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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一派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在经历了十来年空
前蓬勃的发展，称得上持续繁荣之后，南北各方言区一些有代表性的汉语方言点大都已经作过调查、
有过著述问世了。
在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不约而同地转动着一个新的念头：有必要多多关注那些以往知之甚少、然而
语言现象相当复杂、语言归属尚难厘定的方言。
这些方言大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或夹杂在其他系属已明的汉语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中间，或处
于不同方言交界地带，因而具有多种语言所拥有的特点，呈现出“非驴非马”、却又“似驴似马”的
现象。
二是大都通行地区不很大，使用人口不很多。
有的甚至可以列入“濒危语言”的行列。
其实这样的方言为数不少，特别是在南方各大方言接壤地区，常常可以发现这类与众不同的方言。
在一经接触、有所了解之后，方言学界一时难定归属，大都倾向于暂把这类系属未明的方言统称为“
土语”，例如湘南土话、粤北土语等等。
揭示这类方言（土语）的面貌，对于研究语言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等问题，无疑具有
相当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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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湘西乡话是一种分布在湖南西部沅陵、泸溪、古丈、辰溪、溆浦等县市的归属末明的濒危汉语方
言。
《湘西乡话语音研究》以作者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全面展示湘西乡话的分布与分片、语音特点、内
部关系等情况。
从共时类型和历时演变的角度对湘西乡话的一些重要特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将动态演变和静态结构
联系起来，把握湘西乡话的层次关系、渗透关系等，认为湘西乡话的共时体系是由古音遗存、发展演
变、方言渗透等多种成分交织而成。
同时，将湘西乡话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中去考察，与吴语、湘语、闽语、客家话、赣语进行
横向比较，指出湘西乡话与古吴楚语有密切联系，同时具有近现代湘语的一系列特点。
全书还从方言的接触和影响的角度，结合历史地理背景，分析了湘西乡话及内部差异的形成原因，以
及周边汉语方言对湘西乡话的影响。
最后，选取了1035个字目列举湘西乡话10个代表点方言字音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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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湖南是个多方言地区。
境内除了存在湘语（新湘语、老湘语），西南官话和赣语外，还有一些引人瞩目的，迄今难定归属的
方言。
位于湘西，跟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的汉族人民，除了具有通行湘语、西南官话等汉语
方言的地域外，还有一些地方，说着一种跟湘语、跟西南官话完全不同的“乡话”，这种“乡话”通
行在地域上连成一片的沅陵、辰溪、溆浦、泸溪、古丈等五个县的一些村镇，总人数达到50万人以上
。
这一特殊的方言深受语言学界的关注。
由于它所处的语言环境复杂，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交错在一起，在以往的研究中，囿于调查研究尚未
深入，占有材料有限，学者们对它到底属于汉语方言还是属于少数民族语言，难免会有一些争议。
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乡话”与畲语、儋州话、韶关土话、湘南土话等一
并列为汉语方言中未分区的非官话方言，这多少反映出让“乡话”归属于未明系属的非官话汉语方言
，已是方言学界的主流想法。
然而，不管归属如何，当务之急无疑应该是对这样一种具有争议的语言（方言）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
查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只有全面掌握“乡话”的情况，包括所有“乡话”通行地区的语言情况以及语言接触的情况，并充分
掌握“乡话”所在地区的人文、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乡话”作出客观的
、科学的论断，也才符合当前汉语方言研究要在未明系属的方言和濒危方言上多下功夫的新思路。
此刻摆在读者面前的《湘西乡话语音研究》，正是一部通过长时间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大量翔实
的第一手语料和详尽的论述来显示湘西乡话实际风貌的著作。
有了这部著作，方言学界就有可能以丰富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来进一步审视湘西乡话的实质和归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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