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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史学报（第4辑）》编校已进入尾声，出版在即。
在这裹有几句话想说。
本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继续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本辑汇集了海内外多位名家的大作，
就是明证。
一本年轻的刊物，承蒙各位厚爱，惠赐稿件，感到十分荣幸。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各位前辈时贤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使《汉语史学报》越办越好。
　　可以看出，本辑的文章继续保持我们原有的特点：汉语史研究领域的几个分支领域，包括语法、
语音、文字校勘和词汇方面都有考论，汉语史各个阶段的论题都有所涉及。
我们尤其欢迎把汉语史的各个阶段贯穿起来的综合性研究方面的稿件。
　　本辑共发表25篇文章，除了少量的约稿外，大多是自由投稿。
本刊约请相关的专家对稿件进行匿名评审，有不同意见的稿件还要在本刊常务编务会上讨论，决定取
舍。
编辑部人员都是兼职的，人手少，审稿、排印和校对的工作周期拖得比较长，敬请作者原谅。
还应该说明的是，各位审稿专家和校对人员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上海教育出版社本
着扶持学术的一贯做法，继续负责本刊的出版事宜，特别是张荣、徐川山两位先生，为本刊的出版付
出了大量的心血，谨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本刊是用繁体字排印的，敬请各位赐稿者留意。
来稿时，请同时提交打印稿和软盘各一份。
有关的体例，请参考本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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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口语史的构想重叠与归一——汉语语法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谈持续体标记“着”的来源
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从东汉文献看漠代句末否定词的词性汉译佛经中表疑问的语气词
“那”“打头破”类隔开式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隋唐五代的一组称人名量词“毕竟”在近代汉语中
的发展演变研究近代汉语强化否定的“白”“再”“更”“通”准时态助词“起来”源流研究《切韵
》齐韵系字在晋代音注中的表现《龙龠手镜》所引《经音义》、《音义》考《道行般若经》与其汉文
异译的互校俗字考辨中古汉语词的客家方言例证敦煌变文校读札记常用词“矢、箭”的历时替换考《
清平山堂话本》词语例释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吴方言与明清白话著作语言研究刍议关于
《晋书》的语料年代《世说新语辞典》札记读《汉语方言学史研究》俗语言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读《著名中年语言单家自选集·项楚卷》有感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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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容提要本文是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先生1986年在东北大学作的演讲，刊于《集刊东洋学》第五十
六号。
文中就古白话口语词研究和汉语口语史研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关键词古白话口语词汉语口语史构想　　为什么我会起这么一个宏大的题目？
因为我最近有了这样一个心愿，即对自己做过的工作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最多也不过再活十年左右，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工作做个汇总。
然而怎样来进行总结，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构想，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整理工作。
　　我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口语产生兴趣呢这有一个缘起。
当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即到广岛县当了三年的旧制中学的教师，在第三年的第三学期时，收到了
仓石武四郎先生”的来信，说到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编纂《元曲辞典>>的研究小组，劝我参加
这项编纂工作，于是我再次返回京都。
从1939年4月起，我就参加丫这个元曲研究班的集体阅读和讨论。
当时要完全读懂使用了大量元代口语的元曲，还必须先从语言方面入手，别无其它办法。
此后一直到1949年左右，作为正式的研究班持续了大约十年。
在此期间，吉川幸次郎先生也对此项研究注入了很大的热情，还亲自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诂曲居”
。
当时，有助于元曲研究的辞典一本都没有，因此只能全力以赴把《元曲选》一百种——地依次读遍，
边揣摩边读，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办法。
　　此外，记得仓石先生在岩波书店出版《中国语辞典》时，我曾多次拜访过他。
在此书的最后排版校正阶段，他对我说：“我的这项工作马上就可以完成，以后希望你们年轻人务必
协助编写近代至中世的古白话辞典，希望你能为此出一份力。
”这话我至今还记得。
　　在此总是讲自己做的事情可有点不敢当，但还记得战后不久在京都遇见了美国来的罗斯·佐佐木
夫人（RuthF·Sasaki）e。
她现在已经去世了。
那时候她已做过一些“禅”的研究。
为了向欧美人介绍“禅”，她对“禅”的基本文献的翻译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我也协助她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和几位美国人一起翻译《临济绿》时，《临济录》在解释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特别是《临济绿分
中的一些口语及有关口语中涉及的文理方面误读的地方，对这些错误只能逐步地依次订正。
当时罗斯夫人曾说希望我能编一本有关唐宋口语的具体实用的简明辞典，她连书名都已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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