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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中

一

葛信益，1910年出生于稷山
县杨赵村，罗可桓外祖父葛世荣
的曾孙（排行第三）。1930年从新
绛县绛垣中学毕业后，他于1932
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罗
可桓每年资助葛信益大洋 160
元，连续六年，直至其完成学业。
罗可桓为此写道：

余家迁寓稷山，实因欲依先
外祖葛锦涯翁之故，先府君每道
及先外祖辄惓惓不置，今先外祖
之第三曾孙名信益者，于庚午（民
国十九年，1930年）暑假后在绛垣
中学毕业，旋赴北平，考入辅仁大
学，余敬体先府君之意，助学膳费
六年，每年壹佰陆拾圆。

敬体先君报德心，每怀外祖
感人琴。

代筹学费千元助，也望姻连
玉树森。

大学毕业后，葛信益又考入
本校文学研究所深造，为史学部
研究生，1941 年毕业留校任教，
历任编辑、讲师。1952 年辅仁大
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葛信益
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56年
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早在辅仁大学时，葛信益就
在沈兼士先生指导下，长期从事

《广韵声系》的编辑工作。沈兼士
先生是葛信益在辅仁大学的老
师，因此《广韵声系》虽然是由葛
信益和沈兼士合写的，但是具体
工作是由葛先生执笔完成的。

二

《广韵》是北宋陈彭年、丘雍
创作的语言学著作，成书于北宋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广韵》
为增广《切韵》而作，除增字加注
外，部目也略有增订，全书分 5
卷，收录 26194 字，注文 191692
字，分 206 韵，较《切韵》增多 13
韵，字数比《切韵》增加了一倍以
上。206韵中，平声57韵（上平28
韵，下平29韵），上声55韵，去声
60韵，入声34韵。

在《广韵》中，读音相同的字
列为小韵，每一小韵的第一字以
下，均先释字义，然后注音，标明
同音字的数目，余下各字，分别
释义，不再注音。《广韵》是《切
韵》最重要的增订本，它使已经
亡佚的《切韵》的古音得以完整
地流传了下来，成为研究古汉语
语音的重要资料。

《广韵声系》是在《广韵》的基
础上，把所收的文字依照谐声的
系统重新排列，在全书所出现的
谐声声旁中举其最初的声符按四
十一声类重编，每一声类序列《广
韵》中声母相同的主谐字下所有
的谐声字，每一字下都照录《广
韵》原书的反切和义训，同时还在
本字的旁边注出它的声韵部类和
开合等第。全书纲举目张，条理统

序，类似清朝出版的《说文谐声
谱》。不过，清代的《说文谐声谱》
是以古韵部为纲，而《广韵声系》
是以声类为纲，别具一格。

根据这样的排法，可以从谐
声的关系上研究古声母的类别
和读音，还可以就同在一个声母
下的谐声字做综合比较，研究其
有关文字、语词的发展及音义联
属的关系。这是一部在音韵学和
词源学上都有巨大贡献的专著，
也是学习汉语拼音及声调的权
威工具书。

1960年9月，《广韵声系》一
书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随即
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出
版了繁体字版，日本株式会社中
文出版社先后于 1969 年、1977
年两次引进出版。1985年，《广韵
声系》经葛信益重新修订后，由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几十年来一
直是最权威的版本。

葛信益在《广韵》的校勘和
异读研究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他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广韵讹夺订正》一文是他数十
年研究《广韵》的重要学术成果。

《〈广韵〉异读字》一文，对《广韵》
异读字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他在晚年，还负责编辑出版了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公文不再使用文言文，而
改为白话文，这就亟待规范现代
汉语的语法和修辞，制定统一的
现代汉语标准。1950 年，中央要

求改变公文中存在大量语病、语
言有差异、不规范等的现象，要
求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建设成全国学习
使用现代汉语的标准单位，推动
现代汉语修辞的规范化。

葛信益先生作为全国语言
文字学方面的权威专家，由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汉语语法》
的作者陆宗达先生推荐参加《人
民日报》的评报工作。《人民日
报》的评报工作，就是在每期报
纸出来后，专门找出错别字和病
句，进行规范，以便向全国推广。
同一时期，参加评报的还有叶圣
陶、吕叔湘等全国语言文字学方
面的权威专家。葛信益认真工
作，每期报纸都要仔细推敲，多
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中的病
句和错字。叶圣陶先生还向他传
达了有关领导的批示：评报很重
要，要坚持。此后葛信益的评报
工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因年事已高才停止。

葛信益于 1980 年兼任中国
音韵学研究会理事，1985年升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
开设过音韵学、文字学、语言文
字概论等课程。他长期致力于汉
语音韵学、现代汉语语法和修辞
的研究，著有《语文基础知识与
文章修改》《提高文字表达能力
的途径》《现代汉语讲稿》《学点
语法修辞》《广韵丛考》等。这些
学术著作，多由与葛信益一同在
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好友启功
先生题签书名。

葛信益不仅为现代汉语的
规范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
在北京师范大学四十多年如一
日，为现代汉语教学同样作出了
巨大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
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在 2019 年
纪念教师节讲话中深情回忆道：

“著名语言学家陆宗达先生、葛
信益先生等专家学者，亲自带领
学生实习，为我们改教案，听我
们上课，给我们评课。他们作为
北师大中文系的知名教授，从来
不认为学富五车就应该轻视基
础教育，他们的身体力行让我们
知道，只有学理把握特别深入，
专业研究十分通透，才能经得起
应用的考验。那个时候，迎接实
习生进校的，永远是真诚期待的
目光；送别实习生离开的，总会
有中学教学的新气象。”

葛信益在繁重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之外，还积极参加国家文化
建设工作，先后担任了九三学社
北师大支社组织委员、九三学社
北京市委第五届教育委员会会
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委员
等多种社会职务。

1986年，葛信益先生以语言
学家的身份，应邀回到家乡稷山，
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讲学，他将自
己的所学回馈自己的家乡，受到
了家乡的学者和群众们的热烈欢
迎。

□杨旭

《柳宗元联咏》
唐宋八家，乾坤一柳，寒江独钓千秋雪；
山河九鼎，日月两轮，晋问频招万里魂。
这是当代楹联河东流派领军人杨振生题柳宗

元楹联作品。杨振生诗、联、书、画、文俱工，作品
立意高雅，豪迈雄放，曾荣获中国楹联最高奖“梁
章钜奖”提名，中国楹联学会原会长孟繁锦称赞
其：“联画诗书四绝；酸甜苦辣一生。”

自古无巧不成双，当是缘分使然。杨振生笔
名雄飞，自号弄潮斋主，誉称“杨河东”。河东大地
孕育了大唐文学巨匠柳宗元（世称“柳河东”“河东
先生”），时光荏苒，一千八百年后这块大地又孕育
了一位“杨河东”。巨柳极翠，高杨能青，看似偶
然，实则必然，文脉相承是也。今日“杨河东”联咏
柳河东，古今相映，必成一段文坛佳话。

全联三分句三十言，集散句、律句一炉，先分
后总，布局紧促，笔法清新，让人赞不绝口

上联开门见山，“唐宋八家”，入笔即点题。唐宋
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
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
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柳宗
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
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顺势引出二
分句“乾坤一柳”，乾坤煌煌，一柳自煌煌，言简意
赅，磅礴之思，豪迈之笔，大气涌出不可挡。

“寒江独钓千秋雪”，化用柳宗元《江雪》诗句
之意境，后人刘禹锡汇编柳集《河东先生集》留史，

《江雪》为传世之名作。寒江独钓千秋雪，是一副
雪景图，场景优美，诗里有画，画里有诗，诗情画意
惹人醉。柳河东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借景抒
情，以情言心。他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
文”运动，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于是“自肆于山水
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
心中的郁结。《江雪》也不例外，寓意出了他的真实
心理状态。联中“寒”“独”，炼字精准，渲染出心
寒、身独的郁闷处境，大有“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
魂”悲凉，尽现他孤独的处境。

下联化用《晋问》，也是柳河东赞写河东名篇
大作：“一曰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二曰晋之金
铁，甲坚而刃利；三曰晋之名马，其强可恃；四曰晋
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晋之河鱼，可为伟观；六曰
晋之盐宝，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业之盛，而
后以尧之遗风终焉，其为文可谓工矣。”

“山河九鼎”，即华夏九鼎，出自《史记》“禹收九
牧之金，铸九鼎”。相传，大禹划天下为九州，令九州
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成为“中国”的
代名词，以及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这里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山河九鼎”：山河即为

“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九鼎即为“晋之金铁，甲
坚而刃利”所铸之。一叶知秋，晋河东知华夏也。

“日月两轮”，指九州大地的太阳和月亮。这
里也指柳河东的两大人生功绩：杰出的文学家、著
名的哲学思想家。柳宗元一生留下的诗文作品达
600 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
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传世《河东先
生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
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柳河东反对天诸说，
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哲学论
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下》《断刑论》《天说》

《天对》等，他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
际”即天和人的关系。

“晋问频招万里魂”，化用杜甫“门泊东吴万里
船”之典。柳河东博学多才，21岁进士及第，后又
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他逐
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
重要人物。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邵州刺史，
后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在不得志的郁闷中去世，享
年47岁。“频招万里魂”，更能寓意“遭贬、孤独、飘
泊”的淒凉晚景，也极尽展示出“河东老乡”对这位
伟大的历史文化名人的缅怀和敬仰！

纵观杨先生这副楹联，构思精巧，用笔大气磅
礴、句法圆熟，对仗工整，声律和谐，意境深邃，借
典与化典恰到好处，妙不可言，不失为一副佳作！

试析杨振生题
柳宗元楹联河东语言学家葛信益

▲葛信益著述书影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