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 麒 祥

岑麒祥(1903 年-1989 年），字时甫，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人。

1921 年毕业于省立廉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英语科。1922

年考入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英语为正科，文史为副科。1926 年毕业于高师部，

入中山大学英语系三年级学习英、法、德语，同时兼任广州知用中学语文教师。1928 年毕

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8 年底，岑麒祥通过中法协会资助赴法留学考试，先在法国里昂

东南的格勒布尔市的一所大学攻读法语，后回里昂大学学习，获得“英国语文学”和“实

际研究”高等研究证书。1931 年，转入巴黎大学，从巴黎大学语言研究所主任房德里耶斯

学习普通语言学，从语音研究所主任傅舍学习语音学，从法兰西学院教授梅耶学习历史比

较语言学，从民族所教授柯恩学习语言调查。1933 年，获得法国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和语言

学高等研究文凭。

1933 年底启程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讲授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同

时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和《语文文学专刊》主编。1935 年，任文学院教授。1936 年被

聘为中英庚款委员会招考留学生考试委员。1944 年到广西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因抗战

时局吃紧被迫中断，到连县三江地区中山大学分教处任教，任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在中

山大学开办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任系主任。1948 年，兼任文学院代理院长、院长。

建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1951 年，率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

学系师生参加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到粤北和海南岛访问瑶、黎、苗等族，进行语言调查。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管教务处工作。1954 年，中山大学语

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称语言学专业，任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兼语言学教研室

主任。



学 贯 中 西 ， 创 办 学 系

岑麒祥，字时甫，1903 年 7 月 15 日出生于合浦县廉州镇。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

家，学贯中西，创办学系，桃李满天下。

在合浦，岑家是书香之家，家学渊源。以文明知礼、酷爱读书、学以致用为家风；以

由老带幼、能者为师为风气。由此，岑家子弟多有长进，人才辈出，清朝时出过进士、举

人、秀才，民国后以读中学、大学居多，还有出国留学的。他们中有擅长文学和数学的，

有从事医学和书画的，还有醉心于曲艺、武术和园艺的。

岑麒祥的父亲岑嘉湖是清末民初的新派人物，追求真理，追求新知，清末在家乡教书，

后来去广州读书。身体力行之下，岑麒祥兄弟三个（兄岑麟祥，字玄珍；弟岑孝祥，字瑞

徵），也爱好读书，学有所成，后来均成为知名教授，在合浦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称

为“三祥”。

岑麒祥四岁时父亲过世，家道中落，在亲友的资助下，断断续续读完小学。1917 年岑

麒祥考入省立廉州中学，学科优秀，尤以外语突出。1921 年中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升学，

彷徨苦闷。一次，他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英语科招生的消息后，毅然报名。

经过半年的函授学习，岑麒祥显示了极好的外语天赋，已能够阅读《英语周刊》上的文章

了。

但岑麒祥的志向是考入国立大学。1922 年，经与母亲商量同意，又得到亲友的资助，

再借一些钱，凑够盘缠，即去广州报考大学。岑麒祥与几个伙伴从北海搭船经香港至广州，

住进南堤二马路的钦廉会馆。岑麒祥到了繁华的广州，无心游玩，而是闭门温习，最终考

入公费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院，以英语为主科，文史为副科。

岑麒祥的语言天赋，得益于合浦有多种方言土语可磨练。在廉州镇及附近乡村，讲麻

佬（廉州）话；北海至南康一带，讲广府音的白话；东片的公馆、白沙、闸口讲客家话；

营盘至沙田海边，讲佤话、军话以及一些语音特殊的土话。岑麒祥对这些复杂的方言很感

兴趣，爱听勤练，喜欢跟操不同方言的同学交流。上中学后，又接触到英语。待他进入大

学时，再增加了法语、德语、日语、世界语和拉丁文，语言天赋得到拓展。岑麒祥除了学

好语言，还爱上文学，使他文言具备，深得老师的器重。

在读大学期间，岑麒祥还当起了“先生”。1925 年，回廉州中学办英语补习班。1926

年在广州知用中学以“校董”的身份，担任英语老师和国文老师。某次，岑麒祥以拉斯金

的《金河玉凰》英文原版教材为招生广告，竟使报名者蜂拥而至，声名广播。在这期间，

岑麒祥还在广州、香港和上海一些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翻译文章和作品，为从事语言学

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 年，岑麒祥就读的大学与别的院校合并，改名广东大学。1926 年，为纪念孙中



山先生，又改名为中山大学，此时北平一大批教授因不满军阀压迫，纷纷南下，到中山大

学任教，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成仿吾、傅斯年等等。1928 年 1 月，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

史研究所，但缺乏专门人才。恰逢中法协会有庚子赔款协议，可在广州招考一名公费留法

学生。岑麒祥毕业在即，老师傅斯年和刘奇峰“怂恿”其报考，岑麒祥曾一度犹豫，后决

定报考，竟一举中的，成为轰动广州的大新闻。

岑麒祥于 1928 年 8 月登上从香港开往法国的邮轮。他在法国求学的时间是五年半，

转换了三所大学。1928 年入格勒诺布尔大学，补习法语；1929 年转里昂大学，学习语言

翻译；1931 年至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学、语音学、语言调查和历史比较语言学。1933 年

底毕业，获法国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和语言学高等研究文凭。

留学期间，岑麒祥还结识了一名同样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两人都来自广州，都拥护

中国革命，因而成为知己，这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

在留学期间，岑麒祥还结识了一位说粤语方言的两广同乡，两人在巴黎时一起听过傅

舍等导师的课，学位论文都是关于粤方言语音的，这位同乡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

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先生。

1934 年 1 月，岑麒祥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讲授语言学、语音学和方

言调查，同时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和《语文文学专刊》主编。1935 年，任文学院教授。

1936 年，聘为中英庚款委员会招考留学生考试委员。1944 年，到广西开展少数民族语言

调查，后因抗战时局吃紧而中断，转而到连县三江地区中山大学分教处任教，任秘书长。

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开办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任系主任。1948 年，兼任文学院院长。

建国后，岑麒祥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1951 年，率中山大学文学

院语言学系师生参加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到粤北和海南岛访问瑶、黎、苗等族，进行语言

调查。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处工作。1954 年，中

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称语言学专业，岑麒祥任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兼

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岑麒祥的学术活动围绕着语言学、语音学、音韵学、方言调查、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

史展开，1960 年，应邀到南京大学讲学时，还开设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些课程，国内都

没有开设过，国外的也不多，都是岑麒祥亲自编写的教材，是这些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岑麒祥在主持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工作期间，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很频繁，论文一

篇一篇地写，译作一本一本地出。他的著作、论文和译著，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自成学

术体系，被不少大学采为教材，甚至被介绍到港澳和国外大学去。

岑麒祥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兢兢业业，创办学系，成果丰硕。

在语言学方面，岑麒祥著有我国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语音学概论》，不仅阐

明了普通语音学的基本原理，还介绍了语音学史，特别是用普通语言学的观点对我国历史



悠久的传统音韵研究进行了解释。上世纪五十年代，岑麒祥还参考苏联教学大纲，编写了

《普通语言学》，重点介绍现代各语音学派的理论要点和学术背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观点进行评价。

在语言学史方面，岑麒祥编著了《语言学史概要》。这是一部影响极大的著作，也是

我国第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介绍了世界语言学的四大源头，阐述了历史语言学的产生、发

展和意义，介绍了对世界上各语系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情况，介绍了从普通语言学奠

基人德国的洪堡德开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构主义的一些流派的语言学观点。

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方面，岑麒祥在建国前就著有《方言调查方法概论》一书，

曾到广西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建国后，将《方言调查方法概论》补充修改为《方言调

查方法》，成为我国最早的关于方言调查方法的专著，把方言调查分为外部调查、概略调

查、方言志调查和方言地图调查等等，详细介绍了记音音标和记音方法。强调少数民族语

言调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概括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以及华南地区瑶语、苗

语、黎语及其方言的分布情况。岑麒祥曾参加中央中南区少数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到广

东北江和海南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广东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记略》。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岑麒祥积极介绍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并把历史比较法应用

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研究。此外，岑麒祥还从事古汉语语音、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及文

字的研究。

岑麒祥与我国另一位语言学大师王力，既是同行又是同事，他们精诚合作，和谐共事，

是我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们互补互助，齐头并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专业人才。

他们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语言学的骨干和有关专业的高级人才，繁荣了我国的语言

学事业。

岑麒祥虽是语言学学术界的翘楚，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位简朴的人。建国前的长

衫，直到退休了还穿，他说：“这么穿很暖和，我一穿起它就想起孙中山、鲁迅、李大钊、

闻一多，因为他们爱穿这种衣服。”他留学时做的西服，也穿了许多年。

岑麒祥专心于学术，淡泊名利。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溃退时遗下一笔公款，只有他

这个文学院院长知道，但他把公款如数交公。调到北大后，他“无官一身轻”，轻装前行。

这期间，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先后通过组织要调动他，并委以重任，但北大要留他时，二

话没说，服从安排，不像有些人闹情绪。而在家里，则公私分明，连自己的孩子要使用学

校给他安装的电话时，也受到限制。

岑麒祥生在合浦，长在合浦，对家乡的廉州话怀有很深的感情，他把这种韵律优美、

语调清晰的合浦方言称为“钦廉话”，曾经计划写一本书叫《钦廉话研究》，遗憾的是直到

他去世，这本书也未能完成。

到了晚年，尽管岑麒祥在学术上成绩卓著，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不骄傲，依然干着



老本行。就连他的学生，都已经退休了，他仍在孜孜不倦，进行著译、编审以及指导后辈，

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岑麒祥为我国现代语言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

不但在中国学术宝库中留下一笔丰硕的财富，也为新中国培育了大量语言学专业人才。

1989 年 12 月 20 日，岑麒祥病逝于北京，享年 86 岁。

2003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岑麒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缅怀这位杰出

的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合浦籍英语教育家王宗炎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写道：谁要是写

现代中国语言研究史，他决不会不注意这样一位有贡献的领路人和拓荒者——岑麒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