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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漳州是闽南重镇之一，与泉州、厦门并称闽南金三角，历史悠久，文化发达。
漳州话是最重要的一种闽南方言，与泉州话并称，是形成厦门话的主要因素，也是台湾闽南话和海外
闽南话的源头之一。
杨秀明老师任教于漳州师范学院。
她对漳州方言很有研究，出版过有关的专著，还在《方言》等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很不错的论文。
最近，她又把新著《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究》一书的书稿寄来。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有幸成为《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究》最早的读者之一，这也是很开
心的事情。
    杨老师写作《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起因，大概是从我们的一次闲聊中引起的。
大约三四年前，我们都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全国汉语方言学术年会。
会后组织游览西湖，我跟杨秀明老师走在一起。
我的老家在漳平永福，距离漳州只有200多公里，早先就有商道相通，号称“小漳州”。
我又多次到过漳州，跟杨老师言语十分接近，可以算是很近的大同乡了。
所以很自然地从漳州的方言说起，连带说到漳州的人文地理掌故，自然少不了说说漳州的芗剧，我早
年的时候对这种袅袅之音是非常醉心的。
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杨秀明老师滔滔不绝，显得非常兴奋。
她问我要是写一写漳州方言和漳州文化的事情，怎么样呢？
我当即说，绝对是个好主意，杨老师你是可以写好的！
那次说话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
2007年年中，我收到了杨老师寄来她刚出版的《漳州方言熟语歌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现
在突然又读到杨老师的《漳州方言声调与地域文化研究》，西湖边上漫步聊天的情景如在眼前。
还是年轻人好呀，说了就能做到，我心里十分钦佩。
    无论是讨论漳州的方言，还是讨论漳州的文化，要是真的说透彻了，这还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
所以杨老师的新著不是面面俱到，只是从漳州方言的声调入手，讨论与此相关的漳州地域文化。
全书共十一章，前六章讨论漳州话声调的调类、调值、调域，以及声调的演变等，并且配上语图，说
的都是漳州方言的声调；后面四章讨论叫卖声、地名、语调、“仔”缀词等，说的都是跟声调有关的
漳州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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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闽地古代居住着史书称为“闽越”的土著。
“闽越”为“百越”之一支（“百越”一名最早出现于战国）。
殷商时代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认为，闽越族主要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到台湾海峡一带。
可见上古时期漳州一带也绝不可能人丁稀少。
相传上古时代太武夫人曾经在此居住。
远古洪荒，漳州就有先民活动的踪迹。
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把福建以至漳州人文历史的开端提早到八万年前。
漳州市北部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两个地点的下层，共发现砾石制品27件。
其中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是漳州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留的代表①。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一万年前，“东山人”、“甘棠人”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他们在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
例如漳州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图像文字，近似商周青铜器铭文，比甲骨文和前期金文更加原始，
是古代福建土著民族活动纪事的遗迹。
专家考证其年代上限不过晚周，下限不迟于隋唐。
尤其是近十年来，漳州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大量文物生动表明，商周时期漳州先民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
考古专家表示，“商周时期漳州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　　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置于公元686年，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漳州方言是闽南方言的一个重要的次方言。
关于漳州方言的形成，学界长期以来奉行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
认为上古时期漳州是一个充满原始气息的蛮獠荒地，漳州地区居民为闽越人，他们说的并非汉语，人
数也不多。
及至唐初，闽南九龙江流域为“蛮獠”和“土黎”所据，生产力落后，不服朝廷，聚众反叛。
唐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派河南中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前来镇压，随后留在漳州屯垦
。
这些将士在戍守漳州的同时也带来了7世纪的洛阳官话，现在的漳州方言主要就是以北来汉人为发展
主体，在河洛话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我们通过大量文化语言学的理据认为，闽越先民对中原先进文化及其“中原汉语”的学习运用应
该大大早于唐代初期。
漳州方言是“阶梯式”发展的：温润的气候条件和封闭与开放兼具等地理特征使漳州较早接受外来文
化。
秦汉以来，多元文化相继涌入漳州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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