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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大部分手稿以及手札、资料等由其女儿罗圣仪女士捐

赠我馆，这批资料为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增添了新的库藏。 

罗常培（莘田）（1899-1958）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门科学不懈的开拓

者。中国语言学界将罗先生称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准确定评。   

1899 年 8 月 9 日，罗常培先生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家境的贫寒促使他从小发奋图

强，刻苦学习。1919 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到哲学系学习了两年，接受了西方的学术思想

和治学方法。此后的 30 多年中，罗先生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任

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京师公立第一中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

学。1934 年-1937 年，担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44 年夏，应邀到美国朴茂

纳大学作人文科学的访问教授，1946 年 8 月移教耶鲁大学。1948 年在得知闻一多先生被刺的消息后，

毅然回国。建国后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58 年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过早地离

开了人世。 

罗常培先生毕生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重要

意义。他的语言文字学功底深厚，又善于运用现代语言学和语音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首先，在音韵学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将这门学问提高

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在现代汉语方言调查和古代汉语方言的探讨方面，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罗先生不仅是引路先锋，更为此做了长期的辛勤工作；他曾写过

不少普及语言学知识的文章和专著，影响面很广；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建

立语言学队伍，培养人才，做了不懈的努力。罗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他讲课深入浅出，有问必答，

循循善诱，坦率亲切，很得学生们的称赞和尊敬。在 3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写下了十余部专著和

一百几十篇论文，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导论》、《中国人与中国文》、《语言与文化》、《普

通语音学纲要》、《国音字母演进史》、《厦门音系》、《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

集》等。 

此次所捐罗先生的手稿资料共6箱900

余种 1700 余件。据罗圣仪女士回忆，罗先

生生前对于保留各种资料十分认真，这些资

料是罗先生生前带病整理出来的，所有分类

也是依先生生前所定，有些分类标题还保留

着他亲手写的字样。 

打开装满这些资料的箱子，不禁为这些

码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一包包、一件

件的稿件和资料所惊叹。这些资料包括：罗

先生中学及大学时代的笔记，部分卡片、著

作手稿（其中一些稿件是多次修改稿并存）、

先生所搜集的研究用的原始资料、大学教书用的课程表、试题、学生答卷、学生点名册、记分册，

著名学者、朋友、学生的赠书及他保存的他人著作等。其中有些是非常难得的资料，如：早期北京

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部分年代的职员表、中国第一家速记培训班学员名单、北京大学 30 周年校庆时

文科研究所录制的刘半农等人的发音图照片等。 

从先生留下的这些资料可知罗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学者，从中也可看出先生对业务精益求

精、勤勤恳恳、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这也正是先生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