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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年他曾作为一代热血青年在大

西北的黄土地上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国家恢复高考后他作

为第一批考生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虽

然当了中学语文教师，但锐意进取的他

后来又读了硕士、博士，直到现在成为

了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知名学者。他

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导

就是北京语言大学（简称北语）教授、

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所所长的

张维佳。此外，他还是北语汉语言文字

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高校比

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王力语言

学奖获得者，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除了他的上

述身份外，张维佳还有一些社会身份和特

殊政治头衔，如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客

座教授或咨询专家，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

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主委，北京

市海淀区第九届政协副主席等。

矢志不渝，追逐梦想

作为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张

维佳曾经在陕西省富平县曹村公社一生

产大队科研站当技术员，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他是一个喜欢“瞎想”的人，喜

欢做什么都问个“为什么”。那时候，

他对农作物移栽技术感兴趣，探索为什

么移栽后的庄稼产量高。1977年，张维

佳成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

学生。参加高考时，因为他对中国画感

兴趣，想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毅然放弃

理工科转而报考艺术学院。后来因种

种原因他考入大学中文系后，又因为对

语言及其规律和运行机制感兴趣，便转

向了语言学学习与研究，而且还在大学

阶段发表了学术论文。大学毕业后他被

分配到西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

教师。但是，张维佳对此并不知足，强

烈的求知欲和对未来的憧憬，促使他不

断努力、发奋治学，先后考上了汉语史

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历史语言学博士研究

生，并最终站在了大学讲台上。

在四川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张维

佳有幸得到冉友侨、刘君惠、郭诚永、

杜道生、张振德等五大导师的耳提面

命，并且开始了对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

献学的学习和研究。硕士毕业后，张维

佳到了陕西教育学院教书，讲授《语言

学概论》，这段经历使得他对语言学研

究目标——探索语言共时结构规律和历

时演变规律有了深刻的理解。

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张

维佳从书斋走向田野，开始了对“活

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承担

了陕西省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

言与普通话》撰写工作，开始对陕西

近百个县市展开调查，探索陕西方言

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规律及其与汉语

普通话的关系。他的专著《陕西方言

与普通话》出版后，很快成为被陕西

高校广泛使用的地方教材。这项工作

为他后来重视活的语言、重视历史语

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

的材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传统语言学到现代语言学、从关

心文献材料到关注活的语言生活，进而

寻找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整个治学

理念发生变化后，张维佳觉得还需要

进一步深造，1996年他来到上海师范大

学跟从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

读博士学位。在学习历史语言学的过程

中，他发现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缺陷，

“我们的学术目标在哪儿？我们要解决

什么问题？我们是要解决我们中国的问

题，还是要让中国的问题变成世界的问

题，通过中国的语言学材料来丰富世界

的语言学理论？”由于之前就有了方言

调查材料的准备，张维佳仅仅花了两年

时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

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博士毕业以后，已是不惑之年的张

维佳有幸被北京语言大学相中。刚到北

语工作时，他被安排给那些零起点的留

学生教授汉语课，并且以自己独特的风

格和颇具魅力的声音，吸引了大批学生

前来听课。于是，他很快受到校领导的

重视，被调往语言研究所从事专职科研

工作，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受

到学界的重视。后来，他以其多方面的

才能、良好的综合素质，被调往学校科

研处担任处长，去年又转任校长助理兼

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

从一个城市青年变为下放到农村的知

青，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到书卷

飘香的学者生涯，张维佳的每一步都走得

如此艰辛。无论道路如何曲折，他心中对

学术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未变。

文/张 驰  本刊记者 王玉君

张维佳：让语言学研究为社会服务

张维佳
1959年3月生于浙江宁波，原籍西安。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校

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中心（国家语委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北京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市语

委研究基地）主任，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汉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

学位点通讯评审专家，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

究会会长，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汉藏语言学评奖委员会委员，《民族语

文》编委等职。

社会兼职有：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主

委；政协海淀区副主席。曾任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海淀区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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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上既“接天线”

又“接地气”

同大多数学者一样，张维佳在他的学

术之路上敢于攀登，不断创新，硕果累

累。近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获得各种奖

项或荣誉。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张维

佳的论文《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

荣获了第六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奖，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语言文化研究中

心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

“2010-2012年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

体”，民盟北京海淀区委还授予他2013年

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一等奖。

而与一些学者不同的是，张维佳却

是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了

起来。

所谓“接天线”，就是指基础研究

必须要在学科前沿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

张，占居领先地位，获得学科话语权。

张维佳就是这样一个能“接天线”的学

者。他将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不仅仅针对

国内，而且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

2003年，他那部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

的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

韵结构的变迁》作为专著出版以后，荣

获了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二等

奖。王力语言学奖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

最高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很高

的认可度和知名度。该书以当时颇具创

新力的历史层次分析法，从演化和竞争

的视角，把积压在现代关中方言中的不

同层次一层一层剥开，用方言共时差异

观察历史演变，解释它发展的机制。在

历史层次理论初步提出、概念尚不明晰

的当时，张维佳可谓是走在了理论的前

沿。博士毕业以后，他沿着历史语言学

的道路，继续开展探秘语言历史演变的

工作，先后发表了《远指代词“兀”与

突厥语》、《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

历》、《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

史层次》等重要论文。

2002年前后，他开始研究语言地理

信息系统。一方面他把中国所有地名输

入电脑，通过程序管理来进行分类；另

一方面，钻研这个软件本身，试图弄清

语言地理和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是一个

怎样的关系，提出方言地理及其历史发

展建模的概念。张维佳在治学上充分利

用现代技术手段，同时也由此开始了语

言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基于GIS系统

的语言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径。之后发

表的文章《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

字白读音的层次》、《建立汉语方言地

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山

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

《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

变》等都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2004年张维佳来到香港，跟随著名语

音学家朱晓农交流学习。在此过程中，

让张维佳受益最深的便是科学主义的精

神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语言学作为一

门科学，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

能再走惶惶乎“我注六经”、玄玄乎

“六经注我”的老路，而应该使用现代

科学与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不仅

要有多方探索的随机发现过程，更要有

自动纠错的递归评价过程。技术的革新

推动着语言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便捷、

高效、高精度的仪器设备使实验和分析

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更多维的观察

视角。所以，张维佳说，“我们必须要

有‘三个走进’：走进田野、走进实验

室、走进社会”。为了推进国内基于现

代技术的语音研究，他翻译了国际语言

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几部书——《语音学

教程》（赖福吉著）、《世界语音》

（赖福吉、麦迪森著），并正在组织翻

译《语言地理学方法》（柴田武著）。

张维佳认为，除了“走进实验室”

以外，“走进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即研究成果

必须要对现实有用。从近处来说，要对

教学有用，再说远一点，要为社会的教

育、文化、经济服务，再远一点要为国

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近些年来，在

我国语言政策规划问题上，张维佳提出

了很多具体的方案，可以处理好普通话

与方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关系，使

处于相对弱势的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能够

进入良性的发展机制，增强自身迎接新

时期新形势挑战的能力，而不再仅仅是

机械地“抢救”与“保护”；他还对国

家新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国语国际传播

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近年来，张维佳致力于“语言文化

建设”工作。他说，过去我们谈语言文

化，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谈的是语言

和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联合短语。这方

面从古代就开始重视，古代的语文学讨

论的就是这类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解释

字形、字义、字音的变化和演化。现在

我们谈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偏正关系，

即有关语言的文化、跟语言相关的文

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

种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我们都要研

究。这种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语言文

化的研究，来为社会文化服务、为社会

经济服务。如行业用语、广告用语、民

间曲艺形式等。同时，可以生成语言产

品，可以服务于语言培训、语言测试等

等，甚至还能为国家安全服务，比如

建立大数据的音库，可以为刑事侦查服

作为人大代表，到基层走访调查是张维佳教授坚持必做的一项工作 张维佳与自己的应届博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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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另外，语言文化也可以展示我们优

秀的地方文化，张维佳目前正在做的课

题“北京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

究”，便对古诗文吟诵、北京三山五园

的楹联牌匾、口传文化、地名文化等问

题进行研究，服务于北京文化建设和世

界城市建设。

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统筹兼顾

张维佳现今担任着多个职务：不仅

是教授、博导，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而且还是管理者，是北京语言大学校长

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另

外，张维佳还是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和高

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委主委、北

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海淀区人民法

院陪审员，曾任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人

大代表。在这么多繁杂的工作中，张维

佳善于统筹安排，把各种性质不同的

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并且能够将学术研

究、科研管理、社会工作兼顾起来，使

其互为支撑，形成巨大的合力。

张维佳近几年有三项工作得到了各

界的高度认可：第一是提出了“充分整

合辖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

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

案，后来海淀区提出了一个“1+6”政

策，其中的“1”就跟它相关，在海淀

区建立一个中知院研究所，主要任务

就是整合资源，所以中关村、知春路、

学院路联合搞了个研究院，就是为了让

这些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落

地。第二，他从2006年就开始调查研究

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曾

撰写《北京高校在首善之区建设中的作

用》的调研报告，其中《社会文化建设

与首都高校的文化使命》，荣获了北京

市委统战部二等奖。在这里面，他强化

了高校的文化引领作用，并在推动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观点被北京市教育

中长期发展规划采用。第三，他非常关

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教育国际化问

题，撰写了《世界城市建设和首都高校

来华留学教育》调研报告，主要从北京

的世界城市建设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来

分析北京和巴黎、东京、伦敦、纽约这

几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特别是在留学

生教育方面的优劣势，来看我们现在的

距离有多远，未来怎么做。这个报告后

来作为人大的一个提案提交上去，也获

得了好评。对于下月将召开的全国两

会，张维佳表示，他期待这次全国两会

能集思广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和

细则，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

定基础。

在张维佳看来，做社会工作，可以

使他对整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比

较透彻的认识，在为学校科研项目的策

划选题上就比别人站得高，从而拓展学

校的科研空间。另外，通过社会活动可

以接触很多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界的知名

人物，能够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启

示。至于对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影响

呢？张维佳认为，它可以使你的学术跳

出来，站在更高的上位，能够“站得

高，看得远”。“比如我搞历史语言

学，我就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我搞语

言学，我就站在人文社科的高度上；我

搞人文社科，我就整个地站在国家利益

的高度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张

维佳来说已经形成了合力，撤掉一个

都会对其他的方面产生影响。“如果

没有社会工作的经历，没有管理工作

的经历，我自己的学问也很难做得更

好。没有社会工作经历，那就不会掌握

那么多资源。我觉得我把它们打通了，

把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了，要哪一个就

把它提出来。”

年轻时曾经做过电台主持人的张维

佳，本身就拥有一副好嗓子，再加上巧

妙地运用语音学理论对其进行调节，他

让自己的声音更富于亲和力、感染力。

除了朗诵、唱歌以外，张维佳对书法艺

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当然，书法在

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一种

抒写人生意境的方式。他说，“书法家

不是练就能练出来的，其实当你的历

练、悟性和文化积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一写就会有了。这里边跟你的整个

素质、跟你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的体悟

相关，它自然就散发出来了。这是一种

修养。” 虽然张维佳已经年过五旬，

但在他的学生眼里，他始终是一个充满

活力、干劲十足、心态年轻、甚至常常

如孩童般纯朴天真的老师。多才多艺的

他，时时让周围的学生叹服和仰慕，深

受学生们的爱戴。

张维佳常常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

界”来与学生共勉。不仅治学如此，人

生亦如此。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阶段，他也

处过，而且一处就是20多年，当时总觉

得“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很辛苦，不知

道自己方向在哪儿。”第二阶段，“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

是他担任科研处长之后尚未取得成果的

这几年的真实写照。每天辗转反侧，考

虑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为学校争取资

源的事情。有时候饭后散步，很自然地

就走到了办公室里。如今，他开始慢慢

步入了第三个阶段，“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他已经能够享受到

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但是，成功的快乐对于张维佳来说

只是暂时的，他是一个不断追求，有着

远大抱负、敢于担当的学者。对于今后

的工作打算，张维佳表示，他将继续以

学科重大问题和社会重大需求为导向，

坚持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紧紧围

绕学科终极问题并结合影响国家、地区

社会发展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

站在大学讲台上的张维佳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