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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吉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一一在中央研究膜躍史語言研究所的講話

f自

暨南大學中文系

總語方臂的識資研究源遠流撓，在是漢代揚雄(前 53一後 18 )的{方言〉算起，已經

有兩千年的聲史。然而以現代語當科學的理論、按術和方法來輯查方言、

研究方設，則是本世紀工十年代以後的事，大約只者七十年的聽吏。本文在全個顧漢語

方設研究的歷史出發，分軒漢語方言研究的環獸，述是市農藥漢語方言研究的未來。

…、正躇認議j漢語方含章研究的古典備競

模諾內部存在的最異早在先發時期一艘典籍中有所反映，所謂f蝶方異攝J '擋的

就是不闊地方的語霄，這當要在也租船一些豆豆非方當存在的差別。揚雄的{方當〉試f雅

吉j 、「論語j 為中，(.\ ，列舉與「雅言j 、 f通錯J不爵的各種問代詞語，設校出當時的確

存在著和f難言」、「通話j相對寫的語賞和方會。即今天照誤的「標準懿j與阿卡標準

語J 0 

揚雄〈方當〉內容忽羅萬象，搗示了當特錯綜覆麓的f非論語」、阿拉標車語」的現

象。〈方當}一審閱創了橫語方當研究的古典傳說:從科正語言是黨用中的「搭話j出發，

駛離了民間流傳的種種觀搭詞語，盔別類型，加以說明。這是種調資盧興方言詞語的傳

統，始終黨法使人獨到一聽價方會的完豔噩貌，而只能看彈…些分散的、不或系統的

方言詞語在與「通語j對比中的表現。不過， (方設}一聽畢竟功不可沒，它作為中聽有

史以來第一部甜錄方設擇詣的著作，無麗是傳統插文學中非常黨要的。{方會〉的體系

與{爾雅〉招í說，它對往綠的方當研究有敵發作罵: (一)數幌民鸚口詣，以活的語言為

對象進行鵑還是研究; (之)以詞語為調至是對象，不安安寧的束縛; (三)屋里還宮對方諱的禮

雜性，也看到方言的一致性，在錯綜複雜的話會現象中首先扭住了f通語J(雅言) ，再

將與它再麓的不再說法分列出來，這一觀念對於後世的f共聞語J 、 f樣準語J乃至今日

的「關語j 、 f普講話J的建立都有影響; (四)在編輯方法上，豎著重不間空闊的比較，

又顯及不問時醋的異悶，使朗與方言詞語配有明戰特擻，又有一定軍界。

{方言〉關創的輯查、教集民間口語加tJJt較的傳鞋，呵?告並沒有綿雖不顛地發展

下來。隅唐以後系列韻書的出衰，反映中國傳教的語文舉研究已發上古時期以說話為

中心轉向tJ音韻為中心，而以「雅當j罵中心，追求共同詣的觀;念，使系歹司韻體無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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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音j為其宗旨。即使面對方音存在的「各存土風j的現實，也都無動於衷，總想在分

歧的方音中有所取捨'有所規範'以釐定統一的「標準音」。這一排斥方音的語言觀影

響至為深遠，以至到了清代，中國傳統語丈學已進入全面發展的時期，但詞俗語的收

集受到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重視，一時頗為活躍;但其目的並非全面揭示方言面貌，卻

是以考證為中心，以「好古j為動力，從而導致有所謂「分類考詞探J和「分類考字首長J的

分別。前者是為求考某一詞語的歷史淵源，旨在指出某一詞語見於何書何人;後者是

為考求方言俗語的古雅本字， I正俗字之誦字」。由於對語言的社會性及其發展缺乏認

識，以為每一個方言詞語必然會有「本字J可考，這類考證難免出現牽強附會、乃至捕

風捉影的現象。

應該看到，漢語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自揚雄〈方言〉以來，是有其一脈相承的地

方的，儘管各個時期表現不盡相同，其指導思想始終是「利用方言j而非客觀的研究方

言。規範意識、正音正名意識也好，考證詞源、探求本字也好，方言總是作為墊腳

石，而不是作為一個語言整體來看待。這一點是貫穿整個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的主

線。今天回顧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我想，抓住這一主線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正

確認識過去，正確理解現在，也有助於科學地壁畫、展望這門古老學科的未來。在這

一點上，我很讚賞在座何大安教授近期在〈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方言研究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63 本第 4 分， 1993 年)一

文中所闡述的觀點。他從學術研究方法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國傳統上以雅言為中心的

語言觀是阻礙方言研究的主要原因。他對方言研究歷史的評論是中肯的，很有見地

的，也是擊中要害的。

二、二+年代開始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

五四運動把中國學術文化從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各個文化領域都發生深刻的變

化，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也隨之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這個轉變一直影響到當代

的漢語方言研究，其中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在傳統的方言研究中引進了現代語言科學的

理論、方法和技術，從而出現了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煥然一新

的面貌，把方言作為一個完整的語言來研究，把研究方言和研究一個獨立民族語言視

為等同的語言研究課題，把普遍應用於語言分析、語言比較的語言科學方法應用到漢

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中來，並且隨著語言研究手段的發展而不斷有所發展，這些都是揚

雄〈方言〉以來古典研究傳統所不能同日而語的。自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這一方言

研究的新氣象以來，七十年過去了。這七十年中，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走過了不斷積

累資料、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完善研究機制、不斷開拓新領域、不斷取得新成果、不

斷面臨新問題的歷程。這一門古老的學科，今天可以說已經發展到了生機勃勃、前程

似錦的階段。七十年的歷史回顧，我曾經把它分為兩個階段，即前三十年和後四十

年。前三十年從 1924 年 1 月北大成立方言研究調查會開始，以趙元任等一批具有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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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現代誰曾聽論和技掰絮瓏的前輩筆者為領頭， 1928 年出版的〈現代吳語研究〉為代

;接下來就是 1928 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i成立以梭所開展的系列方雷調查，位

1928-1929 的兩康方言輯查， 1933 年的模南方言輯查， 1934 年的擻然方言調

查· 1935 年的江盟均富調查和湖晦方言藹查， 1936 年的觀:ft1J當調查， 1940 年的

雲萬方設調查，諒的一1946 年的更重)11方言調查等等，與此同時陸續出聽了一批有分

、有影響的專薯。通油進近三十年的黨蹺， 1喜漢語方當調至主研究橫無了一些較為河

灘的材料，使我們對現代漢諸方宮的鱉草草和特點也有了蛇較明確的認議，為現代漢語

方會研究的全面艷展黨下了初步的鑫嘩。漢語玄學由此開始發展成萬語詩舉領域中

一門相對獨立搗分支離科，三十年問使用的一些錯支援方法以及所蟬的調查字漿，偽幣、

作為基本經驗為我們後人斯科用。

至於後四十年，也就是史語所攤擺手拉遺產、兩岸學人賭輸隔絕以後的這四十年，

會的研究在原來的蓋章蓋上各臨有所發展。體管在大盤和命齊聲以及海外的纜車票界，各有

不閥的舉措璟境和社會背景，捏在研究漢語方設的問題上，彈研顯呈現出勝誰j再轉的

趨騁。 1992 年 4 月我在拉京舉行的「中聽語文研究四十年j舉辦研討會上，聽聽宣讀

了〈四十年來漢語方言研究的回顧}的論文，從「徒冷門對熱門j 、?從普查到全:臨深入

的研究j 、 f從餵點研究到成丹研究j 、「敵方古詞典的繃著每到方言議輯的精製j等的錯

方間慨括了自十年來模語方蓄研究的發展敢說。這篇文章義思於 1992 年 9 月在Jlt地的

〈大陸報誌} 85 卷 3 期上全文刊出，這里說不一一贅述了。下閉只想諧音近姆:斃語方

言研究的激展動向談談憫人的一些錯訣。

三、漢語:穹雷研究搗動向與前景

經過七十年來的漢語方設研究，特穿這是凹十年栗的大力開拓與發展，漢語方言

研究無疑已是漢語是賽中的熱門，無論是在國內成是海外，近十多年來對漢語方言語究

研取得的成獻藝非常令人騙臣。但襪掛方言如此鑽智多彩，就大陸高言，儘智大都兮

地區的方當日經有人調查瘤，然而以全都縷清漢語?于當「家底j的的標而誨，確望雙向有

相當的距離。的前的研究動肉，有裝點髓待我們注意:

的研究正從游點逐并收集聽聽方言詞體向著大力瀰賽方吉訶典蘊

渡。方言言詩典的編善黨競昧著方言詢朧的調查進入了一個深入的錯段，兩部大裂的{漢

語方言文搞典〉和{現代漢語方言大品與}聽續編就刊籽，無援將大大改變tJ往模語方

詩詞典偏少的烏詣。

五、方當語法的研究 E 接受鶴重視。和普通話語法掛銷的思想、自從幾年前朱德、!僻、

教授聽能束以後，一些環代漢語譜法學者紛說投λ這一天龍寬闊的研究領按: 1993 

年余露萍教授在法路出版她的〈棋譜方言語法比較)(英文版)一嚼，給方言工作者很大

的數示;鍛近在海商品舉行的第西路劉方言圈聽研討會上( 1995 年是月) ，現代漢語

譜法學家聽罷義教授就提出一篇撞他的黨總海南樂東贊賞謊話的f一工若現代漢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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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數詞系統的文章，具體貫徹了朱德、熙先生的語法研究思想，深受與會學者讚賞，此

文將在近期的〈方言〉季刊上刊出。

三、方言與相關學科的結合日盆加強。 1986 年周振鶴、游汝杰兩位同道出版了

〈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 ，影響頗大，現在許多方言學者都在考慮拓

寬漢語方言研究的問題。方言與社會、民俗、歷史......可以研究的領域很多。語言是

文化的載體，方言也是文化的載體，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現離不開語言，也離不開

方言，看來這一點已越來越明確了，方言研究的天地大著呢!

四、方言應用問題的研究，在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語一一普通話的前提下，方言的

作用如何?方言與共同語在社會生活中關係如何?它們將如何相處?這些問題是不能

姐避的。我們常說理論聯繫實際，這就是現實的實際。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多元化的

語言生活如何發展、如何引導?當務之急是必讀研究如何處理好民族共同語的推廣與

多元化語言生活之間的關係。我們廣東省每兩年在深圳舉行一次「雙語雙方言研討

會J '從 1988 年開始已開過三次了，海內外學者對這一學術會議反映相當強烈。這個

月底又要舉行第四屆研討會了，大家圍繞一個語言生活中的現實課題來發表意見，共

同切置，可以預計，這一研討會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五、方言研究的視野正逐漸從單點、單片移向大面積、大地區、多點、多片的綜

合調查研究。這方面工作目前還有不少困難，主要是人力、經費問題，還有組織策劃

問題。像當年史語所一個省一個省調查的做法，今天我們需要深入現場，走到田野，

要找更多的發音人，選更多的點，困難當然很多。但我們也已有了好的開端。 1983

年我從武漢大學調到廣東暨南大學來，面對廣東三大方言鼎立的局面，想逐步就廣東

境內的方言做點大面積的調查，希望做得比普查要細一點，但時間、力量都有限，不

可能深入。因此，先把隊伍拉起來，和香港張日昇等教授合作，對珠江三角洲方言進

行調查，足足花了幾年。接下來把目光轉向粵北、粵西的粵語，目的是先弄清粵語，

有時間、有條件再來搞其他方言。這樣十年下來，持之以恆，做了些大面積的調查，

總算有了點成果，出版了幾本調查報告。目前關鍵在於如何能保持繼往開來，後繼有

人。廣東的方言多著呢!我想廣東如此，其他省也該如此。

六、研究手段的逐步優化:現在電腦的應用已比較普及，今後有了這個手段無疑

會科學一些，同時，定量分析的方法我們正在大力提倡，大力實踐，一心想在科學化

方言研究上也下點功夫。

總之，漢語方言工作方興未艾，前程燦爛，但困難不少，各地很不平衡，還缺乏

全國性的宏觀規劃。希望今後能多多交流，共同把漢語這一富有活力的語言學科建設

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