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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易误三题 

 

薄守生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人们经常会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产生某些误解，本文简要辨析了其中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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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主要从事历史学、语言学、考

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所长为傅斯年。1949 年前后，原“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改为隶属中

国科学院，一部分组织和人员迁往台湾地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缘故，人们对“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存在某些错误的理解，下面分析一下其中容易被误解的三个方面。 

1．关于机构名称的书写要不要加引号的问题。现在，大陆学者在写“中央研究院”一

词时常常须加引号，写作“中研院”“中央研究院”，如果是专门用来指称我国台湾地区的“中

研院”，那是对的。但人们在称述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时，在相关的行文中不必添加引号，

以署“„„中央研究院„„”（省略号代指行文内容）为宜。当然，在特指或强调这一研究

机构时，加引号也无不可。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的中央研究院可不加引号，也可加引号；

1949年以后则必须加引号。 

2．关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研究所还是两个研究所的问题。在民国时期，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实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傅斯年将两个研究所合而

为一仅仅是便宜行事，也是压缩编制使然。但其内部的研究分组并不相同，彼此之间少有交

叉，相对独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陈寅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但他自认为对语言

学“无所通解”，这也表现出不同研究分组之间的相互尊重。当时，不同研究组基本上各自

为政，历史学与语言学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合作。 

3．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学科名称“历史语言学”之间没有关联。历史语言学，或称历史

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或者说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理论。19 世纪，

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很大，通常认为它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语

言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时曾接触过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以，“历史

语言研究所”很可能只是对“历史语言学”的穿凿附会、似是而非的名称上的一种“借用”。

今天，“历史语言学”这一称谓在国内虽然有所泛化，可以泛指一切涉及古代的语言学研究，

但作为一个学派、学科来理解时，不可以认为国内的历史语言学起源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总之，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历史语言学并无太多关

联，其实，这还是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省略了中间的顿号而容易引起误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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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2004年，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成立。此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

继承了传统名称，保留了“语言”二字，但实质上它已经只是“历史研究所”了，基本上不

再专门从事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台湾地区“语言学研究所”没有命名为“语言研究所”，

这两种名称之间也存在学术理念上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对“语言研究”与“语

言学研究”并未做出明确区分，但事实上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今天看来，我们对“中研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简单的辨析，对语言学学科来说确实还有一定的意义。 

 (原文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 2期第 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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