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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为2015年8月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语
言演化与计算研究中心（筹）主办的“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研讨会的论文集，收
录了郑张尚芳、游汝杰、朱晓农、陶寰、郑伟等24位语言学专家学者撰写的21篇学术论
文。这些论文的主题覆盖了对吴语、闽语、湘赣粤桂等地的方言，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
这些方言的语音与音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很有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算起，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
世纪，已发表的方言描写、分区、历史、接触等方面的论著不计其数。但对边界方言的
共时描写及其演变、方言边界性（/边缘性/过渡性）的具体表现、边界方言研究的理论
价值等问题，尚未引起充分关注。《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首次对该论题做了
全面探讨，研究对象涵盖吴、闽、粤、客、湘方言及北方官话、晋语、湘南土话等；内
容方面，除了结合方言实例，对方言接触等问题进行理论阐述，也有对某个或某一区域
方言的声、韵、调等音节结构成分进行描写或探源等；研究方法多样，既有传统描写与
比较，也有田野语音的实验分析与统计、建模等。
本书为2015年8月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演化与计算研究中心（筹）
主办的“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研讨会的论文集，收录了郑张尚芳、游汝杰、朱晓
农、陶寰、郑伟等24位语言学专家学者撰写的21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覆盖了对
吴语、闽语、湘赣粤桂等地的方言，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些方言的语音与音系的历时
性和共时性变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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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方言分区跟音位归纳一样，有多种可能性，方言区划和界限并非*。从词汇、语音等不同
角度分出的边界可能不一样。调查边界方言时，从方言本身的过渡性、边缘性考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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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调查的方法，单字调查和词汇调查最好都要使用，因为单字音往往会表现出边界性
，词汇音则通常更“本土”；文读音会更倾向于表现出边界性，白读音则会更多地反映
本地方言的典型特征。
—— 郑伟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边界地带的方言在语言特征上往往表现出边缘性或跨界性，所以在分区、定性上会体现
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举例来说，什么是吴语的典型特征，或者是哪些方言属于典型吴
语？
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最早提出把塞音、塞擦音是否三分（如“帮
滂並”、“端透定”、“庄初崇”等）看作是吴语的典型特征。所谓“三分”，是指历
史音类在共时表现上“三分”，具体怎么“三分”，倒在其次。比如绝大多数方言（如
苏州）是“帮[p]、滂[ph]、並[b]”的三分格局（並母更准确的音值描述是“清音浊流”
[b?]），上海南汇是“帮[?]、滂[ph]、並[b]”，浙江庆元为“帮[?]、滂[ph]、並[p]”；
浙江浦城为“端[l]、透[th]、定[t]”，安徽当涂则为“端[t]、透[th]、定[?]”。既然是用
作分类的“特征”（独特的表征），则应该满足“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基本标准。
但是，运用该标准时还需考虑到地理上是否邻近，所以虽然塞音、塞擦音三分“除了见
于今吴语外，还较集中地见于湘西南和粤北的湘语娄邵片和湘西北的湘语吉叙片，并且
零星地散布于赣北鄱阳湖北部沿岸的湖口、星子、都昌和武宁，湖北东南角的蒲圻、崇
阳、通城，湖南东北角的临湘和岳阳”，这些方言所处的地区与吴语在地理上不邻接，
因此即使符合“三分”的标准，也不算吴语。所以，“对内一致、对外排他”需要“非
毗邻方言可有例外”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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