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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而编辑的《詹伯慧语文评论集——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五十五
周年》终于面世了，这本评论集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综论，二是序跋、书评，时间从1956年到2008
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多数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学术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不
仅反映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改变，语言研究也逐步复苏并驶入快车道。
从这部评论集也能反映出学术交流的不断加深，尤其是与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交流。
综论部分主要录入有关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论述，如：《关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问题》（1963
）、《谈谈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1965）、《谈谈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1982）、《
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1984）、《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的讲话》（1995）、《二十一世纪汉语方言研究展望》（2001）、《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
（2002）、《对“平话”问题的再认识》（2007），等等。
詹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汉语方言语法、方言用字的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2004）
、《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2004）、《粤方言语法研究的当前课题》（2005）等都是这方面思考
的汇集。
詹先生还是许多重大学术活动和刊物的积极支持者。
《（方言）二十年述评》（1998）、《近二十年汉语方言学学术活动述评》（1999）、《二十年来汉
语方言研究述评》（2000）等都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
此外，詹先生还积极鼓励进行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如：《加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之我见》（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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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詹伯慧语文评论集（1953-2008）》是为了为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而编辑的，《詹伯
慧语文评论集（1953-2008）》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综论，二是序跋、书评，时间从1956年到2008年
，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内容丰富翔实，便于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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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景滨，1945年生于澳门。
中山大学文学学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暨南大学文学博士。
师从詹伯慧教授专攻汉语方言学。
现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并任澳门粤方言学会会长，澳门近代文学学会
会长，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会长，澳门语言学会副会长，澳门楹联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澳门校
友会永远会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研究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理事，《粤语研究》杂
志主编。
　　著作有《粤音考异录》、《语坛争鸣录》、《杏坛耕播录》、《实业诗人第一家》、《语林漫笔
》、《澳门莲系地名考》、《澳门联话》、《镜海联花》等。
参与编撰《广州话正音字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
　　刘新中，新疆木垒人，1965年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暨南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博士后。
师从詹伯慧教授攻读汉语方言学，学术专长主要有：一、汉语方言学、语音学。
尤致力于海南闽语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琼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参与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研究课
题，负责海南岛、雷州半岛和新疆的调查研究工作。
主持暨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粤西、海南闽语的动态研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广东、海南两省
闽语比较研究》。
《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为代表著作。
现正参加《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的编纂工作。
二、语言教学与语言应用。
作为主要研究人员承担并完成的科研项目主要有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海南多方言地区高师普通话教学
改革与研究》，为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编著普通话教材2部。
近年在《方言》、《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40篇，译文2篇。
博士论文《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詹伯慧，广东饶平人，1931年生。
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
先后师从王力教授和袁家骅教授。
曾任教武汉大学30年，1983年起调入暨南大学，任暨大文学院复办后首任院长。
现为暨南大学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兼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及语言应用研究。
出版专著逾30部，发表论文300多篇。
曾任汉语大字典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方言分支副主编，现正主编《中国语言文字大
词典·汉语方言卷》。
主要著作有《汉语方言概要》（合著）、《现代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合著主编）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主编）、《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主编）、《粤西十县市
粤方言调查报告》（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主编）、《广州话正音字典》（主编）等。
先后刊行多部个人选集：《汉语方言文集》、《语言与方言论集》、《方言·共同语·语文教学》、
《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詹伯慧语文评论集》等。
曾先后受聘到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台
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等著名学府担任教席或开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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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综论篇有关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关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问题谈谈汉语方言语法材
料的收集和整理汉语字典词典注音中的几个问题三十年来中国语言工作的一些情况——在日本中国语
学会学术演讲会上的讲话谈谈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讲话谈谈汉语方
言知识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谈谈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新加坡的推行华语
运动海南岛的语言研究工作——在海南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谈谈对外汉语教学——在澳门世
界汉语教学研讨会上的讲演广东汉语方言研究四十年中国辞书编纂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第二届全国
辞书学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第二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广东汕头）述评第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澳门
）述评弘扬中华文化的盛会——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新加坡）综述一次面对语言生活现
实的盛会——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述评为辞书学界的打假批劣叫好！
——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广州）述评小议潮汕方言的宏观研究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述评海
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
讲话关于闽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对香港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述评广东
客家方言研究之我见对香港多元文化语言生活的思考认识一研究一再认识一再研究——关于潮汕文化
的一些想法广州话的审音工作结合教学应用，把粤语研究深入下去——为《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三
）而作《方言》二十年述评近二十年汉语方言学学术活动述评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提高香港中文教
学水准之我见——兼论语文教学质量之评估“九五”广东的汉语方言研究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
二十一世纪汉语方言研究展望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现象值得重视——广东语言文字应用调查的一些启
示从实际出发思考香港的普通话教育问题从历届研讨会看闽方言研究的当前课题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
语言学科建设也要与时俱进——“语言学科建设高级专家座谈会”纪要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
瞻语言文字研究突飞猛进的十年——为《广州市志》（1991——2000）而作中国大陆客家方言的研究
与应用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以粤方言为例粤方言语法研究的当前课题语言规范与语言生活的多
样化略论共同语和方言并用中的主从关系——纪念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五
十周年对“平话”问题的再认识略谈饶宗颐教授与“潮学”的兴起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历届国际
粤方言研讨会的回顾方言研究持续繁荣的又一信号——祝贺《粤语研究》创刊有关语言学科建设的一
些看法略论闽语研究的“西进”粤语研究与粤语应用加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之我见让汉语拼音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五十周年岭南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序、
跋、书评篇介绍两本指导普通话学习的书评介《语音常识》评介《汉语史稿》上册评介《广州话方言
词典》《广州话普通话语音对照手册》序评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古汉语常见同义词
辨析》简介《双语双方言学术论文集》序言⋯⋯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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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1956年全国掀起学习普通话的高潮以来，为了配合这一群众性的运动，贯彻语言科学为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精神，各地的语文工作者都在党、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方言普查工
作，并在这一基础上编写出不少指导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
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我国语言科学研究面向广大人民、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一个具体表
现。
只有在今天，在党的语言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语文工作者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
成绩来。
　　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目前推广普通话运动随着注音认字运动正进一步在各方言区深入开
展。
可以预料，像福建大田、山西万荣这样的“标兵”将越来越多，方言区人民满口普通话的前景已经不
是太遥远的事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站到运动的前面，编写出更多更好的“学话手册”来，充分发挥语言科
学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成为当前语言学界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光荣任务了。
　　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几年来我曾有机会参加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也看过一些“学话手册”。
在这里我想就我所看到的这些“学话手册”以及个人在工作中的点滴体会，提出几点有关编写“学话
手册”的意见，希望能通过大家的讨论，共同把工作搞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詹伯慧语文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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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