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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参加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开始，我踏上了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歪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这片热土真是风光无限，魅力无穷！
自己做调查，总怕机会太少，时间太短；带着年轻人去完成各种课题，则在兴奋之余感到队伍不够大
、人手不够用；看到许多鲜活的语言现象正在隐去，就想，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待到林深草盛的沃野
荒漠化了，热土也就不热，甚至要变成冻土了。
为此，在高校任教五十年来，我调查方言、研究方言、教方言课、带学生研究方言，始终没有断过线
。
不论是学生们还是其他学者所发表的方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都会使我感到振奋，因为这片热土又一
次展示了她的娇姿——无论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一条枝芽或一丛新株。
就是为了捕捉这种兴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没有想过要离开这片热土。
我常常自称一介老农，以采集、交流土产为业。
如果别人也这样看待我，我会视为一种褒扬。
　　听说，有的研究方言的学者不喜欢别人尊称他为“方言学家”，必要正名为“语言学家”，好像
“方言学家”低了一等。
其实，方言不就是语言吗？
只是因为方言之间还有“通语”，所以才称为“方言”。
完整的方言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
从调查记音开始，语音的描写和分析：音值，音类，音节结构和连音变化系统等等；词汇定位和定性
：固有的，借用的，继承的，创新的，同义的，反义的等等；词义的说解：本义，引申义，活用义，
附加义等等；语法的分析：词的聚合关系——词类及其特征，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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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参加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开始，我踏上了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歪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这片热土真是风光无限，魅力无穷！
自己做调查，总怕机会太少，时间太短；带着年轻人去完成各种课题，则在兴奋之余感到队伍不够大
、人手不够用；看到许多鲜活的语言现象正在隐去，就想，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待到林深草盛的沃野
荒漠化了，热土也就不热，甚至要变成冻土了。
为此，在高校任教五十年来，我调查方言、研究方言、教方言课、带学生研究方言，始终没有断过线
。
不论是学生们还是其他学者所发表的方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都会使我感到振奋，因为这片热土又一
次展示了她的娇姿——无论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一条枝芽或一丛新株。
就是为了捕捉这种兴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没有想过要离开这片热土。
我常常自称一介老农，以采集、交流土产为业。
如果别人也这样看待我，我会视为一种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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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代序)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声韵调的演变是互制互动的关于方言语音历史层
次的研究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晋语读书札记跳出汉字的魔方汉语方言的接触与融合考求方言词本字的
音韵论证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一i一说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S的研
究论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建瓯话的声调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论“不对应词”及
其比较研究从闽语的“汝”和“你”说开去闽语的“囝”及其语法化闽南方言的“相”和“厮”说“
八”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闽南方言和台语的关系词初探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论语言的社会
类型学研究闽南方言与闽台文化从客家方言的比较看客家的历史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
景地名词的特点和规范从地名用字的分布看福建方言的分区四个福建地名用字的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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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往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从记录字音、词汇人手，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时，拿它和中古音以及
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作比较，说明方言语音的特点；整理词汇、语法材料时则通常只拿普通话作参照
系，说明该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特点。
这种研究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
因为中古音（广韵系统）作为书面语的标准音曾经统治中国文坛一千年，在中古时期，这个语音系统
是有代表性的；对于各地方言也确实有过长时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普通话也是影响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拿这两种参照系来考察方言材料，确能对该方言的
特点获得相当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方言事实的了解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了，考察语言现象也增添了
各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这套传统模式就逐渐显出了它的缺陷。
　　首先，中古汉语并非现代各方言的共同的祖语。
应该说，汉语的方言多数在汉唐之际就形成了，像湘、赣、吴、闽、粤诸方言都还可以追寻到先秦时
代楚、吴、越、南楚等古方言的源流。
还应该指出，正像南北方汉人身上都混有其他民族的血统一样，南北的各种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也杂有其他原住民族或入主民族的语言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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