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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最近150年间，她从一个三等偏僻县城，一跃而为全国
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话是一种特殊的方言，它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从一种比较保守滞后的县城小方言，发展成变化速
度最快的中国第一大地点方言。
特殊的城市，特殊的方言，为语言方言专家提供了一片有特殊价值的研究园地。
就在上海迅速长大、长高、长美的这些年月里，著名吴语专家钱乃荣教授，在上海话和吴语这块园地
里埋头耕耘二十多年，论文专著，硕果累累。
现在，他又有一部新著面世，为这个领域增加了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成果。
　　钱先生的研究有广度。
他的170多万字的《当代吴语研究》调查研究了三十多种南北吴语，使他对内部复杂的各地吴语有一种
宏观的把握。
　　钱先生的研究有宽度，他在吴语，特别是上海话的音韵（包括复杂的连读变调）、词汇、语法等
方面都有重要建树。
除了上述侧重语音的综合性巨著外，还有侧重词汇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上海方言俚语》、《沪
语盘点》和侧重语法的《上海话语法》等。
　　钱先生的研究有深度，常能以新理论新方法的视线透视分析方言中的纷繁现象。
他是国内最早引进“词汇扩散”理论研究方言现象的学者之一。
他用上海郊县的实例解释了语音在空间共时的转移与语音的历时演变一样通过“词汇扩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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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最近150年间，她从一个三等偏僻县城，一跃而为全国
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话是一种特殊的方言，它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从一种比较保守滞后的县城小方言，发展成变化速
度最快的中国第一大地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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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的分化和趋同，与社会和生活范围的分合是密切相关的。
主要是因为某地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人口的迁徙和聚居。
人们长期聚集在一个比较自足的生活区域内，这个地方的语言就可能会形成有别于附近语言的另一个
语言的中心。
这个新中心的语言应该是人口迁徙源地方的语言的一个变体，这个语言变体也由于居地人民长期与一
个政治文化中心相联系而不断向地区中心的权威方言认同和靠拢。
　　上海的人口聚落是因上海浦而得名的。
上海浦就是今从龙华到外白渡桥一段的黄浦江。
上海方言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才开始形成的。
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
河以北），在其下游近人海处，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支流。
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见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宋会要辑稿》，该书称在华亭县（后称松
江县）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其地大约在今黄浦区人民
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侧。
东边就是上海浦。
该书的记载距今已有900多年。
　　后来到了南宋，吴淞江开始淤塞，原来在吴淞江上的大港口青龙镇为上海务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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