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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廣人惘，語言眾多。世界很多大的語系，即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

語系、南島語系及印歐語系等，中國境內都有支屬。其中用漢語的人最多，而情況也

最複雄。 漢語分若干個方言區;每個方言區又分若干個方吉片，或稱「改方言J ，其

下再分若干個方言小片，即所謂「土語重J ;最基層的是一些具體地點方言，也就是

「方言點」了。此外還有很多過渡地帶、方言島等，再加上移民因素及歷史音蠻的影

響，千絲萬縷，彼此糾纏不清。方言學主要研究音位系統、基本詞j臣、語法結構等，

其實也就是具體的語言學問題;不過它尤其著重語言共時的比較和歷時的演變，而且

是更緬緻的描寫語言。因此，可以說，要全面清楚地了解漢語，首先就得分別摸清各

個方言區、方言丹、方言小丹、方盲點等的底子。最具體的辦法是分省、分市、分

縣、分區去做，作一番全方位的素描，最後再由專家綜合整理歸納分析。不過這應該

是若干年以後的理想了，目前只是剛開展的階段，成績還算滿意。

研究方言首先就得從事田野考察，搜集材料。中國幅員遼闊，這肯定不可能是個

人的工作，而應該講求「合作」的智慧和技巧。現階段雖然距離漢語全方位的描寫尚

遠，但一些基本的面貌還是清慧的。適時總結現有經驗，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為大

專院校的方言教學提供一部適用的教材，詹伯慧主編的〈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也就

顯出它的重要意義了。本書由詹伯慧、賈家教、李如龍、許寶華合撰，他們都是中國

著名的語言學者及方言學者，而且分別是專研官話方言、粵方言、閩方言及吳方言的

專家，各有豐富的方言調查和方言教學的經驗，甚至更已有多種的方言巨著問世。例

如詹伯慧的〈現代漢語方言〉、〈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詞

嘔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 ;許寶華的(上海市區方言誌) ;李如龍的〈閩

語研究〉等，或屬個人研究，或屬集體撰著，都是方言學土攻堅的傑作。此外他們還

發表過大量的單篇調查報告及專題研究等(參見書後附錄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參考

資料選目) )。他們的「合作」從而也就保證本書是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編成的一部

適用於全國高等院校的方言教材。此外，本書雖是在集體討論、分工執筆的基礎上撰

成的，但最後還是由詹伯慧擔任主編，並負責通審全書的工作。詹氏早年曾經參與袁

家驛教授〈漢語方言概要〉的編寫工作，這是方言學的權威著作。其後詹氏〈現代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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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方言〉一番錢Ij可以說是〈觀要〉的結寫本，主要分韶漢語方言語菁、詢盤及語法的

特點，簡單館發。現在本書可以說是瞥氏的三度創作了，他把重點放在方吉調查上

面 ， i咸少了闊的描述，而增加了方怯蝦的保討，並把方首材料與調查方法體合在一

起，因此也就胸前三書有所區別了。所以，本書除了可用作大專院校的方古教材以

外，更可供方當調查工作者參考，有研會悶。

無謂「合作J '除 ftlî幾位作寰的共肉努力之外，其實選手言:東…馨的意義，都是

指本書的語言韓料聾富及鑼鋒設計發著說的。〈題語方言及

第一至主黨主聽講撥一些基畫畫的知議，但深入淺出，倒如〈纜詣，仁大方當藍的分伶及

其主要語音特點〉嘉定描寫得十分棍緻，自覺幾{東方言專家的傾方立作。第四至七輩分

別介紹1J昌的調瓷的方法及現階段的研究成果，其中語音、詞匯、譜法三三項各有專葷;

此外還講j真有關方當論著的編寫方法， 3十有音調查報告、方言誌、詩詞典、方言

地圖等。第八、九輩分明是語普及晶體譜法的調查表，將調查的特料加以通齒的吸納

和整理，隨時可供賞梅考察立屑。至於的諱的參考資料選自則是一份現代方言研究的

攻讀簣， 1要讓潑了解進去研究的重點及思考將業建設的方向。可獲本富態是一本多功室主

的著f芋，分蓋章j釀中，囊，點突出，不純是?于當琨摯的措堯，一旦有積極培藥方古學接草人

的意味，因此雖說起拙很多同額著作立上γ 。

本書校方設分版方面做得很仔細，間及納的新成果亦多。雖然他們為了教學方便，

暫時還是依一做習慣分為官話、奧、湘、臟、客、粵、閩七臣。但彼此向中有異，異

中有間，分舍之間，也不是絕對一戚本燒的。倒如近血的理論繼勢有把竄。譜、鎮語從

宮話方言中攤3史上起來，客、韻方言對台評為一{館大方言盔，書中t!L脊髓略的論連，聶

且也表示贊惰，對待岳後的修正。方言旁觀的禪讓主要是宙語音整與東決定的，話童

及語法的蓋其鑽羈輔助盤的參考僚件。讀中一共歸納了十四樣語晉特敏的11菜白，皆羈

古今昔變之佛;不但可1&以簡御繁之效，亦足以觀底據清真諾各方泛的親屬關係。該

十四條諾骨的分阻樑準是:

1.占全獨鑫昔並、定、

2. 有輕唇普聲母的讀法;

3. 古知、融、澄母的讀法;

是.古熙、津、東、審、

5. 古悶、來母的分混;

6. 街前根音聲母是否穎化;

7. 古科普韻尾的演變;

8. 古裝音韻尾的t~ 哎，

9. 本刊五、上、去各謂的分

做
扎
成
一
關

女語園中

繞
一
司

和
一
位

，
母
一
辭

奉
;
一

、

A
口
一
月

較
一

1…
年

內
/
M

A
H叫

們
可
以

口的兮混;

書和人

29 



書和人

30 

13. 

i 是.

元昔的增化;

。

他們利用品歧標准，暫時也就把總指分為七大臣了。為了求間存興，他們文再利

用這些標准把方言區分為若干方首卉。現根據當中資料持黨語七大方設的使用人口及

分片情混到下， x還是吾吾有比較新的分顯臂料。至於各方吉、方言片的音系或語言特

點，

: f吏用人口 。方言片四:華北、東北官話，西北官

，正准官話(或可分自徽外|方言)。

、馬力前:使用人口七千萬在右。方言丹五:太湖片、俞小H丹、溫州丹、

發1+1 片、麗衛片。

三主、潮 }j言:通行範圈較小(裳攻擊華據1956年的統計數半稱使用人口二千六

，約佔全建接人口 S話)。

(若梅語)。

詩三:攜語~t丹(軒梅語)、湖語

四、總方音:使用人口

丹、!實弋丹。

o h 片五:昌靖丹、 丹 、苦無

至五、客東方言:分佈範聞此較胺j哎，倪內部的一致性此較強(絮絮瞬據1956

年的統計數字稱使用人口二三千萬，約佔全漢族人口4% )。本書分片未

，僅欖括分為粵東語、間盟客話、轎甫客話旦河a 。

六、韓 }j寄:使用人口約五千禹。方言雪片六:廣時丹、間能玲、香I-Ll丹、完

、高跨丹、接哥哥片。

七、 : f吏情人口約四千萬以上。方言片五:
(福外I )、竄北方言(聽蠍)、閣中方言(

間)。

(獲門)、醫東

)、繭船方言(甫

，但一般性的故連則給人拘謹、保守的感覺 α 例如本書首先解

釋共同語和芳百的關係，強誨「要冉著民接共悶語 普通話靠攏J '質的是場合政

。但靠攏的結果可能導致方言的轉化，自藹吳方吉、海方古典蕾遲話接

壤最近， 1.1)‘乎正在轉變當中，將來有被警鐘話兼靜的可能。偽起才是、請在錯保留古全濤聲

母的獨晉，學~湘器裝IJ已清龍，可能是向話鑫攏的結果(周振鶴、游撩傑〈方言與中

國丈化〉即:主張將新湘語劃歸西南官話)。此外有些學者主張積1是舉術的角度來直到

語言和方霄，那體粵語、客語、間譜、典語帶有可能是與國語組憬的語言，而不

是方含了。本讚路開了這些敏感的問題不紋，是得是失，也就很難一概而論了。

此外，一樹人可能學會很多種的語言言或方諱，由於受母語的棋綿，實際上飽所能

掌握的晉素禪讓草草霞。 í亨íJ郭世界上有人能將全吾ß盟嗓音漂亮IT用來代表的普素清顯準確

地讀出來嗎?除非受過很特殊嚴蓓的語1I練，否則絕無謹者。由此我們講擇了一種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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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俊，獲得了某些辨語能力，相對來說m就會喪失區別某些音素的能力了。

很難是一種個人創作，發通尤難。本書旺魚是一本教詩，為了教膏、學者的方便，似

乎有為七大方言及其方吉舟的音系製作鎮音帶的必嬰 c 鋒音構除位括基本的韓、韻、

諧的發音立外，進一步還可昂方言詞醋、方言句式u至故事、歌謠等錯音。這是將來

比較大的模作方向，我們期望甚切;當然我們t立了解出版界的困難，照以色不能通於

了。

本書的重心其實是栽在語音識查、說躍躍叢、諸法謂查這三三蓋章上面的。作者

的創作意鹽似乎蓋不是要為讀者指識方設的形貌，而是要告訴讓鑫怎樣去進行方音調

查的工作，注意甚麼問題。他們還為:賈春耕訂了各種調查表格，用心喪脅，其實位是

他們的誼驗立談。例如在語音調護方暉，首縷的工作是單字記脅，除了搏認鞋、韻、

調立外. j環賽比較字會，審核字霄，注完整女自異讓、言11讀、新體讀音、俗讀誤摧等問

是露，書中有很盤蜜的例護。其次則是整理語督材料，製作聲韻藹系稅表、

、區域性搗寰宇表、連種苦戀調查表、方首諧音專題調至表格等。詞醒謂獲獎1)

注意方首詞的標昔(特葷詩內普變，許有鹽、聲、聽韻、續詢、輕聲、兜化、台骨、的

各項)、方當誠的釋蠱、 11首詞的佳字等;然後加以比較研究，藍探討各種差異，

聽成表格。至於語法調查方蝠，一直以來都是工作薄蟬的一鷹，耳能事藍眼傳謊話法的

研究立豈不發達一樣，往往不知道從哪襄入手。本書告訴我們進行方言語法分析研究的

方法，可以兮別攏構詞法和構形法、詞組的構成方式、詩插在句子中的位韓、幾顯句

子的結構方式(詔揖比較甸、撥動甸、把字句及特有的句式)、實詞的特蝶語法現

象、虛弱的特殊諸法現象等入手. j萬句都很豐富。 3至於漢語方言的主要譜法華異，本

書藝歸納為下于'J各點:

…、實詞的形態變化不陶:重蠱、附加、屈折。

一、虛闊的用法不問:甜言吉、瞬諦。

三、語序的不同:請語動繭的位龍、勢賓語的佳麗、狀誨的位麗、補詣的位

置。

的、幾種句式的不聞:比較甸、被動句、 、疑問句。

說黨在話，方寄語法的特點雖不顯著，跟研究語菁、詞腫的成績相比也就失在多

了，不緝毒正是巴後覽館得努力的方向。本書在〈漢語方言語種語法調查表〉中錄存

了一批語法WY旬，董必時有吳、醋、粵、客等各地盟的設法。 伊j旬雖然不多，卻很有代

表性'ïiT供比較參考乏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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