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记

"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计划"虽然於92年暑假在上海

开始，但有会议主题，并各自提交论文展开深入讨论，则自 93

年的《方言语法研讨会一动词的体》开始。 当日，十多位研究

方言的朋友聚首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天山宾馆一间光线并不太充

足的会议室开会的情景，仿如昨日，但时光已过去近三年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稿件终於齐集而可以出版了，这是令人兴奋

的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耕耘的成绩了 . 其间，参加这个计划

的学者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如暨南大学李如龙教授在组织调

度上高瞻远瞩，及承担了最繁重的总结工作.京都大学平田昌

司教授在财力上的支持，和严谨的学风给大家在精神上的感

召，都使人印象深刻. 四月下旬，上海师范大学的潘悟云教

授、刘丹青教授因访问城市大学来港，会合了我和万波四人，

利用这个机会对稿件作最後的处理，包括论文的打印、校改等

最琐屑工作。 因为要充分利用时间，潘先生、刘先生和万波可

以说是废寝忘食，我们几个人又重温了开研讨会时那种同吃同

住同讨论的情趣.尤其是潘先生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

心血，靠着他对电脑的精通，解决了音标排印及版面处理的种

种困难。 由於熬夜及在电脑屏幕前工作时间过长，把眼睛也弄

出病来了 。 还有刘、万二位校稿的辛劳，都令人感动.总之，

这本书对方言语法研究如果能有一点贡献的话，都是书中各位

作者辛勤研讨，相互切磋，紧密合作的结果。

本辑论文主要通过各方言点的语言事实来反映东南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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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范畴的大致面貌，对汉语体范畴的性质特点等一些理论问题

也进行了一番探讨，并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识，这些认识都集

中在李如龙教授的"前言"及刘丹青教授的论文中.不过我们

在对各方言点的论文进行研讨时，就已经深感汉语方言中体的

复杂和歧异.因此我们的观点和认识是否正确，描写分析是否

妥当都挚诚欢迎海内外专家批评指正.希望随着本书的面世，

第二、第三本论文集也能尽快陆续出版，也希望在大家的努力

和各方支持下，我们的研究计划能更好地进行下去.

张双庆

1996年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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