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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语言学家摇篮”文化品牌的构建与提升
徐静妍    彭  婧 

（常州工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0）

文化名城常州人文荟萃，名士辈出。常州籍语言学家因人才众多、贡献卓越而成为常州名士中引人注目的人物群像。丰富

厚重的语言学文化资源在现代化的常州并未得到充分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在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建设中，常州应有目的、有

计划地挖掘并整合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传播常州籍语言学家的卓越贡献，弘扬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文化品格，着力打

造 “语言学家摇篮”的城市文化品牌，以此提升常州的文化软实力、城市影响力和人才吸引力。

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

常州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这里尊学重教、名士辈出，有
着丰厚的名人文化资源。常州市政府向来重视城市文化建设，
从以恐龙园为核心的城市商业文化建设到如今以赵元任先生为
重点的城市文化名片打造，常州正在唱响一曲有着自身城市特
色的文化乐章。通过梳理常州文化历史，我们发现从古至今常
州籍语言学家数代不绝、人才辈出，这些对中华民族甚至世界
文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名人是常州的珍贵文化财富。通过挖掘常
州籍语言学家的历史资源，弘扬常州籍语言学家的名人精神，
常州可以打造 “语言学家摇篮”的文化品牌，以此提升常州的
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此观光旅游，
安家立业。

1、常州籍语言学家及其社会影响力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清代诗人龚自珍
曾经写诗大力赞扬常州学人的学术成就。在众多的常州学人中，
有一个研究领域显得尤为突出，那就是语言学研究领域，众多
在学术领域声名显赫的语言学家都来自常州。

1.1  人数众多，成就卓著
常州籍的语言学家，清代有段玉裁（1735-1815）、洪亮

吉（1746-1809）、孙星衍（1753-1818）等，他们在小学（及
文字学）领域成就斐然；现代有瞿秋白（1899-1935）、吴稚
晖（1865-1953）、赵元任（1892-1982）、周有光（1906-2017）
等学者为中国拼音方案建言献策；当代也有徐复、史有为等，
可谓人才辈出。

常州籍语言学家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卓著。清代常州金
坛人段玉裁在语言学领域成就斐然，他的《说文解字注》被盛
赞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近代中国，语言学家们除了研
究语言问题，还开始为中国发展谋求出路。为了给普及汉语教
育工作提供便利，赵元任、周有光等语言学家致力于汉语拼音
方案的创设，为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
有光先生也因此获得了“汉语拼音之父”的美誉。

1.2  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常州语言学家的成就斐然，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优秀素

材。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四人在中国语文现代化
过程中起到了领头作用。“书同文而语同音”，是吴稚晖先生
的主张。他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开展国语运动，发明注音
字母，奠定了民国时期“语同音”的基础。

赵元任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大师。他积极参与国语运动，
推广新国音，最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研究汉语，
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由他发明的“五度标调法”
在普通话推广和方言调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瞿秋白先生推行汉字拉丁化运动，拟定中文拉丁化方案
（“瞿氏方案”）。瞿秋白先生身上，不仅有不畏艰险、敢于
拼搏的革命精神，也有专注求知的学术精神。这是常州打造文

化品牌的精神内涵。
周有光是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创设工作的重要参与者，

他提出“三化”原则和“三不是”原则。他探索制定了汉语拼
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比较文字学研究的先驱，对当代语言学
的研究影响巨大。

史有为是当代常州籍语言学家的杰出代表。他 1937 年出
生于江苏武进，毕业于北京大学，专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同
时对外来词、现代汉字等也有深入研究。他的影响力覆盖海峡
两岸，是当代两岸三地享有盛名的语言学家。

1.3  雅俗共赏，喜闻乐见
优秀城市文化品牌需要打造的是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大

众文化。语言学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曲高和寡，略显枯燥。但
常州语言学人们是可敬又可爱的人。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的
打造，便可以从这些有趣幽默的学者出发，做真正普及大众的
文化品牌。

赵元任先生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清华四大导
师之一。赵元任先生被誉为旷世奇才，精通多门学门，最终因
为“好玩”选择研究语言学，成为近代中国重要语言学家。他
的趣事很多，比如当年他为在湖南演讲的罗素做翻译，因为方
言说得太好，被人当成老乡攀关系。他还写《施氏食狮史》，
只用“shi”一个音节便写成一篇故事，读起来也妙趣横生。从
赵元任先生身上，我们能体会语言的魅力，能感受他对语言学
的热爱。常州“语言学家摇篮”的文化品牌，因为这些接地气
的语言学家们变得既有趣又蕴含深刻文化内涵。

2、构建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的意义

名人文化资源是典型的复合型文化资源，就表现形态而言，
它既含有名人所遗留的有形文化遗存，如住宅、陵墓等建筑遗
迹，也包括他们赖以成名的思想、文学作品、书画题刻、发明
成果等。面对当下愈发热烈的文化资源研究开发热潮，常州政
府也应当把握时机，发挥自身独特语言学家资源优势，打造地
方特色“语言学家摇篮”文化品牌。

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生长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
巨大。常州学者们在常州这片土地见到的、学到的，体验到的，
都将在其学术创造中被展现。赵元任先生幼年跟随长辈在北方
生活。他在自传中提到，自己虽在北方长大，但家中祖父说话
带有常州口音。他从小跟着模仿，颇是熟悉。年长一些以后，
家里人要求读书用的是常州话。常州这个地方就这样在不经意
间渗进他的精神世界，滋养他的精神生活。

目前，常州政府正在集中打造展示赵元任先生故居城市形
象的地标性建筑，同时着力打造“常州，教我如何不想她”的
城市名片。由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早已脍炙人口，
如今现在名人、名曲、名城三位一体，相得益彰。

常州政府的资源保护还包括建设段玉裁纪念馆，瞿秋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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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馆，周有光故居等。常州工学院建有赵元任先生的大型半身
雕像，也是一种资源宣传保护方式。但这样的宣传较为单一枯
燥，没有深入挖掘这些语言大家背后的常州文韵，进而将语言
学大家们与常州真正联系起来。

现今，常州已经将一部分人文资源物质化，将无形人文资
源转变为纪念馆、纪念雕像的形式保存。而常州政府下一步要
做的，便是将零散语言学家人文资源组合，连点成面，构成一
张语言学家的影响网，打造出常州语言学家摇篮的文化品牌。
最终实现经济收益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

3、构建常州籍语言学家文化品牌的途径

常州名人资源的开发，总体来说可以从广和深两个维度出
发。一方面，常州政府可以广泛普及常州籍语言学家的事迹，
增加这些名人学者在民间的知名度。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打响常
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常州政府需要认识
到自身在城市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常州政府可以鼓励专家
学者深度挖掘常州籍语言学家的成果事迹，放大他们自身带有
的影响力，进而达到“1+1 ＞ 2”的效果。

3.1  丰富物质载体，提升常州市民的认同感
群众认知度的提高是常州政府打造常州籍语言学家文化品

牌的前提。名人文化，其实质就是名人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
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以及美学情趣的高度凝聚，让名人文
化走进百姓生活，就是要通过名人文化的不断渗透，让百姓“来
到”名人身边，“走进”名人的心灵，触摸名人的成长脉搏，
从而将其内化为每个奋斗者的自励与自警，激发人们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情感以及投身家乡建设、祖国建设的热情。常州政
府需要和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相互协助，设法让常州籍语言学
家走入常州人民生活。

常州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利用政府公共平台
加大常州语言学家的知名度推广，丰富带有常州籍语言学家精
神的、有品位的物质载体。譬如打造以常州语言学家为主题的
特色博物馆、开展常州语言学家相关的演讲等。让常州语言学
家们的事迹走入常州市民的生活，让常州语言学家的精神润泽
每一位常州市民，提升常州百姓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同样
地，常州市民也会是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的建设者和宣传者，

为常州旅游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从而提升常州城市文化品位，
帮助常州提高文化软实力。

3.2  开辟多元媒体渠道，增添时尚因素
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的传播需要开辟多元媒介，不同媒

介对应不同特点的受众。针对不同年龄层的用户精准投放宣传
方式，日常发布一些常州语言学家们的相关知识，对他们的生
平、作品等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针对年轻受众，常州政府需
要开通常州语言学家为主题的微博、抖音、快手平台。迎合当
代年轻人碎片式阅读习惯，以微视频阐释名人文化内涵。微信
公众号的宣传要更要迎合多年龄群体。

常州政府可以通过品牌文创产品进行推广宣传。梳篦、金
坛刻纸、留青竹刻等都是常州优秀的非遗文化。以常州语言学
家为主题，通过常州优秀非遗文化作为物质载体，设计众多大
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3.3  加强名人资源保护，挖掘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内涵
常州语言学家是常州尚待开发的一张城市名片。正所谓“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文化和名人资源是一座城市的别样灵
魂。保护名人资源，深入研究和挖掘常州语言学家资源，也是
在丰富常州文化精神。丰富常州文化精神，需要优化整合资源，
将常州语言学家名人资源与旅游资源等其他资源相结合，发挥
整体优势。要加强对常州语言学家名人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
对历史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凸显常州深厚文化底蕴，逐步形
成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效应。

语言学家资源是常州丰厚的文化财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
济的进步，文化品牌在城市形象的打造中越来越重要。常州是
著名江南文化名城，正值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常州应当发挥
自身资源优势，打造常州语言学家文化品牌，将无形的名人文
化优势转变为常州文化资源优势，实现常州经济和文化的双重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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