子们始商议为先生贺寿，编辑寿庆文集。
除以示受教感恩，尚盼更多学人有缘品读先生这部大书。
    “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
曾几何时，中国大陆“师道”乾坤逆转，从世代供奉的“天地君亲师”，被打成“臭老九”、“牛鬼
蛇神”，乃至“知识越多越反动”。
斯文一旦扫地，师道岂易重尊？
延至今日，且不论，行政权力挤压教育，高教待遇每况愈下；君未见，受教者少了一份敬畏，施教者
多了一成功利⋯⋯“师道”之毁，未有此时！
“尊严”之失，莫过于此！
“民族文脉”梗塞，哀莫大于文心颓唐！
    唯有“师道尊严”(至尊、庄严)，教育才有崇高感和神圣性！
中华港台，弟子为老师贺寿，编辑六秩寿庆文集，以示传薪续火，继往开来。
而中国大陆，六秩寿庆文集未闻；数十年来，或以聚餐敬酒了事。
就此而言，此寿庆文集之编辑，其价值在于对华夏“师道”的弘扬。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
欲传道先得道，欲授业先成业，欲解惑先不惑。
先生仿佛就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从他那里总有学不完的“道”、没有解不了的“惑”。
再复杂的问题，先生总能高屋建瓴、宏观通论；再细小的问题，先生总能见微知著、入木三分。
可谓“谈笑间，一切涣然冰释”(前辈如此说)。
    先生早年，涉猎文史哲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见书则读，无所不究。
20世纪80年代，沉湎传统小学，打通文字音韵训诂，贯通古今汉语方言。
对其硕士论文，徐复教授(1986)的评语是“思路锐密，犀利无比”、“见道之言，非同泛论”。
该论文修改后，入选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唐作藩教授(1994)赐序日：“系统地探讨了清代
学者上古声纽研究的学术史，全面总结和评介了清儒上古声纽研究的成果与贡献，填补了百余年来这
方面研究的空阙。
”    自90年代，先生更以理论探索、历史比较、语言史论、文化哲学等领域的“大视野、重开拓、有
独见”研究而蜚声海内外。
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光宇教授(1995)评价：“就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可谓上天下地，集古今中外之
大成。
就其驾驭的能力谓博观约取，剪裁适度。
就作者的创造性思考来说，可谓继往开来，嘉惠学界。
”在日本执教的史有为教授(1995)来信：“我早年曾有志于音韵与语音史，欲向上溯源。
但因工作所限不得已转而攻现代汉语。
如今读来，不禁想起当年理想今已有强手摘取，心中甚是欣喜。
”张卫东教授(2003)评价：“在大文化史的背景下讨论汉语史，从汉语的形成到近现代汉语史的演变
，诸多理论建树，环环入扣，极具说服力与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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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近二十年汉语史学研究积极成果之集大成者，更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
为21世纪的中国语言史、文化史和周边诸语言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这将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学论著。
”    知命之年，先生仍“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徐悲鸿对联)，建构“语义语法”，首倡“语言科技
”。
行家闻之叹日：“有蔡元培兼容并包之境界”。
周世箴教授(2008)作如是评价：“您在传统小学方面的建树自不待言。
您提出的语言科技新思维，创建了语言科学及技术系，尤其令人敬佩。
对于一个以传统小学为起点的学者，这是一项创举；对于语言学界，这也是一项创举。
”2001年以来，先生开拓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领域，提出基于义征缠绕机制的义网理论，主持语义网
络工程。
张志毅教授(2006)评价：“国家的发达，主要依靠万分之一的精英及其群体创造的总体及分支理论和
研制的人类飞跃的多种多样的翅膀。
以李葆嘉为首的团队，在经过几年努力创造，有望成为世界公认的几个语义学派之一：南京语义学派
。
因为这个团队已经具备了‘学派’的多个条件的几个苗头：原创的学说、理论，系列著作，有活力的
群体。
”    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博学而精思，睿智而敏行，大气而严谨，才高而淡定。
十多年前，就有前辈在同道中说先生是“大师”，而不知何时始，学生们背后都习称先生“大师”。
先生强调，对学术要有“敬畏”之心和“宽容”之德。
凭材料归纳，凭文献考据，凭学理阐述。
学术研究不在于追求“公认”，即使再多人认同也并非“公”认，何况本来就有不同流派。
经常比方的例子就是，先生上小学读过的课文《盲人摸象》、《金银盾》。
先生指出，除技术性错误，只要诚实为学便有可取之处。
学术观点没有绝对的是非之分，然可能有高低(研究旨趣)、厚薄(学术功底)、宽窄(学术视野)、粗细(
刻画程度)、远近(影响力度)之别。
先生常说，一根头发丝儿要剖成三根，一个问题要追问三个为什么。
先生又倡导“三无主义”：学术无禁区、学术无定论、学术无权威；“不以人言蔽己，不以己言惑人
，宁可说错话，不可说假话”；“重在独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有所推进”。
    “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
”(《吕氏春秋·孟夏纪·劝学》)先生回忆治学之路，常提到自己的老师。
在徐师读研师从古德夫、李成蹊老先生；在北大高访师从徐通锵老先生；到金陵任教，多年来受教于
徐复老先生，承蒙鸣谦先生许为及门弟子。
此外，还有幸得到廖序东、曹述敬、鲍明炜、鲁国尧、张拱贵、许惟贤、王希杰、赵航、戴庆厦、唐
作藩、陈振寰、邵荣芬、杨乃思、胡明扬、王宁、于根元、王士元、陆俭明、赵金铭、侯精一、李如
龙、竺家宁、张光宇、史有为、范晓、许宝华、李玲璞、张志毅、姚怀德、冯志伟、鲁川、叶祥苓、
朱林清、沈孟璎、王长俊、何永康、顾复生诸前辈的赐教和惠助。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周书·列传第三十七·卢诞》)先生常说：“做人做事做学问，读书教书写文章”，鼓励学生“
做自己愿意做、能够做，且对社会有益的事”。
先生的爱生之情，同道皆知，然其苛求之意，同事亦闻。
做人要“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做事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文要“字斟句酌、朝思暮想、
呕心沥血”。
先生常以他上小学读过的课文《李白的故事》激励学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并说，
此为李家之遗风。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从先生那里，不仅领悟到为人、为文、为9币之道，而且体验到做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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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做事要有计划，凡事不预则废。
俗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先生却反其道而言“计划就是为变化”。
先生对待小事，总一丝不苟、举轻若重；对待大事，善统筹兼顾、举重若轻。
有前辈出席先生主办的会议时，看到会务安排井井有条，称赞先生“能指挥淮海战役”。
走上工作岗位后，同门都会有此感受，“常常发现一些做事的思维都是您教育我们时获得的。
非常感谢您对我三年来的独特、至深的教育”。
    苦心孤诣作踏实文章，恩师教诲如学海慈航。
怀着感恩之心，弟子们编辑了这本浓浓深情的文集。
首先是弟子追随先生的感受小文、先生对弟子论著的赐序，然后是先生论著的序跋，以及对李著的前
辈褒序、同道赏析及弟子感悟。
除此，还选了先生的几篇访旅随笔和几首诗词，其中不乏神来之笔。
其编辑的旨趣，在于从多角度展示先生，以激励后学奋然前行。
    序而赞曰：    博而返约，疑则求真；水滴穿石，铁杵成针。
    因材施教，学海慈航；笔耕不辍，墨散余香。
    先生之道，景行行止；先生之德，高山仰止。
    六秩寿庆，传薪续火；受教感恩，是为缘起。
    编  者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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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情缘：李葆嘉先生花甲寿庆文集》收录的就是学生们对李葆嘉先生的花甲寿庆文，共计51
篇。
　　斗转星移一甲子，春华秋实六十年。
2010年8月，李葆嘉先生步入甲子。
借“语言科技人才培养论坛”举办之机，与会弟子28日晚组办了“教书育人座谈会”。
新老弟子、及门私淑、硕博博后，欢聚一堂，重温情谊。
以《花甲颂》和《献给老师》，赞叹先生的睿智淡定和高瞻远瞩；对随园往事的点滴回忆，重现恩师
当年的引导、教导和开导。
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同事的学生，先生皆诲人不倦；无论是及门的还是私淑的弟子，先生都有教无类。
“德高望重为师，志同道合为友”，同学们对先生的“亦师亦友”风格尤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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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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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扎随园沐师恩    王晓斌    18年前，怀揣着南师大中文系文秘专业的录取通知，我从苏北阜宁小镇来
到省城南京。
办好一切报到手续后，躺在六舍的宿舍里。
粉刷一新，新草席的清香混合着石灰水气味，那么甜美。
    1993年的9月，随园是那么的新鲜。
一切还没来得及适应，我见到了班主任李葆嘉老师。
那会儿，李老师刚结束南师大二附中校长的任期回来不久。
算起来，李老师已经40来岁，可看上去却像刚留校的学生。
没有学者的眼镜，没有长者的严肃，友好得让人感觉“不现实”。
新同学见到新老师的紧张一扫而空。
更以一头乌黑的长发，颠覆了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大学老师的形象。
    我也没想到，正是因为李老师，让我和随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年，随园求学的文秘专科两年。
我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概括，概括李老师在我们那届同学们心目中的印象：是宽厚慈祥的前辈，是意气
相投的兄长，还就是个班主任？
而在李老师的眼里，班里的同学仿佛是一群永不会犯错的孩子，从不吝啬对学生的夸奖。
每次和大家在一起，他给予的多是表扬和鼓励。
在李老师的面前，你尽可以说心里话。
遇到学习、生活中的难事，你请教李老师，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真的，他不是一个班主任，他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家长。
多年以后，同学们见到李老师，依然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男生们，依然喜欢围着李老师侃侃而谈；女生们，依然喜欢挽着李老师小鸟依人。
真的，随着岁月的流淌，也许那些给文秘班上过课的老师，已经逐步淡忘，唯有没有上过课的班主任
李老师，大家永远忘不了。
    记得当时为化解我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学生的不安，刚开学，李老师就组织我们举办了一场联谊晚
会。
通过各自介绍，谈理想，谈兴趣，大家一下子就熟悉起来了。
52个同学，一个很团结、富有战斗力的群体。
那种友爱的氛围，在那几届中文系的各个班级中是公认的。
17个男生，组成10人的球队，入学第二年就打败了中文系的其他班。
篮球场上无敌手！
    作为中文系的首届文秘班，我们班也创造了中文系的小小奇迹。
从军训先进集体，到毕业时优秀班集体等，种种荣誉称号无一漏网。
而李老师，也成了当之无愧的优秀班主任。
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班主任一首届文秘班的班主任，也是唯一的带到学生毕业的全过程班主任。
第二次担任班主任，是首届文科基地班的班主任。
不过，李老师只担任了一年，第二年去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了。
    还记得，毕业前夕，我们班组织举办了联谊晚会。
那已是1995年的6月，江南梅雨时节。
中文系王长俊主任到会，给我们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李老师请来了音乐系的庄老师引吭高歌，教育系特教班的蒙古族女生即兴舞蹈。
李妍妍为大家演奏了琵琶名曲《金蛇狂舞》、《十面埋伏》。
难忘随园三年，难忘师生情谊⋯⋯    大学刚毕业后，我到报社工作。
每当有烦恼，找李老师交谈后，都能卸下包袱，自信倍增。
尽管如此，但心里总眷念着随园，经常想起李老师那激励和期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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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我决意辞掉工作考研，重返南师大。
跟随李老师读硕士研究生，听段业辉老师、周国光老师，以及刚从北京调来的陈小荷老师的讲课。
电子邮箱里，至今还保留着从论文开题到参与答辩期间，与李老师的往复邮件。
有时为论文中的一段发邮件请教，而李老师修改完发回，常在深夜甚至凌晨。
    李老师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凡事总有独到见解，我喜欢听他说人生的感悟，对世事的评点。
在他面前，我所有的疑难都会迎刃而解，所有的困惑都会烟消云散。
一天天的潜移，一年年的默化，使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记得在硕士论文答辩时，我说，与其说李老师引导我重建知识结构，不如说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
    三年，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的三年。
在随园的土壤里，尽情地汲取着营养，度过了非常快乐，可能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
    2004年夏，硕士毕业了，我留校了，为了继续我的随园情结。
从此，我比其他同学多了许多在李老师身边的时光。
依然保留着常常去见李老师的习惯。
每每轻轻叩响他办公室的门，听到洪亮的一声“请进来⋯⋯”，心里总充溢着一种踏实的温暖。
    2009年，我又继续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第三次成为李老师的学生⋯⋯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
非大楼之谓也”。
在追随李老师的岁月里，随园之秀美、南师之厚德，在我心目中不再抽象。
正是李老师这样用心泽被后生的大师，构建了随园的师魂。
    游子徐志摩泣别康桥时，曾在心底吟诵道：“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诚为求之而
不得。
而我有幸，三度负笈追师，长期流连随园。
愿做一棵青藤，根扎随园沃土，沐浴在师恩的阳光雨露中。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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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斗转星移一甲子，春华秋实六十年。
2010年8月，李葆嘉先生步入甲子。
借“语言科技人才培养论坛”举办之机，与会弟子28日晚组办了“教书育人座谈会”。
新老弟子、及门私淑、硕博博后，欢聚一堂，重温情谊。
以《花甲颂》和《献给老师》，赞叹先生的睿智淡定和高瞻远瞩；对随园往事的点滴回忆，重现恩师
当年的引导、教导和开导。
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同事的学生，先生皆诲人不倦；无论是及门的还是私淑的弟子，先生都有教无类。
“德高望重为师，志同道合为友”，同学们对先生的“亦师亦友”风格尤为感动。
    今年5月，先生谈到近期的一次“立波·达人秀”(上海电视台2011年4月)，对其中三个节目印象尤深
。
一个65岁的乐天老妪蹦迪，出类拔萃(乐我)；一个16岁的稚气少年玩闪电，出生入死(忘我)；一个游走
美国的男子玩魔幻水晶球，出神入化(物我合一)。
从“乐我”、“忘我”，到“物我合一”，他们都在尽情地玩，且玩到极致。
先生说，研究学术也是“玩”，惟道具有别。
“玩学术”非轻慢之意，而是指研究学术应出于天性，做到人生和学术的“合一”。
《说文》：“玩，弄也”、“弄，玩也”，把赏玉器也。
“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白居易)。
超越世俗的功利眼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可日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境界。
看娱乐节目，先生仍未忘体察人生哲理和治学之道。
    莫道桃李满天下，焉知园丁总辛勤。
先生从1996年招收硕士生，2001年招收博士生，2002年接受博士后人员。
迄今，所指导学生中，已取得硕士学位的65人，其中蒙古学生1位、泰国学生2位。
已取得博士学位的15人(已晋升教授者4位)，其中越南学生2位、泰国学生1位、喀麦隆学生1位。
已出站的博士后人员5位(已全部晋升为教授)。
目前在读的硕士生18位，在读博士生8位，在站博士后人员2位。
    指导一名硕士生，导师的三年工作量报酬为1620元-10元(1学时报酬)×162学时(授课工作量72+论文
指导工作量90)。
指导一名博士生，导师的三年工作量报酬为2 160元-10元(1学时报酬)×216学时(授课工作量56+论文指
导工作量160)。
担任博士后联系导师，不付任何联系指导报酬。
也许，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
可见，对研究生的指导，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学识不可以货币计，全凭导师的“为人、为学、为师
”之道。
这可能就是中国大陆现阶段高级人才培养的奥秘。
    “为学莫重于尊师”(谭嗣同)。
弟子们编辑这本文集，以谢先生培育之恩。
相助付梓的弟子有：华林、芳芳、瑞琴、添来、秀利、巧玲、丰竞、鹏程、敏萱、立波、彦成、孟丽
、贺胜、侯博、皇甫、黄芳、晓晓、李斌、素琴、文涛、小敏、李艳、李尧、丹丹、社会、刘涛、咏
梅、子恩、传斌、文慧、韵然、俊杰、雪玫、维光、书宇、联合、宋纯、道功、冬梅、梦杨、唐萍、
婷婷、晓斌、王彤、王瑶、徐辉、徐丽、许超、松馨、颜明、杨梅、于红、彩琪、张强、章婷、家新
、建军、明琴。
    文集即将付梓，但弟子们对先生的感激之情，却随着岁月而延伸⋯⋯    祝愿先生在新一轮甲子中：   
生命之树常青！
    学术之花常开！
    编  者    2011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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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苦心孤诣作踏实文章，恩师教诲如学海慈航。
怀着感恩之心，李葆嘉先生的弟子们编辑了《随园情缘：李葆嘉先生花甲寿庆文集》这本浓浓深情的
文集。
首先是弟子追随先生的感受小文、先生对弟子论著的赐序，然后是先生论著的序跋，以及对李著的前
辈褒序、同道赏析及弟子感悟。
除此，还选了先生的几篇访旅随笔和几首诗词，其中不乏神来之笔。
其编辑的旨趣，在于从多角度展示先生，以激励后学奋然前行。
    《随园情缘：李葆嘉先生花甲寿庆文集》由安华林、孙道功、章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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