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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年多的努力， {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終於面世了。捧著這本琳

那滿目的專刊，喜悅之餘，有幾句話想說一說。

作為漢語方言中重要的一吏，長期以來閩方言的研究一直是海內外漢語學者囑目

的對象，多年來海峽兩岸和海外的聞語學者在閩語研究中取得的豐碩成果，在現代中

國語言學的發展中佔有顯著的地位。然而，我們不能滿足於已有的成績。時至今日，

我們不能不說:聞方言豐富的語言資源還沒有「採掘J完，通行於閩、台、粵、瓊、

晰、桂各地的閩語，以至於海外華人所操的閩語，還有許多學術上的問題有待我們進

一步探討和切薩 c 如何更全面、更深入地從各個層面持續不斷地開展閩方言的調查研

究，始終是閩方言研究者共同牽掛的大事。自從 1988 年福建省閩語學者發起在福州

舉辦第一次閩方言研討會以後，同道們便期望著這種聞語學術研討會能輪流在各閩方

言地區舉辦下去，以至發展成為定期舉行的國際閩方言研討會。「接力棒J其後傳到廣

東， 1990 年夏天，由廣東省聞語學者主辦的第二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在粵東仙頭大

學舉行。這次研討會進一步調動了閩語學者的積極性，激發了大家參與研討的熱情，

到會人數比福州會議要多，提交的論文也更為豐富多彩，台灣的閩語學者和美國的閩

語學者多人前來與會，這為日後國際間方言學術研討會的定期舉行奠定了基礎，也鼓

舞了士氣。在這次會上，經過反覆薩商，決定兩年以後在香港這個聚居著上百萬會說

閩方言市民的國際都市舉行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籌備主辦。張

雙慶在會上表示決不辜負大家的重託'把這一繼往開來的學術盛會籌備好，詹伯慧也

表示， 1992 年秋冬正值他應邀到中文大學客席訪問之際，也將全力協助做好第三屆

研討會的組織工作。第三屆研討會的籌備工作，於是便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中文大

學校方、中文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各單位鼎力襄助這一學術活動，並將第三屆國際閩

方言研討會納入香港中文大學慶祝建校三十週年 (1963-1993) 的系列學術活動中的第

一個。海內外著名學者如饒宗頤教授、丁邦新教授、梅祖麟教授等和一大批聞語學者

紛紛應允列會並宣讀最新研究成果。經過兩年多的籌備，第三屆國際間方言研討會終

於在 1993 年 1 月 11 日 -12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這次會議出席的學者和收到的

論文都超過了第二屆仙頭的研討會，顯示出閩方言的研究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有了良好的開端，就可以繼往開來打開局面，第二屆、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圓滿開過了。 1995 年 4 月，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在吳多泰博士倪價的大力支持

下在閩方言的另一塊「領地J一一海南島海口市舉行，接力棒不斷傳下去，意味著閩方



言研究的國際學術盛會將會綿延不斷地定期舉辦。可以預計，長江後浪推前浪，每一

屆會議都將會「更上一層樓J '展示更多更豐碩的成果。顯示出海內外閩語學者將永遠

團結協作，同心同德，為著共同的學術'辛勤耕耘，並肩前進!

經過大家研究，從第二屆研討會開始，每一屆的研討會都要編輯出版一本集中反

映會議成果的論文集，作為我們協作研究上的記錄。第二屆研討會論文集早已在

1992 年由主辦單位仙頭大學的梁東漢教授和林倫倫教授負責主編交廣州暨南大學出

版社出版問世了。現在我們把第三屆研討會的論文經過遴選編輯出版，作為〈中國語

文研究〉專刊奉獻給讀者。這是與會學者研究閩語的成果，是有關各方人士大力支

持，熱心襄助的結果，編印過程中，萬波先生負責發稿、校對及音標處理，貢獻最

大。這本專刊，是粵、港兩地同道共同策晝。、齊心協力的結晶。此刻我們可以為第三

屆國際間方言研討會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了。我們要說:謝謝大家的支持!預祝今後

國際間方言研討會能不斷開下去，不斷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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