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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宜志硕士生阶段师从陈昌仪教授，博士生阶段师从钱曾怡教授，名师高徒，学有专长。
经过较为激烈的竞争后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系2002年度博士后。
来系后，在汉语言文字学科导师组引领下，特别是亲炙于著名音韵学家和方言学家鲁国尧教授，商量
愈加邃密，培养转致深沉，升华学术，精密理路。
我作为工作联系人，目睹其自我锤炼的全过程，甚感其田野作业（方言调查）的辛劳和书斋研究（下
文献工夫）的勤劬，竟至于无法推诿其撰序之约，谨赞一二言以表其刻苦自砺的人品和务实求真的学
品，或“二品”合一，称其勤奋、谨正可也。
　　博士后出站报告《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从出炉到成书，修改已不知凡几。
选题本身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江淮方言研究所的研究任务。
江淮官话既是官话，当然是官话方言中的一支。
就地理位置而言，大体位居北方官话和南方吴语之间，移民史和语言接触史都使江淮官话积淀得异彩
纷呈。
今检视全书，条达深邃，可观甚多。
作者调查了12个代表点，报告其声、韵、调，这是把方言调查作为方音研究的第一步。
继而参酌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被研对象的特点，这仍然是描述性的说明。
历史的解释则根据地域特征，按空间维度推演语音史的发展，揭示出相关语音现象形成、演变的原因
和过程。
在共时描写和历时解释中，引人注目的是精庄知章组声母的今读问题，归纳出的语音演变公式揭示出
与ts组、ts组、tg组的对应关系，令人一目了然。
颇饶趣旨的是由庄组字的今读看内外转。
书中列述学史上有关内外转的种种推测，扑朔迷离，作者认为，从安徽江淮官话看，罗常培的元音高
低说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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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 以安徽江淮官话语音为研究对象，对安徽江淮官话语音进行共时和历
时的研究。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首先比较全面地描写了安徽江淮官话中12个地点的语音面貌。
在此基础之上，参考已经发表的安徽江淮官话其余地点的材料，总结出安徽江淮官话声母、韵母和声
调的共性和差异。
根据地域特征，从空间上推拟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的发展，揭示这些语音现象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和过程
。
　　声母方面，主要讨论精知庄章见组字今读的特点和演变、泥来母今读的特点和演变、影疑母今读
的特点和演变。
韵母方面主要讨论四呼的变化、舌面元音的高化、阴声韵演变过程和特点、阳声韵演变过程和特点，
以及入声韵的演变过程和特点。
声调方面主要讨论连读变调的特点和入声调演变的特点。
最后根据语言特点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安徽江淮官话的分区进行讨论并作了更为合理的分区
。
　　安徽江淮官话区历史文献比较丰富。
今天的语音面貌是在过去的语音状态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还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反映历史上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特点的《切韵声原》、
《等韵学》、《韵通》、《桐城时兴歌》等文献反映的语音特点，并与现代安徽江淮官话语音进行比
较，从时间上揭示了安徽江淮官话一些语音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最后探讨了安徽江淮官话的形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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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本书的语料和研究目的、方法　　一、语料　　本书所使用的语料，部分来自笔者的实地
调查。
这些地点包括天长、滁州、桐城、舒城、青阳、枞阳、含山、六安、无为、全椒、定远、当涂。
调查材料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二是笔者摘录的《字音对照字表》
，三是笔者编制的《连读变调调查表》。
其中桐城和无为调查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其余地点使用的是《字
音对照字表》和《连读变调表》。
还有一些地点使用的是公开发表的材料，这些地点语料来源如下　　合肥陈章太《普通话基础方言基
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l版　　安庆陈章太《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1996年第l版　　芜湖陈章太《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l版　　庐江周元
琳《安徽庐江方言音系》《方言》2001年第3期　　霍山安徽省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霍山县志
》1991年第1版　　长丰安徽省长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丰县志》1991年第1版　　池州孟庆惠《
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宣城孟庆惠《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7
年第1版　　淮南孟庆惠《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l版　　怀远孟庆惠《安徽省志
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巢湖孟庆惠《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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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描写安徽江淮官话的语音面貌，从空间上揭示安徽江淮官话一些语音
现象的发展过程。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考察明清以来安徽江淮官话的方言文献，从时间上揭示安徽江淮官话
一些语音现象的发展过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