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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1年夏天，带日本教授和北大研究生访问北京海淀火器营满族文化站。
2. 2009年 8月，与北民大北方语言院林涛教授共同参加第 16届国际人类学大会。
3. 在海南三亚回族村调查回族。
4. 2002年 10月，在新疆兵团创建西域文化研究院并兼任院长，带领教师采风回来后向王崇久
副政委汇报蒙古族屯垦戍边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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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年 9月，作者在办公室与北方民族大学任
维桢书记合影。

2. 2013年 9月，作者在办公室与北方民族大学杨
敏校长合影。

3. 2011年 4月，应邀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教授
们讲座阿尔泰语系与比较语言学。

4. 2013年 6月，邀请并主持六小龄童先生在北民
大的讲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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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年 11月，在北大季羡林先生家中与季先生交谈。
2. 2002年 10月，在阎崇年先生家中邀请他为宁夏高校
讲座。

3. 2012年 2月，为研究回族伊斯兰文化而到海湾卡塔
尔大学调研。

4. 2012年 11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学文化研讨会邀
请赴台北参会并作首席演讲（文哲所前所长林庆彰）。

5. 2013年 5月，主持阎崇年先生宁夏高校讲座时赠送
阎先生满汉合璧书法。

6. 援疆期间（2002年夏）任石河子大学副校长时向全体
干部讲话。

7. 2012年 2月，在海湾与卡塔尔大学学生在校园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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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援疆支宁中的赵杰教授。
2.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学文化会上与台湾经学大师
林庆彰先生交谈。

3. 2012年 10月，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参会期间
受到历史学家王汎森副院长的接见。

4. 2011年，为来访的挪威院士何莫耶、法国科学院
罗端语言所长赠送本院的双语研究成果。

5. 2003年 10月，作者在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调研。
6. 2013年 6月，主持六小龄童先生的讲座。
7. 赵杰获 2009 年度“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在 2010
年 1月 28日宁夏人民会堂颁奖盛典上接受自治区
领导人颁奖和东方卫视主持人的采访。

1

3 4

5

2

6

7



1

1. 2012年 9月，专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右边拿书者为人民出
版社关宏处长）。

2. 像张骞出使西域一样，赵杰援西也加助了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的三个“离不开”情谊，图
为赵杰在石河子大学 60华诞庆典上与新疆社科院维吾尔族书记握手言情。
3. 2012年 10月，应邀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并与语言所所长郑秋豫（左）、文哲所所长林庆
彰（右）合影。

4. 2007年 7月，在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与弗里德斯副校长讨论中加双语与民族比较。
5. 2011年 3月，应邀为国家民委机关讲座儒释道伊的文化互补（左为主持人、国家民委研
究室主任金星华）。

6. 2009年，为北民大研究生开设清代满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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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任中国民族双语会副会长时向名誉会长许嘉璐赠送《新疆蒙古族语
言研究》。

2. 2012年 6月，代表北民大接待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学者于丹教授来校讲座
（右一为北方民族大学校团委书记白华龙，左一为团委副书记王哲）。

3. 2009年，任中国民族双语研究会副会长时协助丁文楼会长（左）在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主办双语年会暨马学良先生双语思想研讨会。

4. 2010年 10月，到辽宁新宾永陵调查清太祖先祖及当地满语保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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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 10月 26日，为全国人大讲座后送作者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满汉书法，全国人大民
委马启智主任接书法作品。

2. 2006年 10月，在贺兰口接待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
3. 2003年夏，在南疆调研时向兵团买买提明副政委和清真寺阿訇学习维吾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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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 7月，在中国民族双语会上由胡振华（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教授主持下作大会
主旨发言。

2. 2006年 3月，在宁夏社科院为全宁夏社科论坛讲座第一讲（吴海鹰院长主持）。
3. 2005年五一长假向新疆伊犁察县锡伯族老人调查锡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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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文语双耕成果的缩影

我的《萃语师足文集》上下卷马上就要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感谢阳光出版社的编辑和北方民族大

学的出资之余，还要在前面写上几句体会之话。

这本文集分上下卷，内容正是我多年来问学的一船两桨、一

鸟两翼、一学两问。说起《民族文化与名师文化》，我从小从事文

学写作，后来把民族文化作为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的载体，而纪

念、亲近学术大师、文化名人也成了这种文学载体的重要内容之

一。文学卷所描写的学术大师或名师的治学风范、敬业精神、人

格魅力，国内外讲座时的隆重场面、受欢迎的热烈程度以及他们

的思想精华、核心观点都成了本卷书的阐述亮点。另外，本书中

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梳理、对比、溯源也成了散文大品式的主要

内容，尤其是从纵向发展、横向对比上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用散文体论述民族学，铺叙精神文化学

的首次尝试。读者可以从民族理论上去研读，也可从文学理论及

语言美上去体味。

谈起《语言描写与双语研究》，我从大学本科生开始，历经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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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博士生都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名师严格的

语言学训练，因此用严式国际音标记录汉语、满语及各种语言的

方言从而进行精细的描写研究，也成了本书语言卷的精华之一。

书中关于现代满语的田野调查研究，多数是对北京郊区的残存

满语的音变考证。对汉语北京话的研究多是当代创新流行语的

语义演变研究。还有语言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实例的论证。这些

论文的方法论之灵魂都是美国的描写语言学理论，通过研究观

察到的语言现象，从中找到共时的真实的原汁原味的面貌，再由

此及彼，寻找它们的历时音变的斑斑迹迹的来源，寻找每个亲属

语言之间的鳞次栉比的渐进性变异。

书中另一重要内容是双语的理论和方法，双语的历时梳理

和共时创新，双语在文化强国中的微观作用等。我国是一个多民

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大国，千百年来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文化交流史，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

影响的交流史。历史上，多民族地区中各民族间是在互学对方语

言，尤其是少数民族持久而热情地学习汉语言，因此，今天的多

民族大国，民族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应该勤奋而热心地学

好双语或多语，这既是提高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加深民族团

结，深化民族感情的需要。双语是多民族地区的交际载体、文化

载体，也是感情载体。本书中大部分双语内容都与这种双语思想

密切相关。

本书既是本人文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诸多论文之学术结

晶，也是对本人多年来治学与调研生涯的新视角的回忆，是学术

成果与治学阅历有机的结合，并驾齐驱的文语并茂的创新型尝

试。本书融语言研究与民族发展历程、名师访讲事迹于一体，故

名之为萃语师足文集。此书的出版不仅对民族文化、名师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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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解读，对语言描写和双语研究有较透彻的阐发，而且对语

言学、文学、民族、文化“四位一体”的调研方法和治学经历都会

有令人喜读的宣传作用。从后者的意义上说，它更能使年轻的文

科学者和文科大学生、研究生有铺垫治学基础的作用。但书中定

有不深不细甚至是错漏之处，那就需要乐读此书的读者们在学

问拂风中随时擦去一点尘埃了。

非常感谢北方民族大学校党委和科研处的资助出版，非常

感谢阅读本书的广大读者的认同与指正！

赵 杰

2013年 8月于北大、北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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