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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1 月 21 日至 23 日，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中

理工大學舉行。參加會議的國內外漢語言學家共的人，其中大陸學者 44 人，臺灣學

者月人，南韓學者 3 人，日本學者 2 人，德國學者 1 人，荷蘭學者 1 人。這是在中國

舉行的第一次以漢語語音學研究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大會共收到論文 68 篇，會上宣

讀討論 51 篇，月 17 篇因作者未能與會，只作為交流論文保發。

研討會給我們留下幾點印象:

(一)論題廣泛，內容豐富。這吹會議的主題是「漢語語音研究J ·提交研討會的論

文幾乎涉及了歷史語音和現代語音研究的各個領域，包括古代漢語語音(音韻學)研

究，漢語方言和普通話語音研究，語音典文化，語音典文字、詞匯、語法的關係的研

究，漢藏語音比較研究，漢語與印歐語語音比較研究，語音史及音韻學史研究，音韻

材料的微機處理研究等等。

(二)觀察敏銳，分析精密。很多講評人都使用了這樣的評語來評論會議論女，這

絕非溢美之辭。總體說來，這次發表的論文無論是就理論探討的深度、材料開掘的廣

度而言，或是就方法運用的靈活程度而言，都較過去同類的研討會前進了一步。

(三)討論熱烈，實事求是。討論分兩個會場、八段時間進行，每篇論丈都有的

分鍾的討論，時間相當充裕。同時，由於每篇論丈事先都安排了評講人，而評講人絕

大多數都曾研究過與所評講論文內容有關的問題，因而多能提出中肯的意見。

(四)青年學者脫穎而出。這次研討會的與會者包括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會長、學術

委員會主席以及臺灣聲韻學會會長在內的許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在與會的國內外學者

中· 45 歲以下的青年學者約佔 65% ·這在過去同穎的會議中是很少有的。他們的論

女，材料豐富，方法出新，思路寬闊。在討論中，他們發言踴躍，提出了不少很有意

思的見解，使與會中老年漢語語言學家感到後繼有人，極其欣慰。

下面，我準備選擇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論文向大家介紹。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前中國音韻研究會會長邵榮芬先生的論文是

〈陸德明反切用字析目的。陸德明〈經典釋女〉所用皮切有兩萬多個，超過〈切韻〉皮切十

倍以上。邵先生用統計對比的方法，得出陸氏反切用字的基本特點. I發現陸氏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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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字的選擇至少在七個方面出現明顯的傾向性J '這「不僅對了解陸民音系本身是必

要的，而且對旁證〈切韻〉及古反切的共同特徵也有助益」。例如:統計比較證明陸民

切語與〈切韻〉切語有很大的一致性，這對於證明〈切韻〉音系「大體上是一個活方言音

系」的性質是很有俾益的;統計證明切上字規避複合元音，規避二四等韻，規避去聲

字;切下字則規避送氣清塞音、塞擦音聲母字，這不但對研究中古音系的某些特徵和

具體構擬中古聲母、韻母、聲調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古反切的構成原則也很有意

義。當然，邵文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是過分限制篇幅，只能提出結論，沒有原始材

料，甚至沒有典型例誼，沒有演繹推理的過程，缺少必要的論誼，這就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文章的可信性與可讀性。我們期望著邵先生〈經典釋丈音系〉全稿早日問世。

對大量材料進行整理、分析、比較，在這基礎上得出有意義的結論，是這次研討

會多數論文的共同特點。除了邵先生的論文，我還想提到上海兩位青年音韻學家虞萬

里、楊蓉蓉的〈避諱與古音研究〉。對避諱與古音研究的關係過去有人注意到，但還沒

有人花力氣窮盡收集避諱材料並以之探討音韻問題。虞、楊二位「遍接經、史、子、

集，搜得避諱資料萬餘條J '梳理出避諱典語音相關的四個方面:因諱而改字音，以

同音字代諱字，嫌名諱，韻書中因諱改韻目、刪小韻、改韻字、改釋義、改反切等

等;並且透過避諱所表現的聲韻關係，探討了某些歷史音變現象和古方音問題。儘管

文章體例還嫌駁雜，沒有做到詳盡地排比資料解決若干重要的音韻問題，但仍然是很

有意義的工作。

在語言研究中，擇取典型的「點J '作突破式的研究，常能得到規律性的認識。這

次研討會上有好幾篇論文就是致力於「點」的突破。我想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吳壹彬先生的〈漢藏語和南島語的「米」同源試證〉為代表。這篇文章就「米」這個詞在古

漢語、古藏語和南島語系諸語言中的語音面貌進行擬測和比較，確立了古南島語的

bdrad 和古漢藏語的... mrad 有語音上的關聯，進而推論出古南島語的「米」

• bdrad 借自古漢藏語，證據充實，推理細密。作者還通過「米」的借貸關係進一步推

測古南島人應居於中國古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後來由於某種原因，駕岫遠渡重洋來到

西太平洋諸島上。這樣，文章的意義就超出了一般語言學的範園，對民族史學、古地

理學，甚至植物栽培史研究(證明稻米始種於中國大陸)都有一定的價值。

形聲字是研究漢語古音的重要材料。過去，音韻學家在研究諧聲時，多是把主諧

字典被諧字作詞的整體讀音比較，山東聊城師院賀德、揚稱之為「詞音諧聲原則JJ 。賀德

揚的論文〈漢字的詞根音諧聲〉大膽地提出了「詞根音諧聲」的原則，他根據古文字反映

的一些遠諧聲現象和主諧字與被諧字形、晉、義關係'認為上古漢語存在著詞根，以

詞根為基礎附加前置輔音是上古漢語的一種構詞方法，某些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其實

是根詞典滋生詞的關係。他認為像使從吏聲、數從實聲、麥從來聲、鼻從自聲這種遠

諧字，實際是詞根音的諧聲。他還運用這個原則重新考釋了甲文東、帝、丙、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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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王力先生曾經批評情儒響聲通鶴說，認為爵竿譜聲過1霞必讀具書聲韻同時棺閱或

相近的{鑫件。 還個原則對解釋上古使、頁、數、壤之闊的輯部確有疑惑之露，以賀文

調提諧盤的假設來解釋，便能自聽其說。當然，詩控器聲聽覽還是個霞說，需要有更

多的材料加以謹明，而且還鍾報說是以上吉獲諾有複輔音為吾吾攘的，前提若不成立，

員IJ1I霞說必難成立。但我仍然很支持這樣的部婿。

利用梵漢對會構概古漢語聲韻系統是輯人提高成繭的積域，這次會議的某學擒文

在吾吾人成績的基礎上又害研前進。{:詢委1lJ:þ盟人民大學輯襲和的〈東轉譯經對音的腎語

鍵母系統〉就很有創獲。劉賢和軍IJ罵東聽高爾能聽導人譯鸝中的大量梵纜對普材料，

並作了審慎的按翰，去讀存疑，然後構建了嘉定醬語音的毒草母系統。的將這一聲母系統

置於語普史中上下比較，得出東晉發憊劃歸中古發系的結論，並以之證明了上古都分

聞組字來告舌觀鑫音(俞種說卜覺著雙喻四路舌頭中邊音(王方說)、古無輕轉、吉無一舌

、喻三三入閥、章組來自古旦真音嚀。當蟻，對吉普材料難免有主客語疑訟的誤差、學傳

佛經本身梵{谷苦的混染、譯者方會的聽讀、傳絞讀言學苦的干擾等，單憑譯音材料續建

一個時期的聲韻全親是有一窺危險的。存在作者也往葦知道些問髓，豈宜作了一盤分辨

工作。

這次會議引起我們與題的還有許多文章，例如華轎釀新誰先生的〈今本廣韻切語

下字系聯卜根揮農且對!恥聾系聯法的補充(每柄，參賠〈切韻〉殘卷切語擺供的材料，

對今本〈廣韻}反切下字作了重新系聯; ~番唔蠶〈上古漢語和古華夏聽元音系統的控要比

較}搗示了這樣…種環象:上古漢語和在聽諧的先苦難有些不麒格對憊的例子，位大

體上在(專紋的苦學轉範間內變瞥，認且眼睛誰主持一式的咒音變鸝範國也大體一致;

頓蓋{韻會昔系基聽初接}認為〈韻會〉音系的基髓方音是完代都武話(作者藥公紹、熊

息的家鄉) ，鬧不是揮手拉所認為的克代「標準督J ;蔣錯艾〈中古知、鞋、蓋章三組聽母字

在南城、{皮縣方設中演變情況〉以這三籠聲母在方當真的特殊演變，論證了演變規則

要發方言自身結纜競買司所制約的境手掌，揚耐唐、〈八態巴竿漢語會系攘攘目〉把要提出擷掰

/丸，粵、自寧漢語音的三點依據和接棚中品讀注意的四個問題。JIt井，像唐作海〈正是〈的

方言觀}、尉灌治平〈說之}、施向東〈中古漢語合口分會的一個來源}、麥能〈利用梵漢

對著構擬〈如韻〉連鹿二攝先音〉、鄧希敏、陳摸清〈音韻學蔣家系統生戚機制初接〉等

等，書ß書長抉疑發微，卓有見識。篇幅所喂，說不一一分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