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 麒 祥

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名教授，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岑麒祥，字时甫，汉族，1903 年 7 月 15 日生于广东省合浦县城(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合

浦县廉州镇)。

1921 年，岑麒祥在廉州中学旧制四年级毕业，因为家贫无力升学，进入上海商务图书馆

附设函授学校英语科学习。第二年，得到亲友资助路费前往广州，考入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学

习以英语部为正科，文史部为选科。广东高师在 1924 年和其他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

后来改为中山大学。1926 年，他在大学高师部毕业，担任知用中学语文教师，同时升入中山

大学大学部三年级，一边教书，一边上学，1928 年在中大毕业。他通过考试合格，由中法协

会资助到法国留学。

岑麒祥到法国后，主要从巴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语言研究所主任房德里耶斯学习语言学，

从语音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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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研

究所教授柯恩学习语言调查，陆续通过各种考试，取得四张证书。在 1933 年底，由法国政府

授予国家文科硕士学位。此外，还通过考试，取得了语音学高等研究文凭。

1933 年底，岑麒祥学成回国。1934 年春，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讲授语言

学、语音学、方言调查等课程，1935 年升任教授。1936 年被聘请为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招考

留英学生语言学科考选委员。在南京评阅试卷时，跟前中央砑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商定，

由他负责组织华南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岑麒祥随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 1941 年再迁粤北坪石。他除了讲课以

外，曾一度担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后来，学校又由坪石迁往东江，他和部分教师到广东连县

三江建立中山大学分教处，直到日本投降后的 1946 年，才迁回广州。

回广州后，中山大学文学院增设语言学系，由他任系主任，1948 年任文学院代理院长，

后正式任院长等职务。

解放后，岑麒祥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工作，一心扑在学术

研究和教育后代上。他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1952 年院系调整地任中

山大学筹委会委员兼管教务处工作。1954 年调任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后兼任中文系汉语专

业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其间，1959 年、1960 年曾两度应聘到南京大学讲授语音学和历史比较

语言学等课程。

他今年八十一岁了，从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已有五十年之久，成绩卓著，贡献很大。

在语言学教学方面，勤恳耐心指导学生，先后讲授过语言学、语音学、万言调查、音韵学、普

通语言学、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等课程，其中有些是解放后才设置的。这对于开创我国

语言学科领域，培养具有更全面的语言学专业人才，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大力发展



语言学，都具有积极意义。他以八十—岁高龄，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作风朴实，平

易近人，深受学术界尊重和学生们爱戴。

岑麒祥在语言学科研上，一贯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他上中学时，就对英语有浓厚兴趣，

在念大学时又学了法语、德语、日语和世界语，后来又学了俄语，为研究语言学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在法国留学期间专攻语言学，对语言学的几个主要部门都经过刻苦钻研和受到严格的训

练，获得了系统而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为以后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回国担任

教学工作以来，在自编教材中，不断地总结提高，广泛地收集材料，潜心研究，写出许多有价

值的著作，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内容，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同时翻译了不少西

方语言学代表作，如法国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万法》等，把西方语言的学说和方法、

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

岑麒祥的语言学著作主要有：（一）《语音学概论》，1937 年出版，1956 年修订再版。（二）

《方言调查方法概论》，1936 年发表，1956 年修订出版。（三）《普通语言学》，1957 年出版。

（四）《语言学史概要》，1958 年出版。（五）《语法理论基本知识》，1956 年出版。（六）《国际

音标用法说明》，1937 年出版，1956 年修订出版。（七）《广州语发音实验录》（法文），原载法

国 1934 年出版的《中法年鉴》。此外还有许多单篇论文，他还翻译不少法国莫泊桑等人的文学

作品。

不久前，他还参加了修订《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和编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等工作。近年来，他自己又将多年积累的汉语外来词的资料编纂了一部《汉语外来词词典》。

我们合浦人民为有这样的专家、学者感到光荣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