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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文是一个城市的根和魂。
对一个城市而言，高科技可以引进，资金可以引进，人才也可以引进，唯独人文无法引进。
当一座城市的人文区别于其他城市并以其独特的文化绽放时.其魅力是深层的，会使人在震撼之际被吸
引、被感染、被折服。
　　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底蕴深厚，气象万千，处处透射着以“大气开放
，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
这种以“大气开放，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源自于南昌的人文荟萃。
南昌有许多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源：以八大山人水墨写意画为代表的书画艺术，以绳金塔为代表的民俗
文化.以万寿宫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滕王阁为代表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古色文化，等等。
这些，为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城市人文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因子。
比如，滕王阁，虽历经千年仍不失为大气之作；王勃写下的千古美文《滕王阁序》，既展现了初唐时
期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盛世景象，也引领和孕育了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人文特
色。
这种以“大气开放，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铸造于南昌的英雄诗篇。
80年前南昌城头的“八一”枪声，震惊了华夏——南昌从此成为军旗升起的地方：1938年南昌的抗日
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被誉为“南方的延安”；“文化大革命”时期.南昌的一条“小平小道”走出了中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这种以“大气开放。
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
形成于南昌的开拓奋进。
城市人文，不仅体现于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之中，更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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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力求以简明通俗的文字，系统地介绍南昌方言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色
，较全面地论述了南昌方言鲜明的地域特色、悠久的发展历史、重要的历史地位、丰富的文化内涵以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南昌方言的基本特色、南昌方言内部的差异、南昌方言与普通话的语
音差异；第二章主要论述南昌方言的形成过程、南昌方言的历史层次；第三章主要论述南昌方言与古
代汉语的历史传承关系、南昌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地位；第四章主要论述南昌方言与南昌地名、
南昌民俗、南昌戏曲的相互关系；第五章主要介绍南昌方言的现代化进程、新老南昌话的差异以及对
南昌方言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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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语方言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涉及诸多因素，其中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和发展的不平衡是方言形成
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任何语言的演变不外乎有两种形式，一是一种语言被分化成多种语言，二是多种语言被融合
为一种语言，而在具体的演变过程中，两种形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一种语言的分化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语言的被融合，两种不同的语言的融合就意味一种语言的被分化
，没有融合就没有分化，没有分化就没有融合。
其中，语音变化的多少是判断语言是否被分化或被融合的标准.一种语言整体的语音变化意味着它被别
的语言融合，一种语言局部的语音变化意味着它被别的语言分化，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原则上讲，汉语诸方言都是古代汉语逐步分化并融合了其他语言的产物（而并非是被别的语言融合的
产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目前汉语所有的方言都具有共同的语言结构系统和特点，其整体
的语音系统还是相对一致的。
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但汉语诸方言在分化和融合的具体演变过程中，各自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其间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移民、地理、交通诸多影响因素，不能一概而论，没有固定的演变模
式。
语言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由于古代语音材料的缺少.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有限的文字
材料基础上，推测汉语各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时间。
　　大致地讲.北方诸方言可以看成是汉语原始共同语经过数千年的社会变化在广大北方地区独立分化
而成的，而南方诸方言却是由于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的南迁过程中，其原有方言在不断融合当地方
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汉语原始共同语分化成现代方言的形式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移民性的异地分化。
即原始共同语在社会相互隔绝的不同地区各自演化。
如南方诸方言便是如此。
第二种是非移民性的同地分化，即原始共同语在社会相互融合的共同地区各自演化，如北方诸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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