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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汉川市垌冢镇的李氏家族是元末明初从江西省湖口县迁入的，老湾村是李氏家族的二房
、五房的驻锡地，《汉川方言语音研究》作者是二房佐字辈的后代。《汉川方言语音研
究》作者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父母和周围的乡亲基本都不识字，小时候（三十
世纪七十年代）无电视看，无收音机听，很少听到规范的普通话，耳濡目染的是乡音和
俚语，它就成了《汉川方言语音研究》作者的第1母语。在这种语言环境中长大，《汉川
方言语音研究》作者自然听得懂、说得出纯正的乡音俚语。上了小学，开始学习普通话
，《汉川方言语音研究》作者很长一段时间学不好它的声调，这是母语的“干扰”。后
来到城里求学、工作，总想“漂白”自己的口音，说规范的通语，却感觉别扭、拗口，
不如乡音自然、顺口。近十年来，离开了西南官话区武天片，到贵州省工作，《汉川方
言语音研究》作者的口音并无多少改变，除公共场合外，《汉川方言语音研究》作者与
亲友基本上用乡音交流。《汉川方言语音研究》作者能说、会用汉川各地的方言，这是
《汉川方言语音研究》写作的基础之一。
汉川是教育较发达的县市，紧邻中心城市武汉，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受规范通语
的影响，近年来语音、词汇等变化的速度较快，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时期。与1936年
丁声树、杨时逢的记音相比，绝大多数去声字已不是平调、人声已归人阳平、声母η-基
本上已消失等，年轻人已不知一些俚语，特有的方言词部分已被通语代替，《汉川方言
语音研究》作者如果不把它记录、描写出来，可能若干年后，人们并不知道汉川方言曾
存有这种状态，这是《汉川方言语音研究》写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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