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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心释所著的《东南亚语言区域视野中的汉壮语接触研究》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采取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紧密结合当前实际，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思考；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科
学性、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相关企业提供贸易投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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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认为平话形成主因在于北宋狄青的“平侬”事件，我们可以从三方面驳斥这一猜测：一是从
上述史料得知狄青平侬留下来的驻军只有几千人，远不足以构成一个较大的统一的平话言语社团。
二是根本无法解释唐代汉、壮语接触的历史事实及其语言间的影响（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三是驻军，尤其是带家属的驻军，社会生活封闭性极强，只有等他们散人民间时才可能构成更有效的
语言接触。
　　（三）明清以来的“汉化”　　明以前，广西壮族先民人口一直在总量上占优势，史书笔记均称
“民三壮七”。
明清后，才逐渐变成汉多壮少，并且非壮侗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在这时从外省迁入。
《中国移民史》第四卷附表2-3载，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广南西路人口242109户，到南宋嘉定十六
年（1223年）达到528220户，为全国增长最快，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达622099户。
这说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大量中原人士南迁至此。
然而到了明末，广西人口锐减，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西115722丁，人口不足百万，原因是吴三
桂叛清，广西是主战场，战争延续了20多年，使得人口锐减。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又增至730万人以上，主要原因应是清政府在广西招民垦荒，产生大批经济型
移民。
清代前，全州、临桂增长稳居广西之首，清代后桂东的桂平、贵县、博白等地人口最多，多属广东输
出。
明清时，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人多地少，汉族人口多来自上述三省。
民国《全县志》载443个外省来县的大姓中有277个来自湖南。
　　明代还有军事移民，以桂林为中心的桂东北地区是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来源以湖南、江西等地
人为主。
明末这些人也都散人民籍，散入上林、宾州（今宾阳）等地。
桂南有南宁卫（1370年设）和驯象卫（1386年设，永乐初年卫所在横州），“以谪戍之人充卫卒”。
桂南是明代卫卒移民最少的。
明代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地区也集中了大量移民，多为广东卫所调拨而来，“往来横渡口，强半广州
音”（谭绍鹏1989：137），使梧州方言迅速向广州话靠拢。
说明了广西地区方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层累性。
学界对勾漏片方言的定性争议是因为看不到这一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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