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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著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
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
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
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
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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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赣东北方言调查研究》是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赣语、吴语、徽语、闽语、客家话
在赣东北的交接与相互影响”的终结性成果。
历经数的补充修改，《赣东北方言调查研究》即将正式付梓，以更为完善的面貌呈现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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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语言概况一、赣东北方言的分布和形成二、赣东北方言分布的特点第二章 赣东北方言代表方言点
的音系及其特点第三章 赣东北方言单字音对照第四章 赣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第一节 赣东北方言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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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语音专题考察一、古全浊声母的演变二、古见组声母开合三四等的分化三、古知章庄组声母读如
端组的表现四、古非组声母读重唇的表现五、古阳声韵尾的演变六、古塞音韵尾的演变七、古人声的
存废和分合八、古全浊上声的分化九、古知章庄组声母今读第五章 赣东北方言的词汇特点第一节 赣
东北方言词汇的差异性与共同性一、赣东北方言词语的异同情况二、赣东北方言的差别词三、赣东北
方言的共有词第二节 赣东北方言分类词目索引第六章 赣东北方言词语对照第七章 赣东北方言的语法
特点第一节 词法特点一、名词二、代词三、形容词四、数量词五、虚词第二节 句法特点一、动词的
体二、句式三、词序和结构第八章 赣东北方言的方言接触考察第一节 赣东北方言的接触性共有成分
一、赣东北方言的共有成分二、赣东北方言接触与接触性方言共有成分第二节 赣东北方言接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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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既往研究概况　　关于赣东北方言的研究，就我们所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有学者涉足，中央研究院组织开展的方言调查曾包括了赣东北的上饶、广丰一些方言点。
金有景的《江西广丰效摄字的读音》（《中国语文》1961年第10、11期合刊第97页）一文是现在所见
的最早专门考察赣东北方言的论文。
叶祥苓的《赣东北方言的特点》（《方言》1986年第2期第107一lll页）调查了赣东北东北部景德镇、浮
梁、乐平的方言概况。
陈昌仪发表了关于铅山话和余干话的系列论文。
曹志耘发表了关于赣东北吴语和徽语的系列论文。
赣东北本地的一些研究者严振洲、胡松柏、孙刚、汪应乐、钱文俊等也发表了关于广丰话、铅山话、
玉山话和婺源话的论文。
颜森、颜逸民、陈昌仪等关于方言分区的文章涉及讨论赣东北方言的分区问题。
几部大型的方言调查研究专题著作，也包括了赣东北方言的内容。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和陈昌仪的《赣方言概要》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调查研究了赣东北部分赣语，涉及的方言点有余干话、弋阳话、铅山话、
横峰话、景德镇话。
刘纶鑫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调查研究了赣东北部分赣语、客
家话，涉及的方言点有横峰话、鄱阳话、乐平话和景德镇话、樟坪话等。
平田昌司主编的《徽州方言研究》（[日]好文出版株式会社，1998）调查研究了赣东北部分徽语，涉
及的方言点有婺源话。
曹志耘等的《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好文出版株式会社，2000）、秋谷裕幸的《吴语江山广丰方
言研究》（[日]爱媛大学法文学部综合政策学科，2001）和曹志耘的《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印
书馆，2002）调查研究了赣东北的吴语，涉及的方言点有玉山话、广丰话、上饶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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